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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高 黎贡山 是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富 的 地 区 之 一 ,具有 “” 动 植物 种 属 复 

杂 、 新 老 兼备 .南北 过 渡 、 东 西 交 汇 ” 的 格局 , 素 有 “绿色 宝库 ` 动 物 乐 园 ” 的 美 

称 。 全 国 专家 学 者 们 到 高 黎贡山 进行 科学 考察 后 ,在 国内 外 各 种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了 许多 研究 论文 和 调查 报告 。 我 们 全 面 收 集 发 表 在 国内 外 学 术 刊物 

上 的 关于 高 黎贡山 的 研究 论文 ,汇编 成 (高 黎贡山 研究 文 从 》 旨 在 将 这 些 资 

料 和 信息 进行 收集 ,整理 并 编辑 出 版 。 

本 书 适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方面 的 科研 和 教学 工作 者 ,以 及 对 从 事 自 

然 保 护 区 工作 的 各 级 工作 者 和 对 高 黎贡山 感 兴趣 的 各 界 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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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简介 

急 消 华 男 ,汉族 ，1955 年 10 月 生 于 云南 昭通 ，20 世纪 80 年 代 初 毕业 

于 将 南大 学 。 现任 中 共 保 山 市 委 书 记 ， 研 究 员 ， 兼 任 华 中 科技 大 学 、 云 南大 

学 、 云 南 农业 大 学 、 云 南 民 族 大 学 经 济 学 教授 、 硕 士 研究 生 导 师 。 从 1994 

年 起 享受 国务 院 颁 发 的 政府 特殊 津贴 。 近 十 年 来 ， 已 出 版 著作 11 部 ， 发 表 

论文 50 余 篇 。 主 要 研究 领域 区 域 经 济 学 、 生 态 经 济 学 、 文 化 学 。 

艾 怀 森 男 ， 汉 族 ，1968 年 5 月 生 于 云南 腾冲 ，1990 年 毕业 于 云南 大 学 
生物 系 动物 学 专业 。 现 任 云 南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保山 管理 局 局 长 ， 

高 级 工程 师 ， 是 享受 云南 省 人 民政 府 特 殊 津 贴 的 专家 。 主 要 从 事 动 物 生态 、 
野生 动 植物 的 传统 利用 与 保护 方面 的 研究 。 发 表 学 术 论文 10 余 篇 ， 参 与 扎 
汝 二 和 3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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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了 J 尼 

高 黎贡山 北 起 西藏 高 原 ， 南 达 中 南 半 岛 的 缅甸 境内 ， 横 吾 在 中 国 的 西部 ， 绵 延 六 百 

余 公 里 ， 跨 越 五 个 纬度 ，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高 差 达 3000 多 米 。 这 种 得 天 独 厚 的 自然 条 件 
使 得 高 黎贡山 犹如 一 座 巨 大 的 桥梁 ， 成 为 野生 动 植物 南北 过 渡 的 走廊 和 第 三 纪 、 第 四 纪 
冰期 中 野生 动 植物 的 “避难 所 ”， 形 成 了 “ 动 植物 种 属 复 条、 新 老 兼备 、 南 北 过 渡 、 东 
西 交汇 ”的 格局 。 高 黎贡山 生物 多 样 性 非常 丰富 ， 自 然 景观 独特 而 壮丽 ， 素 有 “世界 物 

种 基因 库 ”、“ 世 界 自然 博物 馆 ”“ “哺乳 类 动物 祖先 的 发 源 地 ”、 “东亚 植物 区 系 的 摇篮 ” 

等 美称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将 其 列 为 “具有 国际 意义 的 陆地 生物 多 样 性 关键 
地 区 ”和 “重要 模式 标本 产地 ”。 

近 几 年 来 ， 随 着 研究 的 不 断 深入 ， 高 黎贡山 丰厚 的 历史 文化 、 多 种 多 样 的 民族 文化 
及 宗教 文化 都 渐渐 为 社会 各 界 所 认识 。 在 高 黎贡山 的 两 侧 ， 考 古人 员 发 现 了 许多 新 石器 
文化 遗址 ， 证 明 4000 年 前 这 里 就 有 人 烟 笛 密 的 原始 人 群生 活 。 至 今 遗迹 狂 存 的 古城 和 

保存 完整 的 南方 丝绸 之 路 也 都 说 明了 这 里 古代 文明 的 辉煌 。 现 在 ， 高 黎贡山 两 侧 依然 生 
活着 汉 、 茵 、 蝗 、 傣 、 傈 傈 、 怒 等 10 多 个 民族 ， 他 们 各 自 不 同 的 风俗 习惯 及 宗教 都 具 
有 浓郁 的 地 域 特 色 。 因 此 ， 高 黎贡山 又 被 誉 为 “文化 之 山 ” 以 及 “人 类 的 双 面 书架 ”。 

高 黎贡山 有 文字 记述 的 研究 历史 最 早 可 追溯 到 唐 代 。 晚 唐 著 名 学 者 狗 绰 在 其 所 著 的 
《云南 志 》 中 ， 就 详细 记载 了 有 关 高 黎贡山 气候 和 地 质 等 方面 的 内 容 。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研 

究 则 始 于 19 世纪 末 20 世纪 初 ， 当 时 有 许多 外 国学 者 到 高 黎贡山 采集 标本 ， 其 中 最 著名 
的 是 英国 人 乔治 ， 福 里 斯 特 。 他 自 1904 年 始 的 28 年 间 ?7 次 到 高 黎贡山 ， 共 采集 了 植物 
标本 3 万 多 号 、10 万 多 份 ， 发 现 植物 新 种 1200 多 种 ， 乌 类 新 种 30 种 。 

为 了 梳理 过 去 的 研究 成 果 ， 给 当代 和 未 来 的 研究 者 和 管理 者 提供 一 个 科学 理论 的 平 
台 ， 也 为 正在 进行 高 黎贡山 研究 的 学 者 提供 一 个 成 果 交 流 的 园地 ， 我 们 特 编纂 《高 黎 贡 
山 研 究 文 丛 》。 这 一 套 丛 书 是 关于 高 黎贡山 的 全 方位 、 多 学 科 、 多 层次 、 多 形式 的 大 型 

研究 丛书 。 丛 书 的 出 版 将 有 助 于 政府 生态 建设 的 宏观 决策 ， 也 为 自然 爱好 者 提供 了 一 个 
了 解 高 黎贡山 的 窗口 。 启 动 和 实施 这 一 庞大 的 工程 ， 难 度 可 想 而 知 ， 再 加 之 编纂 者 经 验 
不 足 ， 理 论 水 平 有 限 ， 下 误 之 处 在 所 难免 ， 敬 请 各 位 专家 、 学 者 和 读者 多 提 宝 贵 意见 ， 

使 本 套 丛 书 不 断 完 善 。 能 成 为 高 黎贡山 研究 学 人 中 的 一 员 ， 做 一 些 力所能及 之 事 ， 这 是 
我 们 的 荣幸 。 我 们 将 继续 努力 ， 尽 力 追 求 完美 。 

2006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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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meassaesaea 二 让 人 尖 习 训 | 能 清 华 

第 一 部 分 “地 学 研究 

腾冲 芒 棒 盆 地 的 地 温 曲线 和 估算 热流 值 的 初步 研究 过 帼 颖 “” 张 保山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南 段 构 造 变形 史 1 胡 建 军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的 大 地 构造 归属 和 区 域 成 矿 特征 四 罗 君 烈 

高 黎贡山 变质 带 南 段 的 多 期 变质 作用 特征 OA 严 城 民 王 辉 

云南 高 黎贡山 西 坡 浅 变 质 贿 系 中 发 现 微 古 植物 化 石 人 赵 成 峰 - 

污 西 高 黎贡山 地 区 宝石 伟 唱 岩 二 亲生 证 二 后 二 LA 二 三 症 二 二 的 全 全 二 的 柏 万 灵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森林 土壤 垂直 分 异 规律 初探 和 ee 王 金 竞 
本 届 森 林 土 壤 肥 力 特 征 .ororrrrooo 证 入 员 下 二 下 二 二 三 二 让 王 人 金 亮 

第 二 部 分 “植物 研究 

人 李 ， 恒 等 
高 黎贡山 南星 属 〈 天 南星 科 ) 新 资料 sa 李 恒 王 仲 朗 龙 春 林 

让 机 的 多 样 性 oo 李 恒 Bruce BARTHOLOMEW 

狐 龙 虾 冰 兰 《〈 兰 科 ) 的 合格 发 表 eve 李 恒 李 吧 刀 志 灵 

A New Species of Colocasia (Araceae) from Mts，Gaoligong，China pp 
本 LI Heng LONG Chun-lin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特有 植物 .ss 刀 志 灵 ” 郭 辉 军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植 物 多 样 性 及 可 持续 利用 ………… 刀 志 灵 。 郭 玫 军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的 植物 地 理学 研究 李 嵘 龙 春 林 
pe 李 ， 嵘 等 

Two Nevw Taxa of Meazazthemzz7 (Convallariaceae) from Northwestern Yunnan， 

人 LI Rong LI Heng 

Ajzsae7za Ca7zhnxuezse (Araceae) ，a New Species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orthwestern Yunnan，China ppp YI Ting-shuang LI Heng 

高 黎贡山 马先蒿 物种 多 样 性 与 地 理 分 布 ……ppppp 王 红 ， 李 德 铁 
本 举 1K 汪 南星 利 》 woreyaraekronecrpiaennrpAaaewRR 全 王 仲 朗 李 量 

云南 击 山 蜡 叶 鞋 苔 属 .( 苦 昔 苔 科 ), 一 新 种 .二 王 印 政 李 恒 

医 南 姜 科 =- 新 种 opera debt 罗 毅 波 

Pazbphzopedzlx772 a7772e72zQcUW7 ，its Natural Habitat，in Western Yunnan ……0 

ia P 百 元 了 PICRDb EUOO OUGEORINARSiT 

人 金 豆 忽 兰 ， 中 国 西南 部 兰 科 铬 兰 属 一 新 变种 .ee 刘 仲 健 “ 张 建 
。iii 。 



过 科 三 新 种 刘 仲 健 ” 张 建 勇 ” 李 利 强 

和 刘 仲 健 “ 陈 心 启 
0 陈 心 启 ， 刘 方 媛 

大 树 杜 艇 〈RAhododenzadzrom protzsta72 var。 gzga7ttex7) 和 蓝 果 杜 鹏 〈RAnododend7zo7z 

2 的 商 公 后 因 丁 灾 开 全 张 长 芹 等 

中 国 污 西 地 区 人 竹 亚 科 一 珍稀 新 种 机 本 语 庆 而 计 咸 二 帮 现状 趟 本 区 症 这 二 下 人 本 和 不 人 二 下 二 不 二 直人 二 天 三 下 二 证 革 天光 辉 朝 茂 等 

中 国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人 竹 亚 科 新 分 类 和 群 生生 逻 朝 茂 等 

云南 竹 亚 科 一 新 种 和 薛 嘉 榕 

贡 山 人 竹 属 一 一 我 国 云南 作 亚 科 一 新 属 站 年 相 站 区- 二 ER 寺 李 德 铁 蔡 纪 如 夏 念 和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人 竹 类 植物 及 其 保护 发 展 对 策 ……p…p 和 0 杜 小 红 等 
Aralia 1ipnengliaza J]，Wen，L，Deng 刀 X，Shi，a Nevw Species of Araliaceae from 

全 WEN Ji IDENGIIEIan SHIXEORE 着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资源 保护 及 合理 利用 策略 :ee 赵 晓 东 “ 施 晓 春 
高 区 过 和 站 然 保护 区 药 用 植物 考 要 ee 石 天 才 必 大 天 病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珍稀 保护 植 和 最 尹 五 元 
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野生 蕨 类 植物 药 用 研究 .pp 沈 立 新 
国产 泽 泻 科 植物 特有 种 一 一 腾冲 慈 姑 . 王 青 峰 “ 陈 家 宽 
ee 顾 哲 明 ” 诚 静 容 

腋 花 扭 柄 花 〈Stretptopus sizzzplez) 的 染色 体 新 基数 …………………: 张 ” 插 顾 志 建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pp 王 志 恒 等 
高 黎贡山 旱 冬 瓜 FazpRia 的 IGS PCR-REFLP 分 析 pp 代 玉 梅 等 

云南 器 江 坝 朱江 干 热 河 答 芽 移 区 系 研究 .er 曹 永恒 
云南 潞 江 坝 录 江 干 括 河 谷 植被 研究 二 .ssesnreassorsnsesns 曹 永恒 “人 金 振 洲 
云南 腾冲 新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及 其 时 代 .. ev 陶 君 客 “ 杜 乃 秋 
西域 青 欧 时 实生 苗 驯 化 的 初步 研究 PP ee 汪 建 云 孔 治 有 日 | 购 

第 三 部 分 “动物 研究 

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鸟 类 多 样 性 分 布 及 保护 ………… 和 0 韩 联 宪 ” 兰 道 英 ” 马 世 来 
中 国 乌 类 一 新 记录 一 一 机 嘴 兢 觅 二 韩 联 宪 

中 国 乌 类 种 的 新 记录 一 一 长 嘴 兢 悦 (Rizzazatior7aQlacoptzlas ) 韩 联 宪 

云 击 站 局 本 时 十 全 放 全 天仙 韩 联 宪 等 

云南 黑 颈 长 尾 和 难 〈Syrmzaticus Pa2zae) 分 布 及 栖息 地 类 型 调查 ………… 韩 联 宪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Galliform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lins 

恨 e 疝 DR 二 … 再 AN 省 二 一 

高 黎贡山 白 尾 梢 虹 稚 生境 利用 的 初步 观察 RN 施 晓 春 

高 贡 山 入 季 白 尾 梢 虹 欠 运动 方式 和 生境 偏好 的 初步 观察 1 

0 罗 ， 旭 韩 联 宪 艾 怀 森 

磺 辣 时 全 新 各 加 滞 3 马 世 来 ， 王 应 祥 ，。 施 立 明 

Faunal Resource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of Yunnan，China:，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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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TANSEEIUR 

高 黎贡山 鼠 锡 一 新 种 王 应 祥 。 兢 正 达 段 兴 德 

胸 虹 〈Neotetracas size11518 Trouessart) 一 一 新 亚 种 王 应 祥 。 李 党 云 

高 黎贡山 的 兽 类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pp 王 应 祥 

是 协 磺 过 曾 害 的 让 过 汪汪 .生生 入 生生 生生 李 致 祥 
注 西 白眉 长 臂 猿 〈 百 yiLopates PoolocR ) 分 布 、 数 量 和 保 擅 

二 兰 道 英 ” 马 世 来 ” 韩 联 宪 

白眉 长 臂 猿 鸭 叫 的 时 间 特 征 生 ps 兰 道 英 等 

高 黎 贡 而 的 小 型 兽 类 调查 ee 扣 正 达 “” 解 宝 琦 

高 黎贡山 中 南 段 羚 牛 栖息 地 和 食性 初步 观察 浆 怀 森 
要 着 在 审 国 的 地 理 分 布 与 生态 研究 现状 辣 导 0 艾 怀 森 
高 黎贡山 小 熊猫 生态 对 策 初 步 研 究 全 人生 生生- 全 生生 下 胡 刚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鱼 着 陈 银 瑞 “ 褚 新 洛 

疤 调 虽 钥 高 着 关 三 新 祥生 形 目 六 贸 种 下 区 二 是 何 工 平 
高 黎贡山 鱼 类 区 系 和 板块 位 移 的 生物 效应 ppp 这 |, 恒 邱 渴 淤 条 

高 黎贡山 两 栖 疏 行动 物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7 断 大 同 ” 苏 承 业 “ 利 思 笋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两 种 蟾 晓 的 核 型 、C 带 及 Ag-NOR 的 研究 〈 无 尾 目 Anura， 
蟾 晓 科 Bufonidae) pp 刘 万 兆 杨 大 同 

云南 高 黎贡山 白 颌 大 角 蟾 的 核 型 、C 带 及 Ag-NOR 的 研究 ……… 刘 万 兆 ， 杨 大 同 
云南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区 系 分 析 :pp 攻击 昌 区 江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两 柄 疏 行 动物 区 系 人 分析， 夷 办 性 

高 黎贡山 鞘翅 目 步 甲 科 盗 甲 属 三 新 种 ……… David H, KAVANAUGH 龙 春 林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pp 徐 正 会 等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徐 正 会 等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pp 徐 正 会 等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pp 徐 正 会 等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比较 研究 徐 正 会 等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蚁 科 昆 虫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 结 题 报告 ) ……… 和 0 徐 正 会 等 
爪 步 甲 属 一 新 种 记述 〈 鞘 翅 目 ， 步 甲 科 ) pp 梁 宏 斌 ”Yuki Imura 

Notes on Drypta /ozgzcollis MacLeay and the Status of the Genus-group Name， 

网 交 苑 届 办 本 ea 二 1825 (Coleopt 可 3 Caraiidae DIDtDI) II 全 全 
生生 琴 二 于 全 Hong Bin-liang David H. Kavanaugh Mingyi Tian 

A Nevw Species of Arzstochnzroa Tschitscherine (Coleoptera:， Carablidae; 

Pterostichini)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全 后 而 且 David H. Kavanaugh LIANG Hong-bin 

高 黎贡山 此 甲 属 六 新 种 〈 蒜 起 目 ， 拟 步 甲 科 ) ee 任国 栋 “ 刘 杉 棚 
高 黎贡山 地 区 昨 科 二 新 种 〈 直 翅 目 ， 昨 总 科 ) ee 郑 哲 民 ” 毛 本 勇 
污 西 害 竹 的 一 种 新 叶 蝉 〈 同 翅 目 ， 大 时 蝉 科 ) pp 杨 集 昆 

云南 怒江 峡谷 的 蝴蝶 资源 董 大 志 大 卫 。 卡 凡 诺 李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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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汪 瘟 刘 峰 属 二 新 种 抽 腊 十 目 :大 蜂 科 ) 董 大 志 

云南 贡 出 黄 胡 蜂 属 一: 新 种 ;( 膜 翅 目 ， 胡 蜂 科 ) 蕉 类 
云南 埋 败 局 条 新 称 汇 拓 尾 纲 , .二 里 国 宣 pocoaneaEoins 谢 荣 栋 ， 尹 文英 
高 黎贡山 派 模 蛛 属 一 新 种 人 

人 Charles E.GRISWOLD 龙 春 林 “Custavo HORMIGA 

高 黎 贡 看 训 重 属 三 新 种 记述 (入 目 多 所 下 科 ) 生 人 解 宝 琦 ” 绪 正 达 

高 黎贡山 柳 氏 重 属 一 新 种 记述 〈 重 目 : 多 毛重 科 ) 解 宝 琦 ” 段 兴 德 
高 黎贡山 材 眼 入 属 一 新 种 〈 重 目 ， 多 毛重 科 ) .ee 损 正 达 _ 黄 文 坝 
的 是 天 项 芝 人 0， 汪 效 正 达 ” 解 宝 琦 。 林家 冰 

汪汪 局 三 新 神 六 目 是 和 天 芋 种 这 局 二 Name 揽 正 达 
二 语 训 要 计 轴 二 是 和 属 兰 新 种 区 革 目 二 各 卫 科 ) opena 汪 Rn 区 正 达 

我 国 罗 利和 蚤 属 一 新 种 的 记述 〈 重 目 : 角 叶 重 科 ) pp 性 正 达 段 兴 德 
高 黎 贡 硬 强 孟 属 三 新 种 《了 蚤 目 ， 绸 重 科 7 区 正 达 “ 雷 亚 民 

云南 泸 水 高 黎贡山 森林 脑 炎 疫 源 地 宿主 动物 的 垂直 分 布 及 群落 结构 .….。 美 正 达 等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划 螨 区 系 调 查 .pp 郭 宪 国 “” 钱 体 军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革 螨 性 比 及 年 龄 构成 分 析 -……… 郭 宪 国 “ 钱 体 军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9 种 革 旺 空 间 分 布 型 研究 .…… ee 郭 宪 国 “ 钱 体 军 

第 四 部 分 “微生物 研究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土壤 真菌 的 组 成 及 其 生态 人 分布 张 “ 莽 等 

高 黎贡山 不 同 土地 利用 方式 对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的 影响 …………… 张 ” 菠 等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土壤 真菌 资料 调查 名 录 初 报 ………' 张 萍 ， 郭 克 军 刀 志 灵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生态 分 布 及 其 生化 特性 的 研究 :pe 张 ， 萍 等 
高 黎贡山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中 微生物 的 生化 活性 al 张 萍 等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aa 张 萍 等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生化 活性 的 初步 研究 二 张 萍 等 

后 亡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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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清华 

1 概述 

高 黎贡山 位 于 中 国 云南 省 西部 ， 面 积 约 280 万 hm2: 。 全 区 处 于 喜马拉雅 山东 部 南 延 
地 段 ， 与 云 岭 、 怒 山 构成 地 球 上 最 雄伟 也 是 最 著名 的 三 条 横断 山系 。 高 黎贡山 作为 伊 洛 
瓦 底 江 与 她 江 《〈 萨 尔 温江 ) 的 分 水 岭 ， 处 于 古 北 极 和 古 热带 植物 成 分 的 过 渡 交 汇 之 地 。 

这 里 物种 丰富 ， 特 有 种 多 ， 被 誉 为 动物 祖先 的 发 源 地 。 高 黎贡山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是 由 
自然 地 理 环 境 的 多 样 化 与 物种 进化 分 异形 成 的 。 在 中 国 所 有 保护 区 中 ，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具有 相当 重要 的 地 位 ， 它 是 中 国 众多 保护 区 中 为 数 不 多 的 、 被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列 为 “人 与 生物 圈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保护 区 。 同 时 ， 世 界 野 生生 物 基 金 会 (WWF) 

也 把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列 为 A 级 《全 球 重要 ) 自然 保护 区 。 由 于 高 黎贡山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国 内 外 的 专家 们 将 之 喻 为 “世界 物种 基因 库 ”。 

这 条 在 地 质 史 近代 强烈 隆起 的 断层 山脉 ， 北 接 青藏 高 原 ， 南 衔 中 南 半 岛 ， 东 邻 横 断 
山系 的 她 山 山 脉 ， 西 毗 印 缅 山 地 ， 纵 跨 中 国 云南 西部 ， 从 北 到 南 ， 绵 延 600 余 公 里 ， 路 

越 五 个 纬度 。 整 个 山体 呈 南 北 宽 、 中 间 罕 的 地 理 特点 。 在 南北 走向 且 北 高 南 低 的 整个 山 

脉 走势 中 ， 最 高 点 为 云南 省 贡 山 独 龙 族 翁 族 自治 县 境内 的 嘎 娃 嘎 普 峰 顶 ， 海 拔 5128mi 

最 低 点 在 云南 省 西南 公 江 县 的 中 缅 界 河 交 汇 处 ， 海 拔 仅 210m。 南 北 最 大 相对 高 差 
4918m, 北 部 和 中 部 的 大 部 分 山体 垂直 高 差 在 2500 一 3000m 之 间 ， 南 部 山体 逐 新 变 低 ， 

高 差 仍 在 800 一 1000m 之 间 。 巨 大 的 垂直 高 差 形 成 了 独特 的 立体 气候 ， 加 上 复杂 的 地 
形 ， 使 高 黎贡山 呈现 出 极其 复杂 多 样 的 生态 环境 。 高 黎贡山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及 特点 使 它 

犹如 一 座 连 接 亚 洲 大 陆 中 部 和 南部 的 巨大 的 “桥梁 ”。 在 漫长 的 生物 演化 过 程 中 ， 高 黎 

贡 山 一 直 是 地 球 上 生命 演化 的 重要 “舞台 ”和 南北 生物 迁移 扩散 过 渡 的 “走廊 ”。 
高 黎贡山 是 中 国 西部 一 条 低 纬度 与 高 海拔 的 巨大 山脉 ， 距 离 西南 季风 印度 洋 的 源 地 

较 近 ， 水 汽 来 源 充沛 ， 为 各 类 植物 的 生长 提供 了 绝 好 的 环境 。 此 外 ， 由 于 高 黎贡山 具有 

沟通 青藏 高 原 与 中 南 半 岛 的 “走廊 ”与 “桥梁 ”的 作用 ， 且 东 邻 云贵 高 原 ， 西 毗 印 缅 山 
地 ， 从 南 向 北 、 从 西向 东 呈 逐渐 过 渡 与 转化 的 特点 ， 因 而 它 不 论 在 气候 上 抑或 生物 上 ， 

都 具有 强烈 的 混合 与 过 渡 的 色彩 。 热 带 、 亚 热带 动 植物 沿 河流 上 溯 ，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地 

势 较 低 的 河谷 中 ， 青 藏 高 原 区 的 动 植物 又 可 以 沿 山 养 南下 ， 分 布 到 海拔 较 低 而 地 势 较 高 

的 山体 上 部 。 高 黎贡山 一 直 是 古 热带 植物 区 系 与 泛 北 极 植物 区 系 成 分 交汇 过 渡 的 地 带 ， 

融合 了 青藏 高 原 、 中 南 半 岛 及 本 地 种 属 的 动 植物 ， 使 该 地 区 动 植物 种 属 复杂 化 ， 特 有 化 

程度 雄 居 世界 大 陆 区 系 之 最 。 

高 黎贡山 因 其 “ 动 植 物种 属 复杂 、 新 老 兼 备 、 南 北 过 渡 、 东 西 交 汇 ”的 特殊 格局 而 

被 世界 动 、 植 物 学 家 誉 为 “ 稚 类 和 有 现 类 的 乐园 ““ 哺 乳 类 动物 祖先 的 发 源 地 ”“ 东 亚 植 
二 



物 区 系 的 揪 篮 ”。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编撰 的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 一 书 将 其 列 
为 “具有 国际 意义 的 陆地 生物 多 样 性 关键 地 区 ”和 “重要 模式 标本 产地 ”。 

随 着 研究 内 容 的 深入 和 研究 范围 的 不 断 扩展 ， 对 高 黎贡山 的 研究 不 断 从 自然 科学 领 

域 向 社会 科学 领域 的 多 学 科 延 伸 。 近 年 来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两 侧 发 现 了 许多 新 石 
吉文 化 遗迹 ， 促 进 了 该 地 区 人 文科 学 的 研究 。 考 古 证 明 ， 早 在 四 千 多 年 前 ， 高 黎贡山 就 

有 原始 部 落 分 布 。 至 少 在 公元 前 4 世纪 便 有 驮 着 晶 布 、 丝 绸 漆器 的 商 队 从 蜀 地 出 发 越过 
高 黎贡山 ， 抵 达 腾 越 与 印度 商人 交换 商品 ， 或 继续 前 行 到 达 伊 洛 瓦 底 江上 游 ， 然 后 越过 

钦 敦 江 与 那加 山脉 到 印度 阿 萨 姆 邦 ， 沿 着 布 拉 马 普 特 拉 河 谷 再 抵达 印度 平原 。 这 条 被 当 
代 史 家 称 为 “南方 丝绸 之 路 ”的 “ 蜀 。 身 毒 道 "， 原 本 是 春秋 时 期 的 一 条 南北 民族 迁移 、 

民间 贸易 的 自然 通道 ， 战 国之 后 由 于 商业 的 发 展 ， 逐 渐 演 化 为 一 条 巴蜀 商人 与 国外 通商 
的 民间 贸易 通道 。 

当 西 南 的 民间 商贾 在 越过 高 黎贡山 的 这 条 古老 道路 上 至 少 已 经 进行 了 两 个 世纪 的 
“国际 贸易 ”后 ， 中 原 的 商人 们 才 驮 着 丝绸 从 西北 进入 欧洲 。 一 千 多 年 后 ， 著 名 的 海上 

南方 丝绸 之 路 才 发 展 起 来 。 “ 蜀 ， 身 毒 道 ”使 高 原 之 上 的 闭塞 的 云南 最 早 敞开 了 一 条 通 

向 大 海 的 通道 ， 印 度 洋 的 海风 于 是 从 古老 的 道路 上 吹 和 人 这 片 隆 起 的 高 原 。 而 此 时 中 原 正 

与 强大 的 匈奴 民族 作战 ， 加 之 航海 业 的 不 发 达 ， 著 名 的 北方 丝绸 之 路 与 同样 著名 的 南方 

海上 丝绸 之 路 尚未 能 开通 ， 于 是 这 条 翻越 高 黎贡山 抵达 印度 的 古道 便 成 了 当时 中 国 与 外 
面世 界 的 唯一 通道 。 这 样 的 情形 大 约 持续 了 约 两 百年 之 久 。 这 一 “秘密 ”的 民间 商道 的 

发 现 始 于 汉 武 帝 元 狩 元 年 〈 公 元 前 122 年 )， 当 时 博 望 侯 张 赛 出 使 西域 ， 归 来 后 向 汉 武 

帝 台 报 了 他 在 大 夏 〈 今 阿富汗 北部 ) 见 到 晶 布 与 耶 竹 杖 及 蜀 郡 商 人 私下 通商 身 毒 〈 印 
度 ) 、 大 夏 的 情形 。 此 后 这 条 远古 时 就 存在 的 民间 商道 才 开始 逐渐 成 为 一 条 由 官方 维修 
管理 的 “国际 大 通道 ”。 

东汉 明帝 永 平 十 二 年 〈 公 元 69 年 ) 设立 了 汉王 朝 开 拓 与 经 营 西南 的 最 边远 的 
郡 一 一 永昌 郡 〈 今 保山 )， 也 是 南方 丝绸 之 路 上 的 最 后 一 个 国内 、 国 外 物质 集散 地 。 为 

了 保证 国际 通道 的 畅通 ， 汉 王朝 除了 以 军队 作 保 证 之 外 ， 还 采取 了 一 系列 后 继 措施 ， 其 

中 比较 重要 的 是 在 道路 沿线 设置 邮 亭 、 驿 站 ,“ 移 民 实 边 ”和 “屯田 ”。 将 稠密 的 内 地 人 
口 大量 迁 至 边 地 ， 这 种 政府 组 织 的 大 规模 的 人 口 迁 移行 动 ， 实 际 上 也 是 一 次 大 规模 的 文 

化 迁移 。 从 此 这 片 遥 远 的 “蛮夷 之 地 ”与 中 原 便 有 了 一 种 无 法 割舍 的 血缘 联系 。 高 黎 贡 
山 的 本 土 文化 也 开始 出 现 中 原 化 的 痕迹 。 

高 黎贡山 封闭 的 地 理 形势 使 外 部 文化 不 易 深 入 ， 所 以 当地 土著 民族 长 期 保持 自己 

“ 夷 狄 ”的 风 瑶 。 居 住 在 高 黎贡山 山 太 的 土著 民族 ， 除 了 因 某 种 历史 的 原因 举 族 迁 徙 与 
其 他 民族 融合 并 成 为 新 的 民族 之 外 〈 如 景颇 族 与 缅甸 撞 族 )， 大 多 仍 保持 着 古代 的 风 狐 ， 
即 服 饰 、 文 化 稍 有 差异 ， 总 体 上 是 沿袭 过 去 〈 尤 其 是 在 道路 仍 不 发 达 的 边远 地 区 )。 由 

于 怒江 东 面 的 怒 山 与 西 面 的 高 黎贡山 的 阻隔 大 大 地 削弱 和 延缓 了 自 秦 统一 中 原 以 来 汉文 
化 的 推进 ， 并 且 由 于 其 他 多 种 多 样 的 原因 ， 中 原 与 云南 保持 着 不 是 治 外 、 晓 魔 就 是 教化 
与 被 教化 的 关系 ， 因 而 云南 的 文化 自古 以 来 就 是 一 种 边疆 文化 ， 也 可 以 说 是 一 种 混合 文 

化 。 而 作为 南方 丝绸 之 路 未 段 的 高 黎贡山 ， 则 更 是 一 个 处 于 多 重 交 汇 的 重要 地 珊 ， 是 一 

个 文化 碰撞 的 特殊 区 域 。 
在 广 变 的 高 黎贡山 地 域内 分 布 有 汉 、 傣 、 傈 傈 、 景 渗 、 怒 、 独 龙 、 阿 昌 、 纳 西 、 

。2 



回 、 白 、 苗 、 壮 、 丛 、 芋 、 藏 、 德 昂 等 共 16 种 世 居 民族 ， 约 170 万 人 ， 其 分 布 格局 为 

“大 杂居 、 小 聚居 ”， 其 中 人 口 数 量 相对 较 多 的 有 汉族 、 傣 族 、 傈 傈 族 、 景 颇 族 、 怒 族 、 

独 龙族 、 阿 昌 族 等 。 由 于 各 个 民族 的 文化 及 宗教 背景 的 差异 ， 使 高 黎贡山 的 文化 与 宗教 

亦 呈 现 出 罕见 的 丰富 性 与 多 样 性 ， 犹 如 一 座 文 化 与 宗教 的 “博物 馆 ”。 例 如 ， 汉 族 多 半 

信仰 道教 和 汉 传 佛教 ; 傣族 、 阿 昌 族 多 信仰 南 传 佛教 ;藏族 普遍 信仰 藏 传 佛教 ; 傈 保 

族 、 景 颇 族 、 怒 族 、 独 龙族 中 的 许多 人 信和 仰 基督 教 或 天 主教 ， 回 族 信仰 伊斯兰 教 。 可 以 

毫 不 夸张 地 说 ， 高 黎贡山 一 带 是 中 国 宗教 品系 最 为 齐全 、 寺 庙 类 型 最 为 丰富 的 地 方 。 既 

有 汉 传 佛教 的 寺庙 类 型 ， 又 有 藏 传 佛教 的 典型 寺庙 ， 也 有 南 传 佛教 的 独特 的 缅 圭 ; 既 有 

大 型 的 道教 宫 观 ， 也 有 小 型 的 原始 神 祠 ; 既 有 汉 式 清真 寺 教 堂 类 型 ， 又 有 阿拉 伯 式 清真 

寺 、 欧 式 教堂 类 型 。 显 然 ， 这 种 文化 的 混合 性 是 源 于 特殊 的 地 理 位 置 ， 也 就 是 说 地 理 造 

就 了 高 黎贡山 地 域 文 化 的 这 种 性 质 。 高 黎贡山 与 缅甸 接壤 ， 又 有 怒江 、 龙 川江 等 跨 境 河 

流 、 路 境 民 族 、 路 境 宗教 的 影响 ， 因 而 高 黎贡山 无 论 是 从 气候 还 是 从 江川 河流 、 地 理 文 

化 及 交通 的 角度 讲 ， 都 无 可 避免 地 成 为 印度 洋 区 域 与 太平 洋 区 域 的 接触 点 与 交汇 处 。 当 

两 大 洋 文明 交锋 时 ， 高 黎贡山 兼容 并 收 ， 形 成 了 一 种 文化 的 兼容 性 、 混 合 性 与 多 元 性 并 

存 的 状态 。 

高 黎贡山 地 区 没有 大 型 工矿 企业 ， 村 民 的 经 济 收入 主要 来 源 于 家 庭 种 植 业 和 养殖 业 

等 农业 收入 。 家 庭 种 植 业 以 水 稻 、 玉 米 、 小 麦 、 油 菜 、 洋 芋 、 更 豆 、 苦 荞 等 农作物 为 

主 ， 低 海拔 的 河谷 地 带 的 村 民 还 大 面积 种 植 甘 蔗 、 咖 啡 、 亚 热带 水 果 、 香 料 、 烟 等 经 济 

作物 。 家 庭 养 殖 业 主要 是 猪 、 牛 、 马 、 山 羊 、 鸡 、 鸭 等 家 畜 家 禽 ， 不 仅 供 自 食 ， 也 到 集 

市 上 出 售 。 在 山区 ， 茶 叶 、 核 桃 、 漆 油 、 油 桐 是 村 民 的 收入 来 源 之 一 。 不 少 村 民 进 山 采 

集 野 菜 、 野 果 、 野 生 菌 〈 如 木耳 、 香 菇 等 )、 蜂 蜜 等 非 木 材 林 产品 ， 除 了 自己 食用 外 ， 

大 部 分 拿 到 集 市 出 售 。 此 外 ， 经 营 饮食 、 运 输 、 烧 制 砖 瓦 、 石 灰 、 碾 米 加 工 、 建 筑 、 商 

店 ， 以 及 到 外 地 打工 也 是 部 分 农户 的 收入 来 源 。 

高 黎贡山 1962 年 被 划 为 国有 林 禁 伐 区 ， 在 保山 境内 段 先 后 成 立 了 坝 湾 、 芒 宽 、 大 

蒿 坪 、 曲 石 、 界 头等 五 个 林 管 所 进行 管理 ，1983 年 ， 经 云南 省 人 民政 府 批 准 建立 了 高 

贡 了 山 省 级 自然 保护 区 ， 并 成 立 保 山 、 腾 冲 、 泸 水 三 个 管理 所 进行 保护 管理 ，1986 年 7 

月 ， 经 国务 院 批准 为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1992 年 ， 被 世界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CWWEF) 评定 为 具有 国际 重要 意义 的 A 级 保护 区 ; 1994 年 ， 林 业 部 批准 实施 第 一 期 总 

体 规 划 ， 保 山 市 、 妈 江 傈 傈 族 自治 州 分 别 成 立 了 保山 管理 局 和 怒江 管理 局 ， 分 别 指导 和 

协调 辖区 内 管理 所 的 业务 工作 ; 2000 年 4 月 ， 经 国务 院 批准 ， 怒 江 省 级 自然 保护 区 晋 

级 并 纳入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管理 ， 地 理 位 置 跨 东 经 98 "08 一 98"50 ,北纬 

24"?56 一 28"22  ， 合 并 后 的 保护 区 面积 由 原来 的 12. 45 万 hm2 ， 扩 大 为 40. 52 万 haa2 ， 

成 为 云南 省 面积 最 大 的 自然 保护 区 。 保 护 区 以 保护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自 然 景观 、 多 种 植 

被 类 型 和 多 种 珍稀 及 濒危 动 植物 种 类 为 目的 ; 2000 年 10 月 ， 被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批准 

接纳 为 世界 生物 圈 保 护 区 。2003 年 7 月 ， 高 黎贡山 作为 “三 江 并 流 ”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被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遗 产 委 员 会 列 人 《世界 自然 遗产 名 录 》。 

2 目 然 地 理 

高 黎贡山 在 古生代 “〈 距 今 2. 8 亿 ~6 亿 年 ) 以 前 的 漫长 历史 时 期 内 ， 属 于 古 地 中 海 
本 证 



的 一 部 分 。 经 长 期 的 沉积 ， 同 时 也 受 历次 造山 回旋 的 影响 ， 中 生 代 〈1. 35 亿 一 2.3 亿 

年 ) 以 后 ， 古 地 中 海面 积 缩小 ， 本 地 区 宰 锌 上升。 到 白垩 纪 〈1. 35 亿 年 ) 末 、 第 三 纪 

《700 万 一 7000 万 年 ) 初 ， 地 面 经 长 期 的 剥蚀 夷 平 后 ， 形 成 准 平 原状 态 ， 那 时 ， 古 怒江 、 

古龙 江 的 河道 已 经 形成 ; 但 是 ， 由 于 接受 了 大 量 的 堆积 物 ， 河 谷 变 宽 ， 河 床 变 浅 、 河 流 

曲折 ， 而 谷地 两 侧 地 势 略 高 ， 高 地 上 和 缺少 沉积 物 ， 有 的 地 区 基 岩 外 露 ， 有 的 地 区 发 育成 

较 厚 的 古风 化 壳 。 中 新 世 〈2500 万 年 ) 后 ， 喜 马 拉 雅 山 旋回 影响 了 该 地 区 的 地 表 形 态 ， 

受 喜马拉雅 山 旋 回 及 以 后 的 构造 运动 的 影响 ， 最 终 形成 了 高 黎贡山 目前 这 种 山高 谷 深 、 

坡 陡 流 急 的 高 深切 割 型 地 朋 。 此 外 ， 第 四 纪 〈1. 1 万 一 300 万 年 ) 以 来 的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 

尤其 是 冰川 对 该 地 区 有 较 大 影响 ， 直 到 现在 ， 高 黎贡山 地 区 依旧 还 保存 有 许多 第 三 纪 、 

第 四 纪 冰 川 活动 的 痕迹 。 同 时 ， 第 三 纪 、 第 四 纪 冰 川 活动 对 高 黎贡山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形成 

也 有 较 大 的 影响 。 

高 黎贡山 成 士 母 岩 主 要 由 燕山 晚期 喜马拉雅 早期 的 片 岩 、 片 麻 岩 、 板 岩 、 和 于 枚 岩 等 

变质 岩 系 的 坡 积 或 残 积 物 组 成 。 从 山 苯 到 山顶 ， 随 着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温 度 逐 渐 降 低 ， 

水 分 增加 ， 生 物 气 候 产 生 明 显 的 垂直 分 异 。 不 同 海拔 高 度 上 土壤 形成 过 程 和 强度 不 同 ， 

土壤 的 发 生 学 特征 〈 包 括 颜 色 、 土 体 厚 度 、 土 壤 水 分 、 物 理性 质 、 化 学 性 质 等 ) 不 同 ， 

形成 了 不 同 的 山地 森林 土壤 。 各 种 土壤 类 型 有 规律 地 排列 形成 森林 土壤 垂直 地 带 谱 ， 由 

下 往 上 分 为 燥 红 土 、 红 壤 〈 可 划分 为 黄 红壤 、 红 壤 、 棕 红壤 和 褐 红壤 4 个 亚 类 ) 、 黄 壤 、 

黄 棕 壤 、 棕 壤 〈 山 地 棕 壤 亚 类 ) 、 暗 棕 壤 、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 此 外 ， 还 有 石灰 土 零星 分 布 

于 东 坡 1000 一 2000m 和 西 坡 1400 一 1800m 的 石灰 岩 地 区 ， 紫 色 土 分 布 于 东 坡 1400~- 

2300m 的 紫色 砂 页 岩 地 区 。 

高 黎贡山 地 处 我 国 西南 部 亚热带 高 原 季风 气候 区 ， 东 、 西 坡 水 平 基带 的 地 带 性 气候 

为 中 亚热带 气候 。 气 候 主要 受 西南 季风 和 西风 南 支 急流 两 文风 向 基本 相同 但 物理 性 质 不 

大 一 样 的 气流 的 交替 控制 。 全 年 盛行 西南 风 ， 四 季 不 分 明 ， 干 湿 季 显著 ， 气 温 日 较 差 

大 ， 年 较 差 小 ， 兼 有 大 陆 性 和 海洋 性 气候 的 特征 。11 月 下 名 至 翌年 4 月 为 干 季 ， 和 气候 

受 西风 南 支 急流 控制 ， 日 照 充足 ， 日 照 时 数 占 全 年 的 60%， 降 水 少 ， 降 水 量 约 占 全 年 

的 13% ， 相 对 湿度 50% 一 60%。5 一 10 月 为 湿 季 ， 气 候 受 西南 季风 控制 ， 降 水 量 约 占 

全 年 的 87% ， 日 照 时 数 占 全 年 的 40% ， 相 对 湿度 比 干 季 高 20%% 左 右 。 由 于 山地 相对 高 

差 大 ， 和 气候 垂直 分 异 明 显 。 东 坡 自 河谷 至 山顶 依次 出 现 干 暖 或 干 热 河 谷 带 、 中 北 亚 热 

带 、 暖 温带 、 温 带 、 赛 温带 气候 。 西 坡 河谷 位 置 较 高 ， 只 出 现 中 北 亚热带 以 上 的 垂直 气 

候 。 根 据 高 黎贡山 的 气候 特征 及 形成 条 件 ， 并 对 各 气象 要 素 进行 综合 分 析 ， 由 下 至 上 可 

分 为 5 个 气候 类 型 : 热 性 半 和 干旱 型 、 暖 性 半 湿 润 型 、 暖 性 湿润 型 、 温 凉 性 湿润 型 、 温 性 

湿润 型 。 

高 黎贡山 东 坡 溪流 注入 怒江 ， 属 萨 尔 温 江 〈 怒 江 ) 水 系 ; 西 坡 溪流 注入 伊 洛 瓦 底 江 

各 条 支流 ， 属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 溪 流 从 东西 方向 与 山下 的 干 河 流 呈 直角 相 汇 ， 形 成 羽 状 

或 格 状 水 系 ， 共 同 的 特征 为 流程 得 、 比 降 大 、 瀑 布 多 。 由 于 受 干 湿 季 的 影响 ， 溪 涧 河流 

的 丰 枯 水 位 变化 大 。 这 些 溪 润 河流 的 源头 多 半 在 高 黎贡山 保存 完好 的 大 面积 常 绿 阔 叶 林 

内 ， 水 源 丰 富 ， 是 山脉 东西 两 侧 山 入 坝 区 的 重要 水 源 。 



3 生物 资源 

由 于 高 黎贡山 特殊 的 地 理 位 置 、 类 型 繁多 的 垂直 气候 带 、 复 杂 的 高 山峡 谷地 貌 ,使 
高 黎贡山 成 为 南北 动 植物 迁徙 扩散 的 天 然 通道 和 东西 生物 交汇 的 过 渡 纽 带 。 高 黎贡山 南 
北 走向 的 纵 谷 受 第 三 、 第 四 纪 冰 川 的 影响 ， 山 地 动物 的 垂直 迁移 可 以 在 短 时 期 内 完成 ， 
不 必 像 平原 地 区 的 动物 需 做 大 面积 、 长 距离 的 运动 ， 故 高 黎贡山 与 横断 山系 的 其 他 山脉 
一 样 ， 曾 经 是 动 植物 的 “避难 所 ”， 现 今 还 保留 着 许多 比较 古老 的 种 类 。 热 带 、 温 带 、 
寒带 的 动 植物 汇集 共生 的 现象 较为 普遍 ， 生 物 多 样 性 异常 丰富 繁杂 。 

高 黎贡山 植被 具有 明显 的 水 平地 带 性 和 垂直 分 布 规律 ， 由 下 至 上 形成 热带 季 雨 林 、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 落 叶 阔 叶 林 、 针 叶 林 、 灌 从 、 草 从 、 草 甸 等 8 个 山地 垂直 植被 类 
型 ， 半 常 绿 季 雨 林 、 河 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 上 暖 性 针 叶 林 、 暖 性 竹林 、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温 凉 性 针 叶 林 、 山 顶 蔡 邦 然 林 、 寒 温 性 针 叶 
林 、 寒 温 性 竹林 、 赛 温 性 灌 从 、 寒 温 性 草 旬 等 15 个 植被 亚 型 ， 海 拔 3 600m 以 上 为 岩石 
裸露 地 。 在 保护 区 植被 群落 中 ， 森 林 群 落 占 据 了 主体 位 置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3. 01% ， 灌 
未 占 0.75 儿 ， 森 林 覆 盖 率 居中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前 列 。 

3.1 植物 资源 

高 黎贡山 植物 资源 十 分 丰富 。 已 记载 有 高 等 植物 256 科 1196 属 4897 种 及 变种 ， 其 

中 ， 蕨 类 植物 46 科 110 属 593 种 及 变种 ， 种 子 植物 210 科 1086 属 4303 种 及 变种 〈 其 
中 ， 裸 子 植 物 7 科 17 属 33 种 及 变种 ， 被 子 植 物 203 科 1069 属 4270 种 及 变种 )， 占 中 

国 种 子 植物 总 数 的 17.0%。 对 低 等 植物 中 的 苦 克 、 地 衣 和 真菌 等 的 研究 至 今 极 少 ， 有 

些 类 和 群 的 研究 几乎 还 是 空白 。 

高 黎贡山 特有 植物 极为 丰富 。 在 4303 种 和 变种 的 种 子 植 物 中 ， 有 1116 种 是 中 国 特 

有 种 ，379 种 是 云南 特有 种 ，434 种 是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如 香花 杜 鹏 〈Rhodoqdenrdron 

ciliipes)、 黄 杜 鹏 〈RAhododenzayzrom Favo for )、 贡 首 杜 鹏 〈RPodoaezazrozz 思 rotzstz77 

var. gziga7ztex7) 、 球 花石 楠 (Photizza Seazserratd )、 双 花 茧 科 (Rosa ooxra )、 腾 冲 

悬 钩子 〈Ruxpus forrestizazals )、 多 变 花 枯 〈Sozrpus astateria )、 独 龙 石 豆 兰 〈(Buplo- 

zyLLz772 Caxlozgezse)、 黄 花 虾 兰 兰 〈Calazatphe Cuiozgezse )、 贡 山 贝 母 兰 〈Coelogyme 

go7z2gSha7zte11815) 、 紫 花 美 冠 兰 〈Ewiopjpnza 7uda )、 独 龙 龙 胆 〈Gentiaza alomgezasis ) 、 

美丽 龙 胆 〈Genzzaza forzosa ) 、 黑 紫 猫 牙 菜 (Srzuertia atrouiolacea )、 膜 叶 双 蝴 崔 

CT7ripterosper722770 70e71207Q71QGcet7 ) 、 贡 山 箭 作 (Fargesia gozgshnanezsis)、 抬 刀 箭 人 竹 

(CEargeszia praecipxua)、 贡 山竹 〈Gaoligozgshazza 72ega 态 yrsa) 等 。 根 据 国 务 院 1999 

年 8 月 4 日 公布 的 《国家 重点 保护 野生 植物 名 录 (第 一 批 )》， 高 黎贡山 地 区 有 银杏 
(CGzRsgo ozo0a ) 、 澜 沧 黄 杉 〈Psexadotsxga Forrestiz )、 云 南 红 豆 杉 (TaQzaxs yz7272Q72e72- 

Si5) 、 南 方 红 豆 杉 〈Tazuws chnzizezsis)、 云 南 栓 树 〈Torreeya argsii)、 秃 杉 〈Taizrzua7- 

iQ cryzpto7aeriozdes ) 、 十 齿 花 (Dipentodoz sz7zicxs )、 樟 树 〈GCz7z72a772077277220772 CQ772 力 几 O- 

7rQ&) 、 长 莹 木兰 〈ALczzzazzadza catcardii )、 长 只 厚 朴 CMagzolia 7rostrate )、 西 康 玉 兰 

(Mag7zzolzia rwzlsoz ) 、 水 青 树 〈Teraceztrozm sizezzse ) 、 红 椿 〈Tooma czilzate)、 光 叶 正 桐 

CDauzdiza ?72V0oLucrata var。 wziL72o7rz72zQ7Q ) 、 董 标 〈Caryota wwrezly ) 、 金 莽 玫 (Fago 因 六- 



rz70 ipotrys ) 、 香 果树 〈Erzzzezozpterys hezr yz )、 胡 黄连 (Neozicrorhniza scroz 图 jlLa7ri- 

ifora)、 汗 桐 〈Crazgia yzzzaazzez1szs )、 于 果 榄 位 〈Terazzalia ayziocarpa )、 虫 草 

(Coxrdycezps sz7zie1182s ) 、 松 昔 〈T7zchnoloma 7matsutaRe ) 、 四 数 木 (Tetrazzazeles 71Uai FLo- 

ra)、 鹿 角 蕨 〈Patyceriuz7z zuallichii )、 合 果木 〈(Paraazchelia pailiozz )、 黑 黄 檀 

(CDapergia jsca)、 复 齿 苏 铁 〈Cycas pectizat) 等 34 种 被 列 为 国家 一 、 二 级 重点 保 

护 野 生 植物 。 

高 黎贡山 药 用 植物 资源 丰富 。 已 知 有 药 用 价值 的 植物 1 000 多 种 ， 包 括 传 统 药 用 植 

物 、 民 间 民 族 药 用 植物 、 抗 癌 药 用 植物 、 避 孕 药 用 植物 、 保 健 药 用 植物 等 几 类 ， 仅 传统 

药 用 植物 、 民 间 民 族 药 用 植物 就 有 约 300 种 。 和 常见 的 有 冬虫夏草 〈Corcycezs si7zezasis )、 
人 巷 苓 〈Poria cocog ) 、 猪 苍 〈Polyzporus zzazpellatus )、 灵 芝 (Gazoderma ucidz) 、 雪 

茶 〈TAazz7zzolia vermazcularia )、 云 黄连 〈Coptis tee 妈 )、 半 夏 (Pizellia termata)、 珠 

子 参 (Panzaz japonmicuy)、 天 麻 〈Gastrodia elatd )、 吴 茱 黄 (Euoaia rutaecazrpa )、 贝 

母 CEF7ztzllaria cirrphosa )、 白 着 〈Bietzlla striatc )、 石 和 (Dendropizu7a sp. )、 贡 山 厚 

朴 (Meagnolia rostrat)、 辛 黄 (Magnolia Li0i ora)、 草 乌 〈Acozaitaa sp. ) 等 。 

高 黎贡山 的 野生 食用 植物 丰富 ， 当 地 各 民族 人 民 传 统 采集 利用 的 食用 植物 约 200 

种 ， 它 们 被 用 于 代替 蔬菜 、 水 果 、 粮 食 及 食用 油 等 ， 如 水 蕨 〈Callipteris esculenta )、 

坑 菜 〈 五 outtuyztza cordatae ) 、 云 南山 楂 〈Crataeguws scaprifolia ) 、 粉 花 羊 路 甲 (Bax- 

jz7ia aziegata ) 、 红 花 油 茶 〈Cazzellia reticxiata ) 、 芍 木 (Aralia chizziezszy)、 苍 山野 

韭 〈ALzvzz gwLLeyaza72) 、 粘 山药 (Dioscorea Perasleyi ) 、 云 南方 人 竹 〈CHAzz7zo720Da772025SQ 

ya72z72G1e115125 ) 、 木 耳 〈Auwricxalaria sp. ) 、 香 菇 (Lentzzas edodes )、 鸡 棕 〈Co1Lypia 

QLpz771z72054 ) 等 。 

3.2 动物 资源 

与 野生 植物 一 样 ， 高 黎贡山 的 野生 动物 资源 之 丰富 实 属 少 有 。 据 不 完全 统计 ， 高 黎 

贡 山 地 区 有 关 椎 动物 699 种 ， 其 中 有 兽 类 154 种 、 鸟 类 419 种 、 两 栖 动物 21 种 、 疏 行 

类 动物 56 种 、 鱼 类 49 种 。 在 无 兰 椎 动物 中 仅 就 节肢 动物 门 的 昆虫 纲 做 了 少量 的 研究 ， 

到 目前 共 记 录 有 昆虫 1690 种 。 尚 有 节肢 动物 门 多 足 纲 、 蛛 形 纲 、 甲 壳 纲 ， 软 体 动 物 门 

的 所 有 纲 ， 环 节 动 物 门 的 所 有 纲 及 各 种 野生 动物 寄生 虫 〈 如 原 腔 动物 门 ) 等 方面 研究 

少 % 

高 黎贡山 地 区 内 共有 国家 一 、 二 级 重点 保护 动物 81 种 ， 其 中 一 级 保护 动物 19 种 、 

二 级 保护 动物 62 种 ， 如 能 猴 (Macaca assazzaezzsi& ) 、 豚 尾 猴 (Macaca zezmestria)、 菲 

氏 叶 猴 〈Presoytis phayrez )、 蜂 猴 〈Nyctzcepus coxcazg )、 白 眉 长 臂 猿 〈 瓦 yiopates 

hooloc&) 、 马 来 能 〈 瑟 ezarctos 7alayazas )、 云 豹 (Pardofelis xzepulosa ) 、 金 钱 葛 

CPaztpera paradxs)、 备 加 拉 虎 (Panzhera 1gris)、 淮 牛 〈(Buadorcas iazicolor)、 林 廊 

(Moschas perezovsRi ) 、 黑 般 〈Ciconzia 11ig7ra )、 金 周 〈(Aouila chrysaetos)、 红 胸 角 和 锥 

(CTragopaz satyra)、 灰 腹 角 锥 (Tagopaz polythi)、 昌 尾 梢 虹 条 〈(Lopnopjpnoraus ScLa 太 

eri)、 黑 颈 长 尾 稚 〈(Syrmaaticas haizae )、 绿 孔 筹 (Pazmo autzcxus)、 赤 颈 稚 〈GCzrus a7- 

ii5goze)、 赤 斑 闪 (Naemzorhedaus craz-porool )、 狼 猴 (Macaca 7atlattda )、 短 尾 猴 

(Meacaca arctoides ) 、 针 〈Cuom alpizas )、 黑 能 〈Selenmarctos zhipetazay ) 、 小 能 狂 

是 : 



(Ailuraus fulges)、 灵 猫 (Viverra xzpetha )、 小 灵猫 (Viuerricula zdica )、 斑 林 狸 

(Prionmocoz zparaicolor) 、 金 猫 〈Catopazzzaa terza712z7zcRz )、 水 鹿 〈Cerous zazcolor)、 茸 

次 〈Capricorzazs Su7aatraez13is ) 、 斑 羚 (Nacmorjhedas garal)、 巨 松 卢 〈Ratz ja ozcoL- 

or)、 穿 山 甲 (Meanis zentadactyla )、 草 鸣 (了 Tytocazpensis chzzaezsis )、 席 纹 蛙 〈Razna 

巧 g7ji71Q 7UgULosa ) 、 红 疗 疣 师 〈Tylototritonm verrucosus ) 、 格 彩 臂 金龟 〈CHhezrotomas 

sgestroi) 和 三 尾 褐 凤 蝶 (Bhautanitis 妨 aidzza) 等 。 

4 科研 现状 

高 黎贡山 有 文字 记载 的 研究 历史 最 早 可 追溯 到 唐 代 。 当 时 的 著名 学 者 攀 绰 在 其 所 著 

的 《云南 志 》 中 就 有 对 高 黎贡山 气候 和 地 质 等 方面 的 记载 。 公 元 1639 年 〈 明 和 崇祯 十 二 

年 )， 我 国明 代 大 旅行 家 徐霞客 在 其 《徐霞客 游记 》 中 即 有 对 高 黎贡山 地 貌 和 植被 考察 

的 记述 ， 而 现代 意义 上 的 研究 则 是 在 19 世纪 外 国学 者 的 研究 开始 的 。1868 年 和 1875 

年 ， 英 国人 安德森 (John Anderson) 率领 探险 队 ， 曾 从 缅甸 八 莫 进入 高 黎贡山 地 区 采 

集 鸟 类 、 两 栖 类 和 鱼 类 标本 ;随后 ， 法 国人 叔 里 欧 〈Sonlie) (1895 年 前 后 ) 、 奥 地 利 人 

韩 马 吉 〈 了 HHandel-Mazzetti ) (1915 年 )、 英 国人 金 德 华 〈FE，Kingdon Ward) 

(1922 一 1924 年 )、 美 国人 洛克 〈1920 一 1927 年 ) 等 先后 到 高 黎贡山 考察 和 采集 标本 。 

考察 时 间 最 长 、 收 获 最 丰富 的 是 英国 爱丁堡 植物 园 的 乔治 ， 福 里 斯 特 〈George For- 

rest)， 自 1904 年 起 到 1932 年 病逝 在 腾冲 的 28 年 中 ， 他 先后 7 次 组 织 大 规模 考察 和 采 

集 ， 采 集 植 物 标 本 达 30 000 多 号 ，100 000 多 份 ， 并 采集 了 乌 兽 和 昆虫 标本 ， 其 中 有 许 

多 新 发 现 ， 最 著名 的 是 ， 他 于 民国 8 年 〈1919 年 ) 在 高 黎贡山 西 坡 的 界 头 大 塘 发 现 和 

命名 了 大 树 杜 鹏 〈Rhododerzayrom zzrotistzaza var.giga7ztex7) 。 福 瑞 斯 特 还 为 爱丁堡 植物 

园 引种 了 1 000 多 种 活 植物 ， 其 中 有 250 多 种 杜 鹏 花 ， 对 这 座位 于 办 格 兰 首府 的 皇家 植 

物 园 成 为 世界 杜 鹏 花 研 究 中 心 起 了 很 重要 的 作用 。 因 此 ， 将 紫 背 杜 鹏 〈 尽 ，jorrestiz) 

命名 为 福 雷 斯 特 杜 人 鹏 正 是 表彰 他 在 植物 学 尤其 是 杜 人 鹏 花 科 研究 领域 中 的 重要 贡献 。 

中 国 现代 学 者 对 高 黎贡山 的 考察 研究 始 于 20 世纪 30 年 代 。30 年 代 初 ， 北 平静 生 

生物 调查 所 先后 派 袭 希 陶 、 王 启 无 、 俞 德 浚 先生 到 高 黎贡山 地 区 进行 植物 考察 和 采集 植 

物 标 本 。40 年 代 ， 北 平 研究 院 植 物 研 究 所 刘 慎 廖 先 生 到 腾冲 一 带 做 过 植物 地 理 考 察 研 

究 ; 庐山 植物 园 秦 仁 昌 、 冯 国 柚 先生 在 腾冲 、 贡 了 山 等 地 进行 过 植物 考察 。50 年 代 以 来 ，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 西 南 林学 院 的 毛 品 一 、 尹 文清 、 陈 介 、 武 素 

功 、 陶 德 定 、 李 生 堂 、 邓 白 福 、 林 芹 、 赵 嘉 治 、 陈 心 启 、 罗 亲 波 等 先后 到 高 黎贡山 地 区 

进行 植物 考察 和 采集 植物 标本 。 中 国 科 学 院 、 云 南大 学 等 曾 多 次 组 织 对 高 黎贡山 考察 ， 

其 中 规模 较 大 的 有 : 1960 年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 云 南大 学 、 武 汉 大 学 、 北 

京 自然 博物 馆 共同 组 织 的 高 黎贡山 动物 资源 调查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原 南水北调 综合 考察 队 演 

西北 分 队 的 植被 考察 ;1965 年 ， 中 国 科学 院 动 物 研究 所 和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组 织 的 联合 

考察 ; 1981 一 1983 年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藏 考察 队 及 横断 山 考 察 队 进行 的 高 黎贡山 〈 北 段 ) 

植物 植被 考察 等 。20 世纪 80 年 代 ， 国 内 知名 学 者 、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研究 员 

芯 燕 章 、 芯 鸿 组、 王 应 祥 、 杨 岚 等 多 次 到 高 黎贡山 进行 动物 考察 ， 并 出 版 了 专著 《高 黎 

贡 山 地 区 关 椎 动物 考察 报告 》。 同 时 ， 中 国 著名 人 竹 类 专家 ， 西 南 林 学 院 教授 薛 纪 如 多 次 

在 高 黎贡山 进行 考察 。1989 一 1991 年 ， 西 南 林 学 院 和 云南 省 林业 调查 规划 院 主 持 开展 
硬 人 



了 多 学 科 综 合 考察 ， 并 于 1995 年 出 版 了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 专 著 。1993 年 ， 

云南 省 林业 调查 规划 设计 院 组 织 了 怒江 自然 保护 区 的 综合 科学 考察 ， 并 于 1998 年 出 版 

了 专著 《怒江 自然 保护 区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李 恒 研究 员 从 1990 年 开始 在 独 

龙 江 进 行 植物 考察 ，1995 年 后 将 研究 工作 扩展 到 整个 高 黎贡山 地 区 ，1996 年 与 英国 植 

物 学 家 合作 ，1997 年 和 1998 年 与 英国 、 美 国 、 澳 大 利 亚 植 物 学 家 合作 ， 先 后 在 保山 市 

的 隆 阳 、 腾 冲 和 怒江 傈 傈 族 自 治 州 的 泸 水 、 福 贡 、 贡 山 等 地 进行 了 10 多 次 考察 ， 采 集 

植物 标本 20 000 多 号 ，2000 年 出 版 了 专著 《高 黎贡山 植物 》。20 世纪 90 年 代 ， 国 内 知 

名 学 者 马 世 来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研究 员 ) 、 韩 联 宪 〈 西 南 林 学 院 教 授 ) 长 期 
在 高 黎贡山 从 事 动 物 学 研究 ， 取 得 了 许多 学 术 成 果 ， 尤 其 是 韩 联 宪 教 授 在 2000 一 2003 

年 间 对 白 尾 梢 虹 条 进行 的 生态 学 研究 填补 了 中 国 在 这 方面 的 研究 空白 。 西 南 林学 院 徐 正 

会 教授 自 1997 一 2000 年 在 高 黎贡山 开展 蚁 科 生 物 多 样 性 研究 也 取得 了 丰硕 的 成 果 。 保 

护 区 管理 机 构 在 科学 考察 、 技 术 试验 推广 等 方面 作 了 大 量 有 益 的 探索 。 

上 述 考察 队 和 科学 家 的 各 次 调查 研究 ， 为 高 黎贡山 研究 积累 了 丰富 宝贵 的 本 底 资 

料 ， 除 出 版 了 一 系列 专著 外 ， 还 有 大 量 的 论文 发 表 ， 其 中 有 许多 新 种 的 发 现 记 录 。 在 目 

前 收集 的 论文 中 ， 共 报道 了 1 个 植物 新 属 ，43 个 新 种 及 新 变种 ， 另 外 记载 有 69 种 及 变 

种 的 杜 鹏 花 科 植物 模式 标本 采 自 高 黎贡山 ; 报道 了 45 个 动物 新 种 及 新 亚 种 ，3 个 鸟 类 

新 记录 ， 其 中 兽 类 新 种 4 个 、 新 亚 种 4 个 ， 两 栖 怜 行 类 新 种 2 个、 新 亚 种 1 个 ， 鱼 类 新 

种 1 个 ， 昆 虫 新 种 23 个 ， 蛛 形 纲 新 种 10 个 。 

1994 年 以 后 ， 在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及 周边 地 区 组 织 实施 了 许多 科技 和 保护 项 目 。 其 

中 ，1994 一 1997 年 ， 在 美国 麦克 阿 瑟 基金 和 云南 省 科 委 的 资助 下 ， 在 隆 阳 区 芒 宽 乡 的 

百花 岭 村 ， 郭 辉 军 研究 员 主 持 实施 了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项 

目 ， 创 建 了 中 国 第 一 个 农民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协会 ， 最 早 在 自然 保护 区 内 建立 了 资源 变化 

监测 体系 ;1997 年 ， 在 〈 香 港 ) 中 国 探险 学 会 的 资助 下 ，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开展 了 当地 

世 居 民族 采集 、 渔 猎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相互 关系 的 研究 ; 1998 年 8 月 至 2004 年 6 月 ， 

在 国家 林业 局 、 云 南 省 林业 厅 的 领导 下 ， 实 施 了 荷兰 政府 资助 的 “云南 省 中 荷 合 作 和 森林 

保护 与 社区 发 展 (FCCD)” 一 期 项 目 ，2004 年 7 月 ,“ 云 南 省 中 荷 合 作 森 林 保 护 与 社区 

发 展 〈(FCCD)” 项 目 三 年 的 巩固 期 启动 ; 1999 年 ， 由 世界 银行 全 球 环境 基金 会 (GEE) 

资助 实施 了 “GEF 项 目 云南 自然 保护 区 社区 环境 教育 ”项 目 ，2002 年 6 月 ， 中 美 合作 

高 黎贡山 生态 资源 考察 项 目 启动 实施 ;2003 年 2 月 ， 国 家 林业 局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野生 动 植物 资源 监测 体系 建设 ”项 目 启动 实施 ;2003 年 ， 由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科学 院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共同 申请 ， 获 得 美国 国家 科学 基金 资助 的 国际 合作 

项 目 “ 中 国 云南 西部 热点 地 区 高 黎贡山 生物 多 样 性 调查 ”项 目 启动 实施 ， 该 项 目 将 从 种 

子 植物 、 茧 类、 蔡伦、 乌 类 、 兽 类 、 两 栖 爬 行 类 、 昆 虫 、 蜂 蛛 等 方面 开展 深入 研究 ; 
2004 年 4 月 ， 国 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委员 会 高 黎贡山 羚 牛 调查 项 目 启动 。 国 内 外 合作 项 目 

的 实施 ， 为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和 发 展 注 入 了 活力 ， 为 保护 区 资源 保护 与 管理 提 

供 了 科学 依据 ， 使 资源 保护 与 周边 社区 发 展 步 人 了 共同 进步 与 和 谐 发 展 的 良性 轨道 ， 增 

强 了 国内 外 科研 机 构 的 合作 与 交流 ， 扩 大 了 高 黎贡山 的 对 外 宣传 。 同 时 ， 随 着 许多 科技 

和 保护 项 目的 实施 ， 高 黎贡山 的 研究 工作 在 科学 与 人 文 两 方面 都 有 新 的 发 展 ， 尤 其 是 在 

民族 文化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 保 护 区 周边 社区 研究 、 野 生动 植物 资源 监测 体系 建设 、 保 
。8 。 



护 区 管理 模式 探索 建立 、 生 态 旅游 实践 、 历 史 文 化 研究 等 方面 均 取得 了 丰硕 的 成 果 。 

5 未 来 的 高 黎贡山 

由 于 山脉 巨大 的 起 伏 以 及 地 表 切 割 严 重 ， 高 黎贡山 多 样 性 的 自然 地 理 特征 是 在 相对 

孤立 的 情况 下 呈现 的 。 所 谓 “ 多 样 ” 是 缺乏 交流 的 多 样 、 封 闭 的 多 样 ， 在 同一 座 山峰 之 

下 呈现 出 彼此 分 割 的 小 块 区 域 ， 或 为 丛林、 或 为 高 地 、 或 为 坝子 、 或 为 草 甸 ……' 在 这 样 
的 区 域内 滋生 并 成 长 的 文化 ， 自 然 会 与 它 的 生态 环境 一 样 ， 多 样 而 驭 杂 。 在 高 黎贡山 ， 

曾 长 期 延续 着 农耕 、 畜 牧 、 采 集 、 渔 猜 等 多 种 传统 生产 方式 。 高 黎贡山 的 地 貌似 乎 事先 
就 为 栖 居 在 这 里 的 人 类 划 定 了 若干 彼此 隔离 的 有 限 的 空间 。 一 个 空间 与 另 一 个 空间 犹如 

两 个 毫 不 相干 的 “世界 ”， 即 使 因为 战争 或 动乱 被 聚集 到 一 起 ， 一 且 战 争 结束 或 动乱 结 

束 ， 脆 弱 的 统 属 关系 又 会 崩溃 ， 彼 此 之 间 又 会 退回 到 各 自 原 先 的 空间 与 生存 状态 中 。 

高 黎贡山 立体 多 样 的 地 貌 ， 使 它 很 难 形成 在 一 定 区 域内 高 度 同 一 的 民族 。 每 一 民族 
不 是 被 严重 分 割 的 自然 界限 隔 成 若干 子 群 ， 就 是 彼此 在 长 期 分 离 的 过 程 中 演化 为 语言 点 
习俗 相互 不 通 的 新 类 型 。 那 些 被 自然 分 割 为 若干 空间 单位 的 民族 各 自 固 守 在 适合 其 生存 

繁 衔 的 空间 之 内 ， 从 而 形成 无 数 相 对 独立 的 自我 中 心 。 每 一 个 民族 都 具有 自我 循环 、 自 
我 演化 的 能 力 。 于 是 ， 广 蛮 的 山脉 中 文化 与 自然 生态 一 样 呈 现 出 多 元 格局 。 栖 居 在 高 黎 
贡 山 的 20 多 个 少数 民族 犹如 植被 那样 生活 在 各 自 的 “世界 ”里 。 与 高 度 组 织 化 的 中 原 
地 区 相 比 ， 在 多 中 心 的 高 黎贡山 文化 中 ， 各 个 民族 之 间 封 团 是 绝对 的 ， 交 往 是 相对 的 ， 

不 像 中 原 地 区 在 长 期 的 交融 中 已 经 形成 那 种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 、 相 互 依存 的 共生 关 
系 。 也 许 正 因为 如 此 ， 它 才能 在 战争 动乱 、 交 往 中 断 的 年 月 里 存活 下 来 ， 并 始终 成 为 中 
原 王 朝 逃 蕊 避难 之 所 。 

在 很 长 时 间 内 ， 高 黎贡山 始终 是 一 座 土著 人 的 乐园 。 当 中 原 的 文人 们 吟 诵 着 “ 登 泰 
山 而 小 鲁 ” “一 览 众 山 小 ”的 时 候 ， 高 黎贡山 只 响 彻 着 土著 部 族 流 传 下 来 的 古 歌 。 因 
而 ， 高 黎贡山 一 直 是 一 座 沉 默 的 世界 名 山 。 即 使 在 云南 ， 人 们 对 它 的 了 解 也 非常 有 限 ， 

人 们 常常 津津 乐 道 玉 龙 雪 山 、 太 子 雪山 ， 而 对 于 高 黎贡山 却 常常 处 于 失语 状态 。 

现在 ， 高 黎贡山 已 经 引起 了 世界 的 广泛 关注 。 在 世界 生态 学 家 眼 里 ， 高 黎贡山 是 地 

球 上 生物 多 样 性 最 为 丰富 的 十 大 关键 地 区 之 一 。2003 年 2 月 ， 国 家 环境 保护 总 局 公布 
的 全 国 17 个 生物 多 样 性 重点 保护 区 名 单 中 ， 高 黎贡山 名 列 榜首 。 在 生态 危机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流行 的 词语 的 时 候 ， 人 们 似乎 突然 发 现 ， 中 国 西部 的 高 黎贡山 依然 保持 着 古代 的 样 
子 。 那 些 在 其 他 地 方 业已 消失 的 古老 物种 与 文化 类 型 ， 在 这 里 仍然 像 它 们 的 祖先 那样 生 

存 、 繁 衍 。 这 个 “博物 馆 ” 所 陈列 的 不 是 那 种 僵硬 的 “标本 ”而 是 在 大 地 上 活着 的 ， 仍 

然 在 “盛开 ”的 东西 。 因 而 每 年 都 会 有 很 多 来 自 全 世界 的 科学 家 与 文化 学 者 ， 犹 如 一 群 
“朝圣 者 ”那样 在 高 黎贡山 出 现 。 他 们 在 这 座 巨 大 的 “自然 与 文化 的 博物 馆 ” 里 的 每 一 
个 珍 中 的 “标本 ”前 流连 忘 返 。 

21 世纪 以 来 ， 中 美 科学 家 曾 多 次 联 实 对 高 黎贡山 生物 资源 进行 “快速 评估 ”。 所 有 
参加 的 中 美 科学 家 都 承认 ， 对 于 这 样 一 座 生物 多 样 性 极 丰 富 的 山脉 ， 西 方 科学 界 流行 的 

“快速 评估 ”手段 并 不 能 真正 “看 清 ” 一 座 山 脉 。 可 是 这 已 经 使 他 们 亢奋 不 已 了 。 美 国 
芝加哥 博物 馆 生物 部 主任 莫斯科 芍 博 十 说， 她 在 读 研 究 生 时 就 向 往 中 国 西部 的 高 黎贡山 

了 了。 她 说 ， 高 黎贡山 是 一 个 温带 、 热 带 的 交汇 点 ， 生 态 非常 独特 ， 交 汇 了 许多 南方 的 种 
二 



和 北方 的 种 ， 具 有 北美 、 欧 洲 都 不 具备 的 生态 环境 。 南 美 仅 有 很 狭小 的 地 域 有 这 样 的 生 

态 。 大 洋 洲 曾经 有 过 这 样 的 生态 环境 ， 但 由 于 人 类 的 活动 已 经 被 破坏 了 。 莫 斯 科 葵 博士 

说 ， 作 为 一 名 生态 学 者 ， 她 目睹 过 很 多 美丽 的 森林 的 毁灭 ， 高 黎贡山 具有 全 球 重要 性 ， 

是 一 个 世界 性 的 典范 。 

《高 黎贡山 研究 文 从 》 就 是 基于 这 样 的 背景 下 编辑 出 版 的 。 对 科学 的 发 展 作 人 文 的 

思考 ， 把 人 文 关 怀 摆 在 科学 基础 之 上 ， 甚 至 是 科学 与 人 文 的 交融 ， 这 是 高 黎贡山 研究 的 

一 个 鲜明 特点 。 这 种 互动 与 交融 的 研究 方式 ， 是 符合 历史 潮流 、 时 代 潮 流 和 科学 潮流 

的 。 一 个 多 世纪 以 来 ， 专 家 学 者 们 到 高 黎贡山 进行 科学 与 人 文 的 考察 后 ， 在 国内 外 各 种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了 许多 研究 论文 、 调 查 报告 ， 出 版 了 一 系列 学 术 专 著 ， 为 高 黎贡山 本 底 

资料 积累 做 出 了 极 大 的 贡献 ， 但 这 些 资料 和 信息 多 半 在 各 科研 院 所 、 大 专 院 校 的 资料 室 

或 专家 手中 。 为 对 这 些 资料 和 信息 进行 较为 完整 的 收集 和 整理 ， 我 们 决定 编辑 出 版 这 套 

《高 黎贡山 研究 文 从 》 学 术 著作 。 丛 书 的 第 一 批 包 括 三 卷 :《 高 黎贡山 自然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 高 黎贡山 民族 与 自然 保护 研究 》《 高 黎贡山 周边 社区 研究 》， 以 后 还 将 陆续 出 

版 《高 黎贡山 管理 研究 》《 高 黎贡山 生态 旅游 研究 》《 高 黎贡山 历史 文化 研究 人 《高 黎 

贡 山 社会 经 济 研 究 》， 以 及 各 方面 专题 研究 的 著作 。 我 们 希望 通过 出 版 《高 黎贡山 研究 

文 从 》， 总 结 过 去 成 果 ， 指 导 高 黎贡山 的 未 来 研究 、 保 护 和 可 持续 发 展 。 同 时 ， 和 希望 这 

套 丛 书 的 出 版 ， 能 够 为 开展 高 黎贡山 动物 、 植 物 、 和 生态、 地理、 民族、 文化、 社会、 经 

济 等 方面 研究 的 科研 人 员 和 自然 爱好 者 提供 基础 性 研究 资料 和 信息 ， 以 避免 重复 投入 。 

随 着 研究 的 深入 ， 我 们 深信 ， 高 黎贡山 自然 及 文化 类 型 的 丰富 与 多 样 ， 会 给 人 类 未 

来 的 发 展 提供 一 种 启示 。 高 黎贡山 是 中 国 的 、 云 南 的 ， 更 是 世界 的 ， 是 人 类 所 共有 的 自 

然 与 文化 的 财富 。 因 而 我 们 希望 高 黎贡山 的 研究 以 及 高 黎贡山 本 身 都 不 再 是 封闭 的 、 沉 

默 的 ， 而 是 一 座 开 放 的 、 和 谐 的 世界 名 山 。 



第 一 部 分 “地 学 研究 





腾冲 芒 棒 盆地 的 地 温 曲线 和 估算 热流 值 的 初步 研究 ， 
过 帼 疾 张 保山 
(北京 大 学 地 质 系 ) 

芒 棒 盆地 位 于 腾冲 - 梁 河 和 高 黎贡山 -三 合 山 构造 带 交 接 部 位 。 芒 棒 是 一 个 断 陷 盆 

地 ， 南 北 长 32km， 东 西 宽 4 一 6km， 龙 川江 纵 贯 整个 盆地 。 盆 地 东 依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带 ， 西 依 燕山 期 花岗岩 ， 盆 地 中 覆盖 了 一 套 第 三 系 上 新 统 芒 棒 组 的 碎 导 岩 、 基 性 玄武 岩 

和 粗 玄 岩 等 火山 岩 及 第 四 纪 下 更 新 统 的 中 性 安山岩 、 英 安 岩 。 地 表 的 水 热 活动 显示 不 强 

烈 ， 盆 地 中 仅 有 三 个 温度 不 高 的 泉 。 沿 龙 川江 的 新 寨 硝 塘 温 泉水 温 30.5C、 流 量 1L/s， 

龙 安 桥 温 泉水 温 29C 、 流 量 0. 1L/s 和 江东 的 窜 龙 澡 塘 热 果 水 温 50C、 流 量 2. 7L/s。 

二 机 部 三 局 云南 209 地 质 队 二 工区 和 三 工区 分 别 在 芒 棒 公社 〈 现 芒 棒 乡 )、 五 合 公社 

( 现 五 合 乡 ) 一 带 打 了 一 些 地 质 勘探 孔 ， 钻 孔 揭 示 五 合 公社 革 家 寨 一 带 地 温 异 常 ， 革 家 寨 

三 工区 队 部 门口 打出 一 口 自 流 井 ， 温 度 74C 、 流 量 11L/s。 本 文 想 通过 搜集 到 的 钻 孔 温度 

资料 的 分 析 和 估算 最 小 热流 值 的 分 析 ， 对 芒 棒 地 温 异 常 区 提出 一 些 粗浅 的 看 法 〈 图 1) 。 

1 温度 测量 

28 个 钻 孔 分 布 在 约 24km': 的 范围 内 ， 分 布 位 置 很 不 均匀 ， 有 24 个 集中 在 五 合 公社 

革 家 寨 一 带 ， 其 他 4 个 钻 孔 零星 分 布 在 清水 公社 的 姚 家 沟 、 芒 棒 公 社 和 五 合 公社 的 荷花 

村 。 这 4 个 零星 分 布 的 钻 孔 是 1980 年 12 月 至 1981 年 1 月 用 自制 三 线 热 敏 电阻 测 温 仪 
测量 的 ， 测 温 精 度 是 0. 1 。CK-BV、26CK19、4CK9-10 和 ZK-108009 4 个 钻 孔 中 ， 

CK-BV 位 于 清水 公社 〈 现 清水 乡 ) 姚 家 沟 ， 是 209 地 质 队 二 工区 的 水 文 地 质 长 期 观察 

孔 ， 经 过 抽水 实验 和 一 年 多 时 间 的 稳定 ， 此 和 孔 的 温度 资料 是 稳定 的 。 而 其 他 3 个 孔 都 是 

在 停 钻 以 后 十 几 小 时 测 的 温度 ， 相 隔 时 间 最 长 的 1 个 孔 也 只 有 38h。 钻 孔 测 温 实际 是 测 

量 井 液 的 温度 ， 由 于 井 液 循环 扰动 了 钻 孔 中 岩层 的 原始 温度 场 ， 因 此 ， 要 使 井 液 温 度 与 

周围 春 层 温度 达到 平衡 ， 需 要 有 一 个 相当 长 的 恢复 时 间 ，Bullard 和 JIo6rropa 等 计算 得 

到 钻探 引起 的 温度 扰动 衰减 到 12 所 需要 的 时 间 为 钻探 时 间 的 10 一 20 倍 。 国 内 积累 了 

相当 多 的 钻 孔 温度 恢复 实例 ， 如 泥浆 循环 时 间 为 整个 钻探 施工 期 一 半 的 情况 下 ， 温 度 恢 

复 到 准 平衡 的 时 间 约 为 钻探 施工 时 间 的 1415， 从 这 一 点 出 发 ， 其 余 3 个 孔 的 测 温 资料 都 

不 属于 稳 态 测 温 。 如 钻 孔 26CK19 有 机 会 进行 了 3 次 测 温 ， 其 结果 如 表 1。 

由 表 1 可 以 看 出 : @ 三 次 不 同时 间 的 测 温 所 得 的 钻 孔 温度 资料 是 不 同 的 ， 测 温 的 

时 间 离 停 钻 时 间 越 近 ， 测 得 的 温度 变化 越 大 ， 随 着 测 温 时 间 的 推迟 ， 温 度 也 变 小 ， 即 距 

停 钻 时 间 越 长 ， 钻 孔 中 井 液 温 度 越 接近 岩层 的 原始 温度 ; @) 一 个 钻 孔 几 次 测 温 表 明 钻 

孔 中 不 同 深 度 的 温度 变化 方向 不 同 ， 如 钻 孔 26CK19，100m 以 下 的 温度 ， 距 停 钻 时 间 

* 本 文 1986 年 发 表 于 《青藏 高 原 研究 一 一 横断 山 考 察 专集 》， 北 京 ; 北京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515 一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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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腾冲 芒 棒 革 家 寨 地 热 异 常 区 位 置 图 

越 长 测 到 的 温度 越 高 ， 而 100m 以 上 的 温度 就 变 低 ， 即 在 100m 附近 应 有 一 个 温度 不 变 

的 支 测 点 ， 几 次 测量 温度 变化 很 小 或 几乎 不 变 ; 吧 由 于 测 到 的 温度 资料 还 没有 达到 平 

衡 ， 因 此 ， 此 孔 不 属于 稳 态 测 温 。 上 述 情 况 是 由 于 冲洗 液 〈 泥 浆 ) 循环 对 原始 温度 场 的 

扰动 而 造成 的 。 冲 洗 液 循环 使 井 液 上 下 温度 均一 化 ， 在 一 定 深 度 下 ， 剖 洗 温 度 低 于 岩层 

形 iT 下 



温度 时 起 着 冷却 的 作用 ， 而 在 一 定 深 度 以 上 ， 从 深部 循环 上 来 的 井 液 比 原始 地 温 高 ， 冲 

洗 液 对 地 层 起 着 加 温 作 用 ， 使 整个 钻 孔 围 岩 的 温度 上 下 均一 ， 为 了 要 测 到 原始 的 岩层 温 
度 就 需要 有 恢复 平衡 的 时 间 。 上 述 4 个 钻 孔 除 CK-BV 钻 孔 以 外 ， 其 他 3 个 孔 显 然 都 属 
于 非 稳 态 测 温 ， 而 得 到 的 地 温 梯度 也 要 小 于 岩层 原始 的 地 温 梯度 。 

表 1 26CK19 钻 孔 3 汪 

31756 3 27. 48 25. 66 23. 60 

32. 90 30. 35 27598 25. 60 22372 

28. 23 295. 42 22..53 

209 地 质 队 三 工区 的 24 个 钻 孔 测 温 是 用 二 机 部 三 局 制作 的 测 温 仪 ， 测 试 离 停 钼 时 

间 都 没有 超过 24h， 同 样 都 属于 非 稳 态 测 温 。 虽 然 有 的 钻 孔 如 ZK2806、ZK2006 等 钻 进 
时 间 只 有 四 五 天 ， 显 然 需要 稳定 的 时 间 较 短 ， 但 是 每 个 钻 孔 只 有 一 次 测 温 资料 不 足以 说 

明 是 稳 态 测 温 ， 只 能 说 有 的 钻 孔 资料 较 接 近 岩 层 原 始 温度 ， 而 有 的 钻 孔 可 能 相差 多 
三 些 。 

2 温度 剖面 

上 述 分 析 说 明 28 个 钻 孔 除 CK-BV 钻 孔 以 外 ， 其 他 钻 孔 的 温度 资料 均 属 于 非 稳 态 

测 温 。 根 据 钻 孔 26CK19 的 3 次 测 温 资 料 ， 每 次 测试 计算 得 到 的 地 温 梯度 ， 如 第 1 次 是 

36CVkm; 相隔 14h 以 后 的 第 2 次 得 到 的 地 温 梯度 是 44CVkm; 第 3 次 的 地 温 梯 度 更 

大 。 可 以 断定 ， 钻 孔 现 有 资料 的 地 温 梯度 肯定 比 实际 的 地 温 梯度 要 小 。27 个 销 孔 测 温 

条 件 可 认为 基本 相同 ， 结 合 地 貌 地 质 条 件 对 比分 析 这 些 钻 孔 的 井 温 资料 ， 定 性 地 做 一 些 

解释 工作 是 可 行 的 。 

根据 28 个 钻 孔 的 温度 -深度 曲线 和 温度 剖面 的 类 型 ， 孔 底 温度 和 地 温 梯度 基本 可 分 

成 呈 个 区 (图 2)。ZK-1024、805、2006、CK-BV 为 工区 ，PZK-6、PZK-10、5216、 

4416 属于 II 区 。I 区 主要 分 布 在 盆地 的 西 侧 ， 孔 底 温 度 是 20 一 26C 。 这 区 的 花岗岩 顶 
面 埋 深 较 浅 ， 海 拔 一 般 在 1280 一 1320m， 温 度 剖 面 的 形状 不 同 于 I 工 区 和 III 区 。 该 区 的 

曲线 比较 陡 ， 地 温 梯度 较 小 ， 往 往 是 上 面 较 陡 ， 到 深 处 有 一 个 明显 向 下 的 折 点 〈 图 2 曲 

线 D ， 这 种 类 型 表明 上 层 有 地 下 水 下 行 。 地 下 水 在 此 以 垂直 下 渗 运 动 为 主 。 水 在 下 涂 

过 程 中 受 围 岩 的 传导 加 热 ， 由 于 下 渗水 不 断 地 交替 带 走 了 围 岩 中 的 热 ， 降 低 了 这 里 的 地 

温 ， 说 明 该 区 受到 地 下 水 补给 的 影响 。III 区 分 布 在 革 家 寨 东 部 一 带 ， 花 岗 岩 顶 面 比 I 

区 埋 深 大 ,海拔 一 般 为 1000 一 1100m， 和 孔 底 温 度 50 一 52"C 〈 图 2 曲线 III) ， 这 里 的 曲线 

也 较 陡 ， 如 ZK-4416, 和 孔 口 温度 745C 的 热 水 流出 地 面 ， 孔 中 地 温 梯 度 基 本 上 等 于 零 ， 表 

明 热 水 在 水 头 作 用 下 一 直 出 露 到 地 表 。 而 钻 孔 5216、PZK-10、PZK-6 等 ， 深 处 热 水 没 

有 上 升 到 地 表 ， 但 从 温度 -深度 曲线 的 形状 看 出 与 工区 不 同 ， 该 区 的 曲线 向 上 折 ， 表 明 

下 层 有 热 水 上 行 。II 区 可 能 是 热 的 承 压 区 或 排放 区 。 亚 区 的 范围 较 广 ， 位 于 I、III 区 

之 间 。 基 兰 面 的 埋 深 在 上 述 两 个 区 之 间 ， 海 拔 1100 一 1200m， 和 孔 底 温度 28 一 44C ， 地 
站 下 与 十 



温 梯度 46 一 100CVkm， 曲 线 是 典型 的 传导 型 温度 -深度 曲线 。White 认为 世界 范围 的 平 
均 热 流 值 是 1. 5ncal/(cm 。s)， 正 常 的 热流 值 是 0. 8 一 2. 0ncal/(cm 。s)， 大 多 数 岩 石 

的 热 导 率 为 4 一 10mcal/ (cm。，s，C)， 在 这 些 热流 和 热 导 率 的 范围 内 ， 地 温 梯度 为 

8 一 50CVkm， 显 然 I 区 的 地 温 梯 度 要 高 于 此 值 。 他 还 认为 ， 传 导 地 温 梯度 异常 高 的 地 

区 ， 一 种 可 能 是 热流 值 异 常 高 或 热 导 率 异 常 低 ， 或 者 是 因为 这 两 个 因素 适当 的 组 合 等 原 

因 引 起 。 本 区 钻 孔 通过 的 岩层 是 热 导 率 较 低 的 沉积 岩 ， 可 能 是 形成 异常 地 温 梯度 的 原因 

二 

温度 /C 
10 20 30 40 50 

深度 mm 
120 ZK-2006 

图 2 三 种 温度 -深度 曲线 类 型 

3 热流 值 的 估算 
CK-BY、4CK9-10、26CK19、ZK-108009 4 个 钻 孔 除 CK-BV 属于 稳 态 测 温 以 外 ， 

其 余 3 个 钻 孔 全 是 非 稳 态 测 温 。CK-BV 销 孔 没有 采 到 岩 芯 标本 ， 其 他 3 个 钻 孔 共 取 了 

不 同 深 度 的 18 块 岩 芯 ， 直 径 为 55 一 71mm。 由 于 岩 性 胶结 不 好 ， 有 的 无 法 切 成 试 件 ， 

只 有 坚硬 的 或 胶结 好 的 片 麻 岩 、 花 岗 岩 和 细 砂 岩 等 岩 芯 切 成 试 件 。 有 些 岩 芯 的 层 位 出 现 

在 钻 孔 的 深部 ， 由 于 没有 洗 孔 ， 有 的 钻 孔 在 测 温 时 探头 已 达 不 到 孔 底 ， 得 不 到 地 温 梯 度 

的 资料 ， 而 浅 处 有 的 井 段 缺 少 岩石 热 导 率 的 资料 ， 所 以 计算 热流 值 就 出 现 岩 石 热 导 率 和 

地 温 梯 度 不 配套 的 情况 。 芒 棒 盆 地 中 第 三 纪 上 新 统 芒 棒 组 地 层 是 中 砂岩 、 黏 土 夹 砾石 的 

一 套 半 胶 结 的 碎 导 岩 。 这 段 地 层 的 热 导 率 岩 样 分 别 有 细 砂岩 、 粗 砂岩 和 安山岩 〈 夹 层 ) 。 

它们 分 布 在 孔 内 不 同 的 深度 〈 图 3)， 得 到 热 导 率 的 平均 值 是 1. 253mcal/(cm。s，C)。 

这 些 岩 性 具有 多 孔 性 ， 在 地 层 中 是 饮水 的 ， 岩 芯 取 出 以 后 没有 量 封 ， 又 相 隅 了 很 长 时 间 

做 热 导 率 测 量 ， 岩 样 中 失去 了 水 分 或 一 部 分 水 分 ， 所 以 测量 的 岩 样 是 固体 骨架 和 气 两 相 

或 是 固体 骨架 、 气 和 水 三 相 的 热 导 率 。 兰 石 的 原始 状态 是 固体 -水 两 相 ， 由 于 水 的 热 导 

名 热 导 率 的 法 定单 位 为 双 / 〈m。 开 )， 本 文中 所 用 的 mcal/ (cm，s，C) 为 非法 定单 位 。 编者 注 

| 



率 比 气 的 热 导 率 大 23 倍 ， 因 此 ， 每 块 岩 样 在 现场 的 实际 热 导 率 要 比 我 们 得 到 的 平均 值 

大 得 多 。 计 算得 到 的 平均 热 导 率 为 1.253mcal/ (cm。s。'C)， 分 别 与 各 钻 孔 的 平均 地 

温 梯度 的 乘积 得 到 各 钻 孔 的 估算 热流 值 。 根 据 钻 孔 的 岩 性 剖面 和 地 质 条 件 ， 上 述 的 平均 

热 导 率 也 适用 于 CK-BV 钻 孔 。 前 面 已 经 分 析 过 除 CK-BV 钻 孔 以 外 ， 每 个 钻 孔 的 地 温 

梯度 都 可 能 比 实际 要 偏 小 ， 热 导 率 也 偏 小 ， 因 此 估算 到 的 热流 值 小 于 实际 热流 值 。ZK- 

108009 钻 孔 用 170m 以 下 的 地 温 梯度 与 片 麻 岩 等 热 导 率 的 乘积 ， 这 4 个 钻 孔 热流 值 仅 能 

说 明 它 们 的 相对 大 小 ， 热 流 值 由 北 而 南 增 大 ，CK-BV 最 小 ，ZK-108009 最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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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 温 曲线 和 钻 孔 者 世 热 导 率 分 布 图 

| 衫 

28 个 钻 孔 的 温度 剖面 ， 可 根据 曲线 类 型 、 孔 底 温度 、 地 温 梯度 等 方面 分 成 3 个 区 ， 
这 3 区 由 西 往 东 孔 底 温度 增高 、 地 温 梯度 变 大 以 及 温度 剖面 的 曲线 类 型 都 表明 了 芒 棒 革 
家 寨 一 带 有 一 个 水 热 系统 ， 水 流 由 西 往 东 流 ， 西 边 是 热 水 的 补给 区 ， 东 边 是 承 压 区 或 排 
放 区 。 这 样 的 分 析 也 可 以 从 地 形 、 地 貌 和 花岗岩 基底 顶 面 埋 深 等 地 质 条 件 得 到 论证 。 世 
川江 纵 贯 芒 棒 盆地 ， 汇 水 盆地 受 东 、 西 两 边 分 水 岭 补 给 。 龙 川江 西 侧 汇集 西部 水 系 ， 由 

5 



西 往 东 流 ， 部 分 地 表 水 渗 和 人 地下， 而 花岗岩 基 岩 面 埋 深 由 西 往 东 倾斜 ， 花 岗 岩 是 一 个 不 

透水 层 ， 可 作为 推论 地 下 水 自 西 向 东 流 的 依据 。 综 合 温度 剖面 、 地 貌 和 地 质 条 件 ， 芒 棒 
单 家 寨 水 热 系统 自 西 往 东 流 。 

4 个 佑 算 热 流 值 自 北 而 南 增 大 ， 热 流 值 的 这 种 变化 趋势 可 能 与 地 下 水 运动 有 关 ， 下 

渗水 带 走 热量 导致 热流 值 降 低 ， 热 流 值 由 北 而 南 增高 表明 地 下 水 的 补给 在 北边 。 所 以 ， 

臣 棒 革 家 寨 水 热 系统 除了 有 西边 补给 外 可 能 还 有 北部 的 补给 ， 在 革 家 寨 汇集 成 热 水 系统 

的 承 压 区 或 排放 区 。 至 于 热 水 的 温度 ，White 认为 在 正常 大 地 热流 值 ， 地 下 水 循环 到 达 

深度 3km， 温 度 变 化 范围 可 以 超过 地 表 温 度 24 一 150C， 因 此 ， 革 家 寨 热 水 按照 正常 地 

温 梯度 经 过 循环 得 到 74 的 热 水 是 可 能 的 ， 可 以 认为 这 里 的 异常 高 的 地 温 是 对 流 系 统 

造成 的 。 问 题 是 昔 家 寨 的 东北 方向 、 龙 川江 以 东 的 第 四 纪 有 一 次 中 性 安山岩 、 英 安 岩 的 

喷发 ， 显 然 地 表 的 余热 已 散失 ， 地 下 是 否 还 保存 有 余热 增加 这 里 的 地 温 ， 需 要 进一步 研 
究 。 总 之 ， 芒 棒 单 家 寨 水 热 系统 东边 是 勘探 的 远景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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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emperature 

Profiles and Estimated Heat Flow 

in Tengchong Mangbang Basin 

GUO Guo-ying ZHANG Bao-shan 

(Department of Geology，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ngbang graben basin is located in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Intersection 

belt of Tengchong-lianghe and Mt，Caoligong，The basin is covered with clastic rock， 

Pliocene basalt and lower Pleistocene andesites， The Longchuan river flows through the 

basin from north to south.。 Hydrothermal activity is not intensive in this basin with only 

three thermal Springs，There are some thermal holes distributed in the Gejlazhal in 

Mangbang Basin. 

28 hol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profiles，temperatures of hole 

。 ]18 。 



bottom and geothermal gradient，The lst group is located at the western part where the 

temperature at the hole bottom is 20 一 26C ，gradients are smaller and the types of tem- 

perature profiles indicate downward flowing groundwater。 The third group is located at 

the eastern pary where the temperatures at the hole bottom are 50 一 52C ，with small 

gradients and types of temperature profiles indicate upward flowing hot water。T 工 he sec- 

ond group is located between I and III groups with typical conductive curves in 46 一 

100C /km。，The temperature profiles suggest that the first group is characteristically re- 

gions of hydrologic recharge while the third group is characteristically reglons of hydro- 

logic discharge，The top surface of granite slants from west to east，Based on compre- 

hensive analysis of the geomorphological and geological data，there ls a hydrothermal 

System in Mangbang Gejiezhai whose gross circulation ls from west to east，Four esti- 

mated heat flow values get to be greater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ossibility also exists 

that there is hydrologic recharge from north too， 

es。 1]19 。 



高 黎贡山 构造 市 南 段 构造 变形 史 ” 

胡 建 军 
(云南 地 勘 局 区 调 所 ) 

位 于 云南 西部 的 高 黎贡山 ， 由 于 复杂 的 地 质 结构 构造 和 丰富 的 矿产 资源 ， 历 来 是 国 
内 外 地 质 工作 者 十 分 关注 的 地 区 之 一 。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由 北向 南 延伸 至 龙 陵 后 ， 转 为 北 
东 一 南西 走向 。 这 里 所 指 的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南 段 是 指 龙 陵 以 南 的 部 分 。 近 年 来 笔者 参加 

了 该 区 五 个 1: 5 万 图 幅 的 区 调 工作 ， 对 其 构造 变形 特征 及 演化 形成 了 一 些 不 成 熟 的 
认识 。 

1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南 段 结构 构 造 特 征 

龙 陵 以 南 的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在 物质 组 成 上 与 一 般 的 构造 变质 带 相似 ， 主 要 由 四 大 部 

分 组 成 (图 1) 。 

改 Et 区 可 

攻 吕 村 让 25 估 本 

图 1 高 黎贡山 南 段 地 质 构造 简 图 
1: 第 四 系 ; 2: 上 第 三 系 ; 3: 侏 罗 系 至 白垩 系 ， 4: 三 到 系 ; 5: 二 释 系 ; 6: 震 且 系 至 寒 武 系 ，7: 中 元 古 界 高 

黎贡山 岩 群 ，8: 第 四 系 火 山 岩 ;9: 印 支 期 似 斑 状 花岗岩 ;10: 加 里 东 期 花岗岩 ;11: 晋 宁 期 片 麻 状 花 岗 岩 ; 

12: 超 基 性 岩 ，13: 韧性 剪 切 带 ，14: 平移 断层 

# 本 文 1996 年 发 表 于 《云南 地 质 》，15(2): 103 一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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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变质 表 克 岩 

主要 为 层 状 无 序 的 中 元 古 界 高 黎贡山 岩 群 ， 该 岩 群 已 遭受 了 多 期 的 变形 变质 作用 重 

加 ， 其 中 的 构造 置换 十 分 明显 ， 原 生 的 层 理 〈So) 以 及 结构 构造 几乎 都 消失 ， 被 结晶 

面 理 〈Sn 十 1) 和 禄 臂 理 (Sn 十 2) 取代 。 因 此 该 地 区 只 能 按 构造 -岩层 的 划分 原则 ， 进 

行 岩 群 、 岩 段 的 划分 。 按 其 岩石 组 合 特征 ， 并 考虑 到 变形 、 变 质 的 一 致 性 ， 共 划分 了 3 

个 岩 段 ， 

(1) 高 黎贡山 岩 群 角 闪 质 岩 段 (Ptzgz) : 主要 岩 性 为 深 灰 色 角 闪 黑 云 变 粒 岩 、 角 

闪 斜 长 变 粒 岩 、 角 闪 斜 长 片 麻 岩 、 斜 长 角 闪 岩 夹 二 长 浅 粒 岩 。 该 岩 段 中 条 带 -条 纹 状 混 

合 岩 化 特别 明显 ; 

《2) 高 黎贡山 岩 群 黑 云 母 质 岩 段 (Pbg) : 主要 岩 性 为 浅 灰 色 黑 云 斜 长 片 麻 岩 、 

黑 云 斜 长 变 粒 罕 、 黑 云 二 长 变 粒 岩 ， 偶 夹 角 闪 斜 长 片 脐 岩 ， 该 岩 段 亦 见 条 带 - 条 纹 状 混 

合 岩 化 ; 

(3) 高 黎贡山 岩 群 钙 硅 酸 盐 岩 段 (Ptzg 记 ) : 主要 岩 性 为 浅 灰 色 、 灰 色 透 辉 黑 云 变 

粒 罕 、 透 辉 变 粒 岩 、 黑 云 斜 长 变 粒 兰 夹 粗 唱 大 理 岩 。 

上 述 3 个 〈 非 正式 ) 岩 段 均 被 万 性 剪 切 带 所 隅 开 。 各 岩 段 之 间 的 上 、 下 关系 也 难以 

确定 。 

1.2 变质 侵入 岩 部 分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南 段 广 泛 分 布 着 至 少 有 两 期 的 变质 酸性 侵 和 人 岩 。 早 期 为 晋 宁 期 的 片 

厅 状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 称 动 凤 单元 (PbeM) 。 在 变形 较 弱 的 部 位 ， 还 可 看 到 该 片 麻 状 花 

岗 岩 与 围 岩 一 一 高 黎贡山 岩 群 的 侵入 接触 关系 〈 图 2) ， 局 部 还 保留 着 原先 的 细 粒 花 岗 

结构 。 岩 石 主要 表现 为 片 麻 状 构造 ， 矿 物 成 分 中 石英 28% 一 30% 、 更 长 石 26% 一 30 上 、 

枢纽 产 状 7 533" 一 10? 

图 2 ”瑞丽 白沙 地 Peg2” 变 粒 岩 中 相似 裙 皱 及 裙 臂 理 〈Sn 十 2) 素描 图 
@: 似 斑 状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加 : 一 变 粒 岩 ;Sn 二 1: 晋 宁 期 变形 结晶 叶 理 ; 

Sn 十 2: 印 支 期 变形 裙 臂 理 



低微 斜 长 石 28% 一 30%、 黑 云母 8% 一 10%。 据 研究 ， 该 片 麻 状 花 岗 岩 是 高 黎贡山 主 期 

变形 变质 作用 过 程 中 的 重 熔 的 低 侵 位 花岗岩 ， 仍 属 同 碰撞 花岗岩 。 晚 期 为 印 支 期 的 似 斑 

状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 称 帕 当 单元 (TP) 。 可 见 与 其 上 述 的 晋 宁 期 片 麻 状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呈 明 显 的 侵入 接触 关系 。 当 印 支 期 似 斑 状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卷 人 晚期 的 韧性 剪 切 带 时 ， 同 

样 产 生 定向 构造 。 

1.3 构造 岩 部 分 

主要 由 多 期 韧性 剪 切 作用 造成 的 各 种 糜 棱 岩 。 魔 棱 岩 出 露 宽度 可 达 2km， 同 时 产 
生 与 剪 切 带 有 关 的 变质 作用 。 

1.4 超 镁 铁 岩 部 分 

主要 见于 三 台山 地 区 。 这 些 超 镁 铁 岩 ， 平 面 上 呈 长 条 、 透 镜 、 串 珠 状 展 布 ， 与 围 岩 
(主要 是 变形 、 变 质 的 中 -下 三 琶 纪 ) 均 为 断层 接触 ， 主 要 岩 性 为 方 辉 橄榄 岩 、 二 辉 橄榄 

岩 、 纯 橄榄 罕 ， 岩 石 均 强 烈 蛇 纹 石化 ， 甚 至 完全 变 成 蛇 纹 岩 ， 在 附近 的 中 侏 罗 纪 底部 砾 

岩 中 曾 发 现 上 述 超 基 性 岩 的 砾石 。 说 明 三 台山 一 带 的 超 基 性 岩 的 构造 侵 位 时 代 在 早 - 中 
三 到 世 -中 侏 罗 世 之 间 。 

2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南 段 变形 特征 

多 期 构造 琶 加 是 高 黎贡山 构造 带 南 段 的 主要 变形 特征 ， 大 体 上 可 划分 为 前 期 构造 变 
形 、 主 期 构造 变形 和 后 期 构造 变形 。 

2.1 前 期 构造 变形 

由 于 后 期 变形 的 强烈 改造 和 构造 置换 ， 大 多 数 的 前 期 构造 形迹 已 难以 寻 砚 ， 目 前 仅 
残 留 有 透 入 性 较 好 的 结晶 叶 理 〈 称 Sn 十 1) 。 在 高 黎贡山 岩 群 中 ， 这 种 结 唱 叶 理 由 细微 
的 墨 云母 定向 排列 而 成 。 除 此 之 外 ， 晋 末期 的 片 麻 状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中 普遍 的 片 麻 理 也 

属 该 期 变形 的 产物 。 从 相 邻 的 地 区 看 ， 震 且 系 - 寒 武 系 及 其 以 上 层 位 未 见 该 类 型 的 构造 

结晶 叶 理 ， 变 质 程度 也 较 低 ， 结 合 僵 江 一 背 马 一 带 的 高 黎贡山 岩 群 中 混合 省 Rb-Ssr 等 的 

年 龄 为 806Ma 来 分 析 ， 前 期 构造 发 生 于 中 元 古代 晚期 。 该 期 变形 伴随 的 变质 程度 达 角 
内 岩 相 ， 并 有 混合 岩 化 作用 相伴 ， 因 此 变形 构造 环境 显然 属 中 部 构造 相 ， 其 变形 机 制 有 

待 进一步 研究 。 

2.2 主 期 构造 变形 

晋 宁 期 后 ， 高 黎贡山 构造 区 在 加 里 东 - 华 力 西 期 这 一 阶段 的 构造 活动 特征 ， 目 前 还 

不 十 分 清楚 ， 但 中 三 春 世 中 期 至 晚 白垩 世 晚期 ， 该 构造 区 长 期 处 于 北西 - 南 东 向 的 挤 压 

收缩 状态 。 长 期 的 收缩 挤 压 ， 不 仅 造 成 该 区 沉积 物 大 量 缺 失 ， 且 使 该 区 遭受 了 强烈 的 构 

造 变形 。 可 划分 为 两 个 世代 的 构造 ， 分 别称 为 D, 和 D* 世代 。 

2.2.1 Di 世代 的 构造 变形 

卷 人 该 世代 构造 变形 的 地 质 体 主 要 是 高 黎贡山 岩 群 (Ptzg!) 和 中 元 古 界 动 凤 单 元 
人 



的 片 麻 状 花岗岩 。 以 早期 的 结晶 叶 理 (Sn 十 1) 为 变形 面 ， 形 成 的 构造 形迹 较为 广泛 ， 

并 有 良好 的 配套 关系 〈 表 1)， 总 体 上 显示 了 中 部 构造 相 的 构造 共生 组 合 。 

表 1 高 黎贡山 构造 区 Pb8g! 中 D, 世代 构造 共生 组 合 表 

裙 钙 〈(Dz- ) 以 早期 结晶 面 理 (Sn 一 1) 为 变形 面 ， 纵 弯 的 弯 流 裙 皱 作 用 为 主 ， 强 变形 带 内 还 出 现 柔 流 

祷 钙 ， 裙 皱 变 形 以 I 型 和 开 型 为 主 

臂 理 〈Di-Sn 十 2) 以 平行 裙 皱 轴 面 的 裙 臂 理 (Sn 十 2 ) 为 主 ， 次 有 廉 棱 面 理 

线 理 〈Di-Li) 矿物 拉 伸 线 理 及 生长 线 理 、 杆 状 〈 窗 机) 构造 (Di-Li) 

剪 切 带 以 中 构 相 逆 冲 推 覆 韧性 前 切 带 为 主 ， 局 部 平移 走 滑 韧 性 剪 切 带 

2.2.1.1 福 皱 构造 

斜 焉 水平- 斜 牌 倾 伏 实 皱 : 这 类 小 裙 皱 在 高 黎贡山 岩 群 及 动 风 单元 片 麻 状 花岗岩 中 

都 较为 普遍 〈 图 2 和 图 3) 。 前 者 以 结晶 面 理 为 变形 面 ， 后 者 以 同 构造 片 豚 理 为 变形 面 ， 

所 形成 的 裙 皱 轴 面 均 倾 癌 NW， 倾 角 44 一 60 ， 枢 纽 同 SW 或 NE 双向 倾 估 ， 多 数 枢纽 

倾 伏 角 5 一 10， 在 裙 皱 的 两 辟 及 转折 端 还 寄生 更 次 一 级 的 S、M、2Z 型 配套 小 裙 皱 ， 同 
时 平行 裙 劈 轴 面 均 产 生 实 臂 理 (Sn 十 2)。 上 述 位 态 显 示 了 裙 皱 受 北西 - 南 东 向 挤 压 

拟 弘 。 

0 

0 S0cm 
Si 

Sn+2 

小 裙 皱 枢纽 产 状 7 230” 35” |3202Z55"(Sn+2) 

图 3 琐 丽 白沙 地 PeM 片 及 理 为 变形 面 的 相似 裙 皱 及 裙 皱 理 〈Sn 十 2) 素描 图 

斜 卧 裙 皱 : 分 布 不 广泛 ， 出 现 该 类 裙 皱 ， 总 有 规模 不 等 的 走 滑 剪 切 带 相 伴 ， 该 类 神 

皱 的 轴 面 和 枢纽 都 向 西北 方向 倾斜 ， 而 且 两 者 的 倾角 〈 倾 伏 角 ) 大 致 相等 ， 同 时 又 与 裙 

臂 理 〈Sn 十 2) 的 产 状 大 体 相 平行 ， 紧 贴 该 袜 皱 的 微型 剪 切 带 或 Sn 十 2 臂 理 面 上 ， 总 伴 

随 有 近 水 平 状 的 拉 伸 线 理 。 所 见 到 的 该 类 小 裙 皱 ， 一 般 东 南 翼 较 长 ， 西 北 导 较 短 ， 表 明 

它 的 形成 与 一 定 的 右 行走 滑 作 用 有 关 。 

上 述 两 种 小 裙 锌 ， 虽 然 从 轴 面 产 状 、 枢 纽 产 状 上 反映 出 它们 的 位 态 不 一 致 ， 但 它们 

mi 23 



的 流 变 特征 是 相同 的 ， 形 态 特 征 也 基本 一 致 ， 均 为 中 常 - 紧 财 初 皱 ， 按 ]，G，Ramsay 

(1967) 等 倾斜 形式 的 形态 分 类 ， 都 为 IK 型 和 工 型 裙 久 。 有 时 在 同一 岩层 露头 上 上， 上述 
两 种 裙 皱 共 生 ， 组 合成 挤 压 - 走 滑 的 复合 构造 图 形 〈 图 4) 。 

图 4 瑞丽 动 典 Di 二 斜 牌 水平 衬 皱 及 斜 卧 裙 皱 共生 〈 据 南京 里 剖面 51 层 ) 

柔 流 裙 皱 : 分 布 在 强 应 变 带 〈 韦 性 剪 切 带 ) 的 边缘 ， 该 裙 皱 的 形态 十 分 复杂 ， 各 种 

产 状 要 素 规 律 性 不 明显 ， 特 别 是 当 条 带 状 混合 岩 柔 流 裤 皱 时 ， 其 中 长 英 质 脉 体 的 流 变 裙 
皱 更 加 明显 ， 犹 如 肠 状 弯曲 。 

剑 鞘 式 裙 皱 : 仅见 于 韧性 剪 切 带 内 ， 变 形 面 为 So-1， 所 见 初 皱 发 育 比 较 完 好 ， 其 
枢纽 迹 线 呈 明 显 的 弧 形 弯曲 ， 裙 皱 的 横断 面 呈 李 圆 形 ， 封 用 ， 下 端的 横断 面 呈 现 “9” 

状 弯曲 〈 图 5)， 相 伴 的 拉 伸 线 理 产 状 与 裙 皱 轴线 相 平行 ， 两 者 均 向 NW 方向 倾斜 。 上 

述 特征 不 仅 体现 了 所 处 剪 切 带 的 韧性 变形 行为 ， 而 且 还 指示 了 剪 切 带 相对 向 NE 逆 剖 的 
运动 学 方向 。 

图 5 瑞丽 南京 里 韧性 剪 切 带 中 剑 鞘 式 裙 皱 〈 据 手 标 本 素描 ， 岩 性 为 钙 硅 酸 盐 岩 ) 

片 内 无 根 裙 皱 : 常 发 育 于 韧性 剪 切 带 附近 ， 被 裙 皱 的 物质 多 为 能 干 性 强 的 岩石 ， 禄 

曲 与 裙 曲 之 间 相 互 不 连接 ， 形 同 钧 状 〈 图 6) ， 常 被 一 系列 的 小 型 韧性 剪 切 带 所 分 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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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瑞丽 武 甸 韧 性 前 切 带 旁 侧 钧 状 初 皱 

2.2.1.2 面 理 构造 (Sn 十 2) 

不 同 的 构造 部 位 所 表现 出 来 的 面 理 特 征 不 一 样 ， 弱 变形 域 地 带 多 为 裙 臂 理 ， 强 应 变 

带 则 表现 为 剪 切 糜 棱 面 理 。 

禄 臂 理 : 具有 一 定 的 透 和 性 和 连续 性 ， 实 为 同期 裙 皱 的 轴 面 臂 理 。 在 未 遭受 后 期 构 

造 破坏 时 ， 岩 层 露头 上 则 表现 为 一 组 向 NW 倾斜 的 分 隔 状 和 带 状 裙 臂 理 (图 2 至 图 4) 。 

臂 理 域 宽 0. 5 一 1. 5mm， 从 镜 下 观察 ， 该 臂 理 域内 的 新 生 矿 物 主 要 为 定向 排 布 的 微 片 状 

黑 云 母 〈d=0. 03 一 0.08mm) 及 毛发 状 硅 线 石 。 矿 物 的 定向 又 构成 了 矿物 的 生长 线 理 ， 

臂 理 间隔 〈 微 臂 石 宽 ) 变化 不 大 ， 多 数 间 隔 1 一 3cm， 部 分 间隔 5 一 6cm。 微 臂 石 中 无 论 

是 先 存 的 结晶 面 理 ， 还 是 同 构造 的 片 麻 理 ， 大 都 发 生 袜 和 皱 。 因 而 ， 该 裙 臂 理 (Sn 十 2) 

与 早期 的 (Sn 十 1) 结晶 面 理 之 间 多 数 呈 角度 不 等 的 斜 灾 ， 仅 个 别 大 致 平行 。 

剪 切 魔 棱 面 理 : 分 布 上 往往 受 同 期 韧性 剪 切 带 控制 ， 未 遭受 改造 的 该 组 面 理 仍 向 

NW 倾 ， 倾 角 50 一 60 ， 该 糜 棱 岩 的 Sc 面 理 主要 由 细 粒 状 长 英 质 及 新 生 的 微 片 状 黑 云 

母 各 自 呈 带 状 -条 纹 状 聚集 定向 排 布 显示 出 来 。 在 细 粒 化 的 矿物 中 ,石英 、 部 分 长 石 透 

镜 化 ， 呈 眼球 状 残 斑 。 残 斑 的 结晶 拖 尾 显示 了 由 NW 向 SE 逆 冲 的 运动 方向 。 

2.2.1.3 线 理 构 造 

该 世代 的 线 理 比较 发 育 ， 主 要 有 矿物 拉 伸 线 理 、 矿 物 生 长 线 理 及 大 型 杆 状 构造 。 

矿物 拉 伸 线 理 及 矿物 生长 线 理 : 均 出 现 于 强 应 变 带 ， 前 者 主要 为 细 粒 化 的 长 英 质 集 

合体 以 及 柱状 矿物 〈 普 通 角 内 石 等 ) 平行 定向 排列 ， 后 者 主要 是 指 残 斑 两 端的 影 区 部 

位 ， 由 石英 及 云母 定向 排列 构成 的 须 状 增生 体 。 上 述 矿 物 线 理 总 的 延伸 方向 与 剪 切 面 理 

方向 大 致 平行 ,无疑 显 示 出 a 线 理 的 特点 。 

杆 状 构造 : D; 世代 的 杆 状 构造 主要 由 强硬 层 的 裙 皱 转折 端 构成 ， 形 状 为 一 系列 大 

小 不 等 的 半圆 柱状 体 ， 这 些 杆 状 体 在 空间 展 布 上 呈 NE-SW 向 水 平 延 伸 ， 与 同期 裙 皱 轴 

线 方 向 基本 一 致 ， 无 疑 为 大 型 b 线 理 。 

2.2.1.4 D 世代 的 大 型 构造 

由 于 后 期 构造 干扰 和 大 面积 酸性 岩浆 岩 的 侵 位 占据 了 较 大 范围 的 空间 ， 因 此 ， 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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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的 裙 皱 构造 面貌 难以 恢复 ， 而 规模 较 大 的 韧性 剪 切 带 则 反映 得 比较 清楚 。 该 D, 世 
代 剪 切 带 最 宽 处 为 2km， 一 般 宽 500 一 1000m， 主 要 由 各 种 类 型 的 糜 棱 岩 构成 ， 有 黑 云 

花 岗 质 〈 变 余 ) 糜 棱 岩 、 角 闪 黑 云 长 英 质 〈 变 质 ) 魔 棱 岩 、 角 闪 黑 云 花 岗 质 〈 变 余 ) 廉 
棱 岩 、 黑 云 含 透 辉 角 闪 斜 长 基质 糜 棱 岩 等 ， 靠 剪 切 带 边 部 为 初 糜 棱 岩 或 糜 棱 岩 化 的 岩 

石 。 从 未 被 改造 的 剪 切 糜 棱 面 理 产 状 显示 该 期 韧性 剪 切 带 向 NW 倾 ， 倾 角 50 一 70 。 

在 长 英 质 〈 变 余 ) 糜 棱 宕 中 ， 眼 球 纹理 构造 、 亚 颗粒 现象 、SC 组 构 、“8$” 形 碎 斑 系 以 

及 矿物 的 拉 伸 线 理 、 生 长 线 理 都 较为 发 育 。 其 中 石英 强烈 变形 变质 显而易见 。 此 外 ， 部 
分 长 石 发 生 波状 消光 、 双 唱 扭 曲 ， 甚 至 细 粒 化 ， 表 明 该 韧性 剪 切 带 的 塑性 变形 明显 ， 至 

少 为 中 构 相 《〈 角 内 岩 相 ) 的 变形 变质 作用 产物 。 韧 性 剪 切 带 中 片 内 无 根 裙 皱 、 柔 流 裙 皱 

发 育 ， 也 见 剑 鞘 式 裙 皱 。 不 对 称 的 眼球 状 构造 、 不 对 称 的 压力 影 构造 和 片 内 无 根 裙 皱 的 
牵引 方向 ， 表 明 该 期 韧性 剪 切 带 主要 为 NW 向 SE 的 逆 冲 推 覆 作用 所 致 。 在 部 分 地 段 见 

水 平 拉 伸 线 理 及 枢纽 与 剪 切 糜 棱 面 理 倾向 一 致 的 斜 卧 裙 皱 共 生 ， 又 表明 该 期 在 NW 向 
SE 推 覆 的 同时 ， 在 NE-SW 方向 上 有 一 个 力 的 转换 ， 从 而 局 部 产生 平移 走 滑 。 

规模 宏大 的 Di 世代 韧性 剪 切 带 ， 对 中 元 古 界 高 黎贡山 岩 群 的 三 个 岩 性 组 合 段 起 到 

了 一 定 的 分 划 作 用 。 区 内 高 黎贡山 岩 群 的 黑 云 母 质 岩 段 (Pbeg 记 ) 及 钙 硅 酸 盐 岩 段 

(Ptz8g/) 多 分 布 于 该 剪 切 带 的 南 东 侧 ， 而 角 闪 质 岩 段 (Ptzg2) 仅 分 布 于 该 剪 切 带 的 北 

西 侧 。 因 此 ， 从 变形 、 变 质 强度 、 混 合 岩 化 程度 ， 说 明 南 京 里 韧性 剪 切 带 、 北 西 侧 的 地 
壳 相 对 于 南 东 侧 所 处 的 构造 层次 要 更 深 一 些 ， 可 能 达 中 深 构 造 层 次 。 

总 的 来 看 ，Di 世代 的 挤 压 收缩 ， 对 高 黎贡山 主体 构造 格 架 的 形成 商定 了 基础 ， 同 
时 也 形成 了 构造 层次 不 同 、 流 变 学 特征 不 同 的 几 种 构造 相 的 共生 构造 组 合 。 高 黎贡山 构 

造 带 主 要 表现 为 中 部 构造 相 ， 而 在 相 邻 的 潞 西 -晚上 町 地 区 则 表现 为 浅 部 构造 相 的 变形 ， 

卷 人 变形 的 最 高 层 位 为 下 -中 三 到 统 ， 并 造成 上 履 中 、 晚 三 肆 世 地 层 的 不 整合 覆盖 。 因 
此 ，Di 世代 的 变形 时 期 为 印 支 期 。 

2.2.2 D;, 世代 的 构造 变形 

除 第 三 系 、 第 四 系 外 ， 该 构造 区 的 多 数 地 质 体 都 卷 人 了 D, 世代 的 构造 变形 ， 并 且 

仍 以 纵向 置换 的 构造 组 合 形式 表现 出 来 〈 表 2) 。 

表 2 高 黎贡山 构造 区 D: 世代 构造 共生 组 合 表 

裙 皱 ”主要 以 D; 世代 形成 的 剪 切 糜 棱 面 理 及 Sn 十 2 裙 臂 理 为 变形 面 ， 在 弱 变 形 域 地 带 以 开 冰 的 等 厚 裙 皱 为 

主 ， 在 强 应 变 带 则 出 现 中 常 一 紧密 裙 皱 ， 即 出 现 共 轴 ， 亦 出 现 横 跨 释 加 裙 皱 ， 位 态 上 以 斜 焉 水 平 裙 皱 

为 主 ， 少 数 为 倾 竖 裙 皱 

臂 理 ” 剪 切 带 以 糜 棱 面 理 为 主 ， 其 余 见 非 透 人 性 的 不 连续 性 臂 理 

线 理 “有 交 面 线 理 ， 剪 切 带 中 见 矿 物 拉 伸 线 理 

断裂 ” 以浅 构 相 逆 冲 推 蔬 韧性 剪 切 带 为 主 ， 兼 有 右 行走 滑 剪 切 〈 侧 向 拉 伸 ) 

2.2.2.1 禄 皱 构造 

与 D, 世代 变形 相 比 ， 该 期 岩层 露头 小 裙 皱 不 发 育 ， 而 且 在 强 应 变 带 和 弱 应 变 域 中 

的 表现 形式 各 不 相同 ， 并 对 Di 世代 的 裙 皱 有 明显 的 琶 加 改造 作用 。 
ao 2 



开阔 裙 皱 : 多 见于 弱 应 变 域 地 区 ， 变 形 面 比较 复杂 ， 有 裙 臂 理 ， 也 有 早期 的 剪 切 面 

理 。 裙 皱 转 折 端 圆柱 状 程度 较 高 ， 两 辟 夹 角 较 大 ， 多 属 J. C. Ramsay 形态 分 类 的 了 型 

(等 厚 ) 裙 皱 〈 图 7)。 此 开阔 裙 皱 沿 轴 面 可 见 不 连 续 的 破 臂 理 。 

0 S0cm 

图 7 瑞丽 武 甸 Peg! 中 Ds 世代 开阔 初 皱 
Sn 十 1: 晋 宁 期 结晶 叶 理 ; Sn 十 2: 印 支 期 裙 臂 理 ，Sn 十 3: 燕山 期 破 臂 理 

紧 财 实 皱 : 分 布 于 韧性 剪 切 带 中 ， 与 早期 D, 世代 的 初 皱 相 比 ， 主 要 是 变形 面 不 

同 ， 变 形 面 除了 Sn 十 2 面 理 外 ， 早 期 的 剪 切 糜 棱 面 理 〈Sm) 亦 是 主要 的 变形 面 ， 该 袜 
皱 的 紧密 程度 较 高 ， 属 I 型 〈 相 似 )》 裙 锌 〈 图 8)。 沿 紧 闭 裙 皱 的 轴 面 方向 可 见 透 入 性 
差 、 不 连续 的 臂 理 〈Sn 十 3)， 臂 理 域 被 微 片 状 白 云母 和 雏 晶 黑 云 母 充 填 ， 反 映 韧 性 剪 
切 裙 皱 的 同时 ， 伴 有 一 定 的 变质 作用 。 

图 8 瑞丽 南京 里 韧性 剪 切 带 中 紧密 裙 皱 

Sm: 廉 棱 面 理 ，Pm: 微型 韧性 剪 切 带 

倾 坚 裤 皱 : 偶 见 于 同期 剪 切 带 的 旁 侧 ， 裙 皱 转 折 端 圆柱 状 程度 较 高 〈 图 9) ， 枢 纽 

和 轴 面 都 近 于 直立 〈 倾 伏 角 85 ) 。 与 早期 (Di 世代 ) 的 同类 型 袜 皱 相 比 ， 主 要 是 以 不 
记 二 



产生 初 臂 理 相 区 别 。 

AN 
2> 45" 一 85 

图 9 瑞丽 广 喊 回 蚌 韧 性 剪 切 带 旁 图 10 ”瑞丽 南京 里 Pb gA 中 共 轴 释 加 裙 皱 

侧 倾 竖 裙 皱 素描 图 Dif:， 印 支 期 裙 皱 轴 ;，Dzf: 燕山 期 裙 皱 轴 

@: 变 粒 岩 ; @: 伟 唱 岩 脉 

丢 加 裙 皱 特征 : 对 早期 的 裙 皱 共 出 现 两 种 麦 加 形式 ， 一 种 为 共 轴 释 加 〈 图 10)， 即 

两 期 裙 皱 轴 的 延伸 方向 一 致 ， 为 SW-NE 向 ;， 槐 纽 略 向 240 方向 倾 估 ， 倾 伏 角 8 ， 早 期 

裙 皱 轴 面 (包括 Sn 十 2 裙 臂 理 ) 已 发 生 弯曲 ， 晚 期 裙 皱 轴 近 于 直立 。 被 玛 加 的 对 象 可 

能 是 Di 世代 的 枢纽 癌 NE-SW 水 平 延 伸 的 斜 牌 水 平 裙 皱 或 斜 牌 微 倾 伏 裙 皱 。 另 一 种 为 

横 跨 到 加 ， 即 两 期 裙 皱 轴 几 乎 直 交 ， 晚 期 裙 皱 转折 端 有 固定 的 延伸 方向 ， 呈 N-NEE 方 向 

延伸 ， 而 早期 的 裙 皱 转 折 端 已 呈 鞍 状 弯曲 ， 被 到 加 的 对 象 可 能 是 Di 世代 枢纽 向 NW 倾 

伏 的 斜 卧 裙 皱 。 

2.2.2.2 面 理 构造 (Sn 十 3) 

该 世代 变形 的 面 理 构 造 不 发 育 ， 主 要 为 同期 韧性 剪 切 带 中 的 剪 切 糜 棱 理 。 该 面 理由 

雏 唱 黑 云 母 〈d<0. 03mm) 定向 并 聚集 成 条 纹 、 条 痕 而 显示 出 来 。 其 产 状 在 全 区 较 稳 

定 ， 均 向 NW 倾 ， 倾 角 40 一 50 。 另 在 一 些 裙 皱 核 部 还 可 见 透 入 性 较 差 的 不 连续 臂 理 。 

2.2.2.3 线 理 构造 

该 期 线 理 构 造 不 太 发 育 ， 主 要 见 同期 韧性 剪 切 带 中 的 矿物 生长 线 理 ， 矿 物 生 长 线 理 

的 长 轴 倾 伏 方向 与 剪 切 糜 棱 面 理 倾 向 一 致 ， 均 向 NW 倾 ， 从 相伴 的 不 对 称 压力 影 拖 尾 

方向 来 看 ， 矿 物 的 生长 线 理 亦 与 NW 向 SE 韧性 逆 冲 推荐 作用 有 关 。 与 早期 的 矿物 生长 

线 理 相 比 ， 矿 物 的 种 类 有 所 不 同 ， 此 期 矿物 含 较 多 的 白云 母 及 难 唱 黑 云母 。 该 期 其 他 线 

理 还 有 窗 村 构 造 和 交 面 线 理 ， 两 者 都 呈 NE-SW 向 水 平 状 延伸 ， 与 同期 裙 皱 枢纽 的 方向 

一 致 ， 无 疑 同属 b 线 理 。 

2.2.2.4 断裂 构造 

该 期 断裂 活动 仍 表现 为 遍布 的 韦 性 逆 冲 推 攻 剪 切 带 。 与 D 世代 的 韧性 剪 切 带 相 

比 ， 两 者 在 许多 方面 有 着 明显 的 差异 〈 表 3) 。 总 的 来 看 ，Di, 世代 的 韧性 剪 切 带 形成 于 

变质 程度 较 高 的 角 闪 岩 相 构造 环境 中 ， 而 且 有 明显 的 至 加 改造 形迹 。 该 期 (D; 世代 ) 

的 性 剪 切 带 形成 于 变质 程度 较 低 的 绿 片 岩 相 构造 环境 。 
e。 2I8 。 



表 3 高 黎贡山 构造 区 两 期 韧性 剪 切 带 特征 对 比 表 

主要 标志 Di 世代 韧性 剪 切 带 D。 世代 韧性 剪 切 带 

规模 规模 宏大 ， 韦 性 剪 切 带宽 1 一 2km 规模 小 ， 剪 切 人 带宽 仅 100 一 300m 

构造 岩 以 角 闪 黑 云 二 长 英 质 〈 变 余 ) 糜 棱 岩 为 主 ， 岩 ”以 富 雏 晶 黑 云 长 英 质 糜 棱 岩 为 主 ， 另 有 超 糜 棱 

石 的 塑性 变形 明显 岩 ， 岩 石 具 脆 一 塑性 变形 

矿物 变形 ”长 石 变 形 明 显 ， 具 波状 消光 、 双 唱 纹 弯曲 、 双 “长 石 变 形 很 不 明显 ， 而 石英 的 变形 较 强 

品 纹 滑 移 现 象 

新 生 伏 物 山 风 主要 的 微 片 状 轴 云 母 ，& 三 00.03 一 ”0.1i，， 主要 为 维 晶 状 黑 云母 ，& 0.02mm，Ng 三 黄 红 

Ng 三 褐 红 - 红 棕色 ， 另 有 阳 起 石 、 纤 状 角 闪 石 色 。 另 有 短片 状 白 云母 、 毛 发 状 砂 线 石 

琶 加 改造 ”到 加 改造 明显 ， 常 以 该 期 剪 切 面 理 为 变形 面 ， 无 琶 加 改造 现象 

出 现 新 的 裙 皱 和 裙 臂 理 

综 上 所 述 ，D* 世代 的 变形 构造 ， 不 论 是 褐 皱 还 是 韧性 剪 切 带 ， 都 主要 表现 为 由 

NW 向 SE 的 逆 冲 所 致 ， 仅 局 部 兼 有 右 行 平移 走 滑 。 区 内 目前 的 构造 格 架 最 终 是 经 D 

世代 变形 所 铸 成 ， 从 相 邻 地 区 〈 晚 町 - 潞 西 ) 看 ， 卷 人 该 期 变形 的 最 高 层 位 为 白垩 系 。 

而 且 变形 、 变 质 还 波及 到 同位 素 年 龄 值 为 74 一 77Ma 的 花岗岩 地 质 体 ， 因 此 ，D, 世代 
的 构造 活动 应 属 燕山 晚期 。 

2.3 后 期 构造 变形 

高 黎贡山 构造 区 的 构造 格 架 基 本 形成 以 后 ， 又 经 历 了 后 期 脆性 构造 大 加 ， 按 先后 顺 

序 和 变形 方式 不 同 ， 可 分 成 两 个 世代 的 变形 ， 分 别称 为 D: 和 Di 世代 构造 变形 。 

2.3.1 Ds 世代 的 构造 变形 

该 世代 的 构造 形迹 主要 为 脆性 的 走 滑 平 移 断 层 。 各 走 滑 平移 断层 除 规模 〈 长 度 ) 及 

相对 错位 方向 有 所 差别 外 ， 其 余 特 征 相 似 。 

(1) 各 断层 破碎 带宽 30 一 50m， 主 要 由 脆性 变形 的 构造 角 砾 岩 、 断 层 泥 构成 。 构 造 

角 砾 岩 成 分 较 复 杂 ， 有 各 类 片 麻 岩 、 含 钙 硅 酸 盐 的 各 种 变 粒 岩 、 片 麻 状 黑 云 二 长 花 岗 

岩 、 似 斑 状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和 魔 棱 岩 等 。 

《2) 断层 常 造 成 早期 的 构造 线 不 连续 ， 或 第 三 系 的 不 整合 界线 明显 错位 ， 或 韧性 剪 

切 带 的 突然 错开 ， 或 使 侵入 体 界 线 〈 包 括 次 生 面 理 界线 ) 发 生 断 错 。 
《3) 由 于 这 些 断 层 破 碎 带 抗 风 化 和 抗 冲 蚀 能 力 差 ， 地 貌 上 往往 形成 直线 状 的 沟谷 ， 

或 水 系 沿 断 层 线 突 然 折线 改变 方向 ， 部 分 断层 线 上 还 出 现 串 珠 状 温 泉 。 

2.3.2 Di: 世代 的 构造 变形 

主要 表现 为 正 断 层 及 平缓 裤 皱 ， 出 现在 新 生 代 盆 地 边缘 ， 可 能 与 不 均衡 的 抬升 作用 

有 关 。 所 形成 的 初 皱 不 多 ， 共 同 特征 是 以 层 理 为 变形 面 ， 卷 人 变形 的 最 高 层 位 为 上 第 三 

系 ， 轴 迹 往往 被 第 四 系 掩 盖 。 裙 皱 为 宽 缓 的 短 轴 背 斜 和 向 斜 。 

上 述 特征 表明 ， 高 黎贡山 构造 区 的 后 期 构造 主要 体现 了 表 部 构造 层次 的 脆性 变形 ， 

从 表现 的 作用 方式 来 看 ， 一 种 以 平移 走 滑 作 用 为 主 ， 另 一 种 为 不 均衡 的 抬升 作用 。 两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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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的 时 间 应 为 喜马拉雅 期 ， 其 中 ， 不 均衡 抬升 造成 了 第 四 系 冲 积 阶地 的 发 育 ， 这 种 抬 
升 作 用 至 今 仍 有 表现 ， 说 明 不 均衡 抬升 作用 时 间 晚 于 平移 走 滑 作用 。 

3 绪 霹 

综 上 所 述 ， 高 黎贡山 南 段 的 结晶 基底 至 少 经 历 了 5 次 构造 变形 ， 其 总 体 构造 演化 趋 

势 是 从 中 - 深 构造 层次 向 浅 部 构造 层次 和 表 部 构造 层次 逐渐 演化 。 每 一 次 构造 层次 的 转 
变 总 是 与 强烈 的 构造 作用 密切 相关 ， 特 别 是 印 支 -燕山 期 的 两 次 以 逆 冲 推 覆 为 主 ， 并 伴 
随 平移 走 滑 的 复合 构造 作用 ， 形 成 该 区 基本 构造 格 架 ， 后 经 喜马拉雅 期 的 脆性 变形 ， 最 
终 形 成 今日 所 见 的 构造 格局 。 

由 于 笔者 水 平 所 限 ， 上 述 认 识 肯定 存在 缺点 和 错误 ， 相 信 随 着 该 区 工作 的 不 断 深 入 
和 研究 程度 的 提高 ， 将 会 对 本 文 不 足 之 处 予以 修正 。 

主要 参考 文献 〈 略 ) 

e。 30 。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的 大 地 构造 归属 和 区 域 成 矿 特 征 ， 
多 虱 现 
(云南 省 地 质 矿产 厅 ) 

1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的 命名 依据 及 构造 归属 

怒江 断裂 以 西 至 密 支 那 缝 合 线 之 间 的 汗 西 部分， 大 地 构造 单元 曾 有 多 种 称谓 。 云 南 

省 区 域 地 质 志 “〈 云 南 省 地 矿 局 1990) 称 之 为 伯 舒 拉 岭 -高 黎贡山 裙 皱 带 ， 隶 属于 囚 底 

斯 - 念 青 唐 古 拉 裙 皱 系 ; 陈 炳 蔚 等 (1987) 称 之 为 腾冲 裙 皱 带 ， 隶 属于 波 密 -腾冲 裙 皱 

系 ; 刘 增 乾 等 〈1993) 称 之 为 伯 舒 拉 - 高 黎贡山 推 复 带 ， 隶 属于 察 隅 - 梁 河 陆 块 ， 程 裕 淇 

(1994) 称 之 为 冈 底 斯 -腾冲 陆 缘 活动 带 ， 隶 属于 藏 汗 中 间 板 块 ; 笔者 等 〈1994) 命名 为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 隶 属于 三 江 〈 怒 江 、 澜 沧 江 、 金 沙 江 ) 特 提 斯 造山 带 。 

命名 的 多 样 性 不 仅 反 映 出 不 同 研究 者 的 构造 观点 ， 也 显示 出 对 本 区 构造 特征 认识 上 

的 差别 。 由 于 篇 幅 限 制 ， 在 此 不 讨论 称谓 问题 ， 但 要 简 述 本 区 本 质 特 征 中 需 强 调 之 点 : 

(1) 尽管 命名 不 同 ， 但 对 此 单元 的 边界 划 法 却 惊 人 地 一 致 ， 其 原因 是 此 单元 严格 地 

分 布 在 怒江 、 密 支那 两 条 巨大 的 断裂 之 间 。 后 者 具 缝 合 线性 质 ， 前 者 具 韧 性 剪 切 带 

性 质 。 

(2) 本 区 地 层 系统 具 双 层 结构 。 中 深 变 质 岩 基底 出 露面 积 大 ， 详 细 的 1 : 5 万 区 调 

表明 其 主体 上 属于 多 条 剪 切 带 分 隔 的 岩片 ， 只 能 建立 层 状 无 序 的 构造 -地 层 单位 。 区 域 

性 混合 岩 化 、 麻 棱 岩 化 十 分 强烈 。 浅 /未 变质 岩 系 仅见 D 、C-s、P 、T 、Nz-Q; 出 

露面 积 不 足 全 区 的 1/15， 沉 积 间断 多 ， 累 计 厚 度 仅 3685 一 5515m。 两 相 比较 ， 变 质 岩 基 

底 占 绝对 优势 。 

(3) 变质 岩 系 时 代 、 原 岩 、 变 质 特 征 ， 纵 向 上 可 与 西藏 地 区 的 念 青 唐古拉 和 群 对 比 ， 

属于 云南 三 大 变质 基底 类 型 中 的 喜马拉雅 板块 型 基底 。 前 寒 武 纪 的 古 地 理 及 其 构造 位 置 

与 断层 两 侧 尚 无 法 恢复 。 

(4) 古生代 以 来 ， 区 内 的 地 层 记 录 与 周边 〈 特 别 是 保山 、 龙 陵 地 区 ) 似 有 一 定 联 系 

〈 详 见 下 述 ) ， 但 总 的 是 两 套 系统 ， 相 异 点 大 于 共同 点 ， 符 合 变质 地 体 的 特征 。 

(5) 重要 的 是 从 古 特 提 斯 洋 〈 主 扩张 带 在 澜沧江 缝合 线 ) 到 新 特 提 斯 洋 “〈 主 扩张 带 

在 雅鲁藏布江 缝合 线 及 密 支 那 缝 合 线 ) 的 演化 ， 本 区 扮演 了 A. M. C Sengor 等 〈1991) 

所 称 的 基 米 里 地 块 的 角色 。 

《6) 更 重要 的 是 本 区 是 新 特 提 斯 造山 带 毗 邻 地 区 ， 因 受 其 影响 出 现 陆 内 造山 、 双 变 

质 带 、 中 新 生 代 巨大 花岗岩 带 等 现象 ， 造 成 了 本 区 是 成 矿 时 代 最 新 、 构 造 最 活 姥 的 地 

带 。 但 是 ， 与 其 他 研究 者 认识 上 的 重要 区 别 是 : 本 文 强 调 其 属 变质 地 体 卷 人 了 陆 内 再 次 

造山 的 本 质 ， 这 是 腾冲 地 区 矿产 丰富 、 构 造形 式 特殊 、 形 成 孤立 “热点 ”的 主因 ， 也 是 

* 本 文 1996 年 发 表 于 《云南 地 质 》，15(2):， 114 一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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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 同意 视 香 简单 的 中 新 生 代 裙 皱 带 或 推 攻 带 或 陆 缘 活动 带 的 原因 。 
由 上 可 见 ， 本 区 构造 单元 属于 变质 地 体 性 质 。 

2 从 区 域 成 矿 作用 及 构造 硬 桨 活动 看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的 特征 

2.1 前 寒 武 纪 的 主体 成 矿 作用 

研究 云南 成 矿 系 列 的 成 果 表 明 : 前 寒 武 纪 ， 云 南 火 山 活 动 占 主 导 的 成 矿 作 用 是 铁 铀 

重要 成 矿 期 。 其 间 虽 经 历 了 由 火山 -沉积 、 喷 流 沉 积 、 沉 积 - 改 造 等 不 同 作 用 的 演化 ， 在 
早 元 古代 晚期 、 中 元 古代 早期 及 中 期 形成 三 次 高 潮 ， 全 省 唯 独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火 山 活 

动 微弱 ， 至 今 未 发 现 铁 铜 矿 化 层 位 ， 显 示 出 其 隶属 于 喜马拉雅 型 变质 基底 ， 而 与 印 支 地 
块 型 、 扬 子 地 块 型 有 本 质 区 别 。 

2.2 变质 地 体 边缘 的 热 水 沉 积 成 矿 盆地 

云南 重要 的 热 水 沉 积 矿床 大 多 产生 于 拉 伸 环 境 的 盆地 ， 在 空间 上 常 与 古 陆 〈 或 地 

体 ) 共生 。 例 如 ， 越 北 古 陆 北 缘 3 次 大 的 陆 内 拉 伸 ， 依 次 出 现 了 蒙 自 白 牛 三 式 喷 流 岩 系 

的 富 银 多 金属 矿 《SG ， 后 期 到 加 花岗岩 成 矿 )、 芒 柴 冲 式 喷 流 沉积 铅 锌 矿 〈Di)、 右 江 

沉降 带 内 地 下 热 水 活 动 有 关 的 锋 金 矿 等 〈(P:-T)* 沿 川 汗 古 隆起 东 缘 两 次 继承 性 拉 伸 ， 

依次 形成 东 川 铜 铁 成 矿 系列 (Pt ) 、 滇 中铁 矿 成 矿 系 列 (Pt );， 沿 石 鼓 地 体 - 中 咱 隆 起 

西 侧 ， 形 成 拖 顶 式 铜 矿 〈Di ) 、 羊 拉 式 铜 矿 〈P:) 、 金 顶 式 铅 锌 矿 〈E) 等 各 类 热 水 沉 积 

矿床 。 

在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南 侧 ， 热 水 沉积 的 成 矿 盆 地 包括 了 动 兴 式 〈Oi)、 和 鲁 子 园 式 

CSs:) 和 延 人 缅甸 的 包 德 温 式 〈E-O) 等 多 金属 矿床 。 分 布 范围 长 达 250km， 宽 80km， 

NEE 延伸 。 热 水 沉积 盆地 毗邻 剥蚀 区 ， 可 从 龙 陵 、 潞 西 的 下 奥 陶 纪 底 部 的 区 域 性 假 整 

合 和 厚 达 175m 的 底 砾 岩 见 端倪 。 

2.3 密集 的 环 带 状 草 切 带 及 混合 岩 反 映 出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的 构造 变质 
强度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系 与 缅甸 摩 谷 片 麻 岩 相 连 ， 除 元 古代 的 早期 变质 外 ， 同 构造 期 与 强 

大 剪 切 活动 有 关 的 变质 作用 ， 包 括 各 类 魔 棱 岩 、 构 造 透镜 体 、 细 有 颈 化 等 ;构造 面 理 普 遍 
置换 了 层 理 ， 岩 组 之 间 的 界面 为 大 小 不 等 的 剪 切 带 、 糜 棱 岩 带 ; 从 片 麻 理 到 混合 岩 带 。 

区 域 上 呈 完 美的 环 带 状 ， 自 北向 南 ， 由 近 南 北向 渐次 弯曲 成 东北 东 向 分 布 。 该 区 的 变质 

史 和 同位 素 年 龄 资料 表明 ， 在 元 古代 未 至 古 特 提 斯 碰撞 造山 之 间 ， 此 变质 地 体 有 可 能 经 

受过 大 规模 的 拆 离 构造 作用 。 

2.4 从 晚 十 生 代 冰 水 沉 积 相 的 研究 判定 出 高 黎贡山 由 变质 地 体 向 复合 地 体 

的 转化 

前 已 述 及 高 黎贡山 地 层 系统 具有 两 层 结构 的 明显 特征 。 晚 古生代 未 ， 冈 瓦 纳 大 陆 及 

其 边缘 出 现 了 3 种 冰 水 沉积 相 : 一 是 大 陆 内 部 陆 相 为 主 的 印度 型 ， 二 是 由 西藏 申 扎 〈 昂 
杰 组 ) 经 云南 腾冲 〈( 动 洪 群 ) 到 泰国 普 吉 〈 普 吉 群 ) 的 珠 峰 型 ， 时 代为 Cz-Cs ， 缺 乏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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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岩 ， 较 多 冰 管 成 因 的 含 砾 砂 板 岩 ; 三 是 时 代 稍 晚 的 早 二 麦 世 早期 的 保山 型 ， 海 相 为 

主 ， 夹 多 层 火 山 者 ， 较 少 含 砾 砂 板 岩 。 
在 空间 上 ， 高 黎贡山 的 冰 水 沉积 横向 上 与 保山 型 、 印 度 型 差别 很 大 ， 其 古 构 造 位 置 

可 能 相距 较 远 ;在 纵向 上 已 延绵 大 于 3000km， 反 映 出 双 层 地层 结 构 的 高 黎贡山 复合 地 

体 由 单一 的 变质 地 体 转化 而 来 ， 在 晚 古 生 代 已 经 成 形 。 

2.5 变质 地 体内 强烈 的 花岗岩 成 矿 作 用 

著名 的 东南 亚 含 锡 花岗岩 带 的 西 支 延 人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内 ， 这 是 新 特 提 斯 碰撞 造 

山 的 结果 。 但 是 下 列 特征 却 是 东南 亚 锡 矿 带 所 少 有 的 : @ 腾冲 - 深 河 地 区 花岗岩 旋回 十 

分 清楚 ， 从 晚 侏 罗 世 至 早 第 三 纪 ， 可 分 出 两 个 岩 群 、8 个 超 单元 和 28 个 单元 〈 罗 君 列 

等 1994); @) 本 区 自 东 向 西 有 序 地 出 现 3 个 成 矿 亚 带 ， 其 成 矿 时 代 、 含 矿 性 变化 规律 

明显 ; @ 本 区 与 花岗岩 有 关 的 成 矿 类 型 比较 齐全 ， 以 锡 为 主 的 有 色 、 稀 有 矿床 类 型 达 

11 种 ; 由 含 锡 丰 度 处 于 东南 亚 前 列 。 可 见 ， 同 处 于 印度 板块 俯冲 前 缘 的 东南 亚 锡 矿 带 

西 支 ， 只 有 腾冲 - 梁 河 地 区 具有 陆 壳 重 熔 和 良好 的 变质 基底 前 提 ， 只 有 本 区 具有 从 元 古代 

到 华 力 西 晚期 多 次 混合 岩 化 和 近 地 花 岗 岩 的 准备 期 ;作为 东南 亚 锡 矿 带 西 支 主要 成 锡 层 

位 一 一 富 钙 细 碎 导 岩 为 主 的 动 洪 群 只 在 本 区 特别 发 达 ;， 板块 缝合 线 在 怒江 、 陇 川江 、 槟 

郴 江 等 多 条 弧 形 断裂 的 复合 下 ， 才 在 本 区 形成 宽 疮 的 大 型 薄皮 构造 。 这 些 构 造成 矿 环 境 

是 东南 亚 锡 矿 带 西 支 其 他 区 段 所 缺少 的 。 

2.6 双 变 质 带 只 在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出 露地 段 才 完整 

著名 的 中 缅 边 境 双 变质 带 以 密 支 那 高 压低 温 的 翡 滩 矿 带 和 腾冲 - 梁 河 低压 高 温 的 花 
岗 岩 岩浆 有 色 、 稀 有 成 矿 带 相配 套 为 主要 标志 。 无 论 向 南 或 向 北 ， 双 变质 带 都 不 很 发 
达 ， 相 应 的 矿产 成 矿 丰 度 急 剧 降低 。 

2.7 只 在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上 出 现 典型 的 陆 内 “热点 ” 

引 人 有 瞩目 的 腾冲 “热点 ”表现 出 一 系列 典型 的 地 质 事件 : 从 早上 新 世 到 晚 全 新 世 ， 

共计 5 期 约 48 处 的 腾冲 火山 群 ， 七 大 高 温 地 热 田 包 括 62 处 水 热 活动 区 ， 氢 同位 素 研究 
发 现 来 自 帼 源 的 水 热 信 息 ;“ 热 点 ”中 心 处 于 环形 断裂 的 转折 部 位 ;独特 的 两 河 式 热 朱 
型 金成 矿 作 用 。 以 上 热流 值 高 及 集中 程度 为 “三 江 ” 其 他 地 区 所 少 有 。 

2.8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所 处 的 特殊 板块 边界 性 质 

当 新 特 提 斯 城 碰 撞 造 山 时 ， 形 成 了 雅鲁藏布江 和 密 支 那 缝合 线 ， 但 是 两 者 的 性 质 极 

不 相同 。 雅 鲁 藏 布 江 处 于 印度 板块 向 北 俯冲 的 前 缘 ， 其 构造 剖面 在 蛇 绿 岩 带 以 北 依次 出 

现 日 喀 则 群 弧 前 沉积 和 东西 向 巨大 的 冈 底 斯 岩 基 ， 但 却 缺 乏 前 面 第 2. 5 至 第 2. 7 节 所 述 

的 锡 矿 带 、 双 变质 带 和 “热点 ”。 当 人 们 妃 索 汗 西 锡 矿 带 北 延 时 ， 其 成 矿 丰 度 的 急剧 变 

化 令 人 居 讶 。 相 反 ， 密 支那 颖 合 线 处 于 印度 板块 向 北 俯冲 的 东 侧 以 走 滑 为 主 ， 其 构造 剖 

面 在 蛇 绿 岩 融 以 东 直 接 为 变质 地 体 。 因 此 缺乏 典型 的 弧 前 沉积 。 巨 大 的 花岗岩 基 已 为 变 

质地 体 上 的 再 生 重 熔 花 岗 岩 及 锡 矿 带 所 代替 ， 双 变质 带 和 “热点 ”也 是 变质 地 体 基底 作 

为 “ 底 垫 ”的 一 种 效应 。 附 带 指 出 ， 环 绕 变质 地 体 周边 的 次 级 走 滑 断 裂 。 在 有 慢 源 物质 
。 33 。 



为 超 镁 铁 岩 与 排 金 作用 的 有 利 区 段 ， 为 潞 西 一 带 ， 志 性 剪 切 带 控制 的 金 矿床 已 由 核 工业 
系统 肯定 其 经 济 价值 。 

综 上 所 述 ， 研 究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的 构造 性 质 、 重 大 地 质 事件 、 区 域 成 矿 及 其 与 周 
边 地 区 的 联系 和 区 别 ， 对 深化 “三 江 ” 地 区 的 基础 地 质 研究 和 指导 普查 找 矿 有 重要 
意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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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贡山 变质 闪 南 段 的 多 期 变质 作用 特征 

严 城 民 玉兰 
《云南 地 勘 局 区 调 所 ) 

驯 

自 1992 年 以 来 ， 云 南 省 地 矿 局 区 域 地 质 调查 所 第 九 分 队 在 该 区 进行 1: 5 万 区 调 工 

作 ， 在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带 中 获得 了 大 量 可 靠 的 到 加 变质 资料 。 初 步 认为 : 高 黎贡山 变质 

本 LI YY ZU 区 |P Ce 其 

区 SS 人 \ 共 PPo2e 
SN Sa 于 &CCKAAAX 

2 

RS 
EN 了 [7 

园 本 辐 世 下 HOTEEESST: 
图 1 高 黎贡山 南 段 变 质地 质 图 

1: 第 四 系 ; 2: 第 三 系 ; 3: 三 至 系 伙 马 组 ; 4: 三 友 系 扎 多 组 ; 5: 二 春 系 沙子 坡 组 ; 6: 石 谈 系 动 洪 群 ; 

7: 中 元 古 界 高 黎贡山 岩 群 ，8: 大 石头 村 单元 ; 9: 曼 弄 单元 ;10: 帕 当 单元 ; 11: 动 凤 单元 ; 12: 地 质 

界线 ; 13: 不 整合 界线 ; 14: 断层 ;15: 燕山 期 韧性 剪 切 带 : 16: 印 支 期 万 性 剪 切 带 : 17: 瑞丽 断裂 / 变 

质 岩 带 界 线 ; 18: 独 龙 江 一 梁 河 变质 岩 带 ; 19: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带 ;20: 汕 西 变质 岩 带 ;21: 未 变质 地 

区 ;22: 普宁 期 变质 〈 区 域 动力 热流 变质 ， 低 压 型 ， 低 角 闪 岩 相 ); 23: 印 支 期 变质 〈 区 域 低温 动力 变质 ， 

低 绿 片 岩 相 ); 24: 藻 山 期 变质 〈 区 域 低 温 动力 变质 ， 低 绿 片 岩 相 ) 

< 本 文 1996 年 发 表 于 《云南 地 质 》，15(2):， 119 一 123 



岩 带 至 少 存 在 晋 宁 期 〈 区 域 动力 热流 变质 ， 低 角 闪 岩 相 ) 、 印 支 期 〈 区 域 低 温 动力 变质 ， 

低 绿 片 岩 相 ) 及 燕山 期 〈 区 域 低 温 动力 变质 ， 低 绿 片 岩 相 ) 3 期 区 域 变质 〈 图 1) 。 笔 者 

有 幸 能 自始至终 参与 此 项 工作 ， 现 将 资料 整理 成 文 ， 供 同行 们 参考 。 

普宁 期 变质 作用 

本 期 变质 遍及 整个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带 。 卷 人 变质 的 地 质 体 为 中 元 古 界 高 黎贡山 岩 群 

及 中 元 古代 动 凤 单元 。 

区 域 变 质 岩 石 〈 狭 义 的 ) 以 黑 云 斜 长 变 粒 岩 、 黑 云 斜 长 片 麻 岩 较为 常见 ， 黑 云 片 

岩 、 角 内 片 宕 、 角 闪 斜 长 变 粒 岩 、 角 内 斜 长 片 麻 岩 、 斜 长 浅 粒 岩 、 透 辉 斜 长 变 粒 岩 、 大 

理 岩 及 斜 长 角 闪 岩 较 少 。 此 外 ， 还 有 宽 罕 不 均 、 长 得 不 一 的 条 带 状 出 露 的 眼球 - 变 斑 状 

混合 岩 、 条 带 - 条 纹 状 混合 岩 、 条 痕 状 混合 岩 及 混合 片 麻 岩 。 

在 上 述 区 域 变 质 岩 〈 狭 义 的 ) 中 ， 和 斜 长 石 、 普 通 角 闪 石 、 黑 云母 、 铁 铝 榴 石 、 硅 线 

石 、 透 辉 石 、 方 柱石 等 晶 形 特征 基本 相同 。 斜 长 石 旦 “ 它 ” 形 粒状 ， 粒 径 0. 25 一 

1. 0mm，A7x 一 29 一 48“〈 钙 硅 酸 盐 岩 中 Axz 王 60 一 63) ， 普 通 角 闪 石 呈 半 自 形 柱状 ， 大 小 

为 (0.1~-0.3)mmX(0. 45 一 0. 80)mm，Neg 一 深 绿 色 。 黑 云母 呈 半 自 形 片 状 ， 片 径 0. 12 一 

0. 5mm，Nesg = 王 黄 棕 - 次 棕色 。 硅 线 石 呈 细 柱状 ， 大 小 为 (0.35 一 0.50)mm 色 (0. 10 一 

0. 15)mm， 平 行 消光 ， 负 延性 。 透 辉 石 呈 细 柱状 ， 大 小 为 0. 2 一 0. 5mm， 近 于 无 色 。 方 

柱石 呈 短 柱状 ， 平 行 消光 ， 负 延性 。 岩 石 中 出 现 的 典型 矿物 共生 组 合 为 : 石英 十 斜 长 石 

(4 二 33 一 35) 十 黑 云 母 必 二 母 片 者 ) 世 普通 角 内 看 十 黑 云 母 直 斜 长 看 CAA 一 33634238) 

士 石英 〈 角 闪 质 岩石 ) 、 铁 铝 榴 石 十 石英 十 斜 长 石 (Am 王 30 一 35) 十 黑 云母 土 硅 线 石 

( 黑 云 斜 长 质 岩 石 ) 、 斜 长 石 (Amz=60 一 63) 十 透 辉 石 十 方 柱石 士 普通 角 闪 石 “〈 征 硅 酸 

盐 岩 石 ) 。 铁 铝 榴 石 在 图 解 〈 图 2) 中 的 投影 点 均 落 入 硅 线 石 带 ; 普通 角 闪 石 、 黑 云母 

在 图 解 〈 图 3 和 图 4) 中 ， 投 影 点 均 落 入 角 闪 岩 相 区 内 ;平衡 共生 的 黑 云母 - 石 榴 石 、 

斜 长 石 -普通 角 闪 石 矿物 对 图 解 〈 图 5 和 图 6) 反映 了 变质 温度 为 550 一 700C 。 和 斜 长 石 - 普 

通 角 闪 石 矿 物 对 极 普通 角 闪 石 的 ALSi 图 解 〈 图 6 和 图 7) 又 反映 了 变质 压力 为 2 一 4kb。 

(CaO+MnO)% 重量 

Na+ 开 

24 28 32 36 40 

(FeO+MgO)% 重量 Ti 

图 2 变质 岩 中 石榴 石化 学 成 分 与 图 3 角 闪 石 中 (Na 十 K) -Ti 变异 图 

变质 程度 关系 图 〈( 南 蒂 ”1968) (3akpyTKHH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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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图 4 变质 黑 云母 的 图 5 变质 贿 中 共存 的 黑 云 母 和 石 

Fe 榴 石 之 间 Mg-Fe 分 配 系数 与 变质 
二 下 ME 六 100 图 解 闪 、 

温度 的 关系 〈IIepdyk 1970) 
(JpyroBa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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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和 斜 长 石 - 角 闪 石 实验 地 质 温 压 计 

(Plyusnina 1982) 

I: 低压 相 系 ;，II: 中 压 相 系 ; II: 高 压 相 系 

图 7 表示 角 闪 石 压 力 型 的 Al"-Si 

变异 图 (Raase 1974) 

综合 分 析 上 述 资 料 ， 本 期 变质 作用 强度 至 少 达 低 角 闪 岩 相 ， 可 能 为 低压 型 ， 变 质 作 
用 类 型 为 低压 区 域 动力 热流 变质 。 

高 黎贡山 岩 群 向 西 延 人 缅甸 后 称 摩 谷 片 麻 岩 ， 其 上 被 浅 变质 的 庄 马 峪 群 (s-~:) 不 

整合 覆盖 ; 岩 带 西 侧 盘 江 一 昔 马 一 带 的 混合 岩 中 获 Rb-Sr 全 岩 等 时 年 龄 值 为 806Ma。 

南京 里 附近 的 斜 长 角 闪 岩 中 获 Sm-Nd 全 岩 等 时 年 龄 值 为 685. 9Ma。 这 些 资 料 表 明 ， 高 

黎贡山 岩 群 的 该 期 变质 作用 发 生 在 晋 宁 期 。 



2 印 支 期 变质 作用 

该 期 变质 作用 波及 整个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带 ， 除 明显 的 到 加 于 已 变质 的 中 元 古 界 高 黎 

贡 山 岩 群 、 中 元 古代 动 凤 单元 之 上 外 ， 还 在 三 到 纪 帕 当 单元 中 刻 上 明显 的 变质 烙印 。 在 

整个 变质 带 内 ， 本 期 变质 作用 强度 不 均 ， 岩 石 面貌 在 强 应 变 带 、 弱 应 变 域 中 表现 不 同 。 

在 弱 应 变 域内 ， 岩 石 仅 发 生 轻 度 魔 棱 岩 化 ， 具 体 表 现 为 长 石 具 透 镜 化 ， 普 通 角 闪 石 

Ng 方向 的 颜色 由 深 绿 色 退 变 为 蓝 绿 色 ， 新 生 的 微 片 状 黑 云 母 〈 片 径 0.03 一 0.08mm) 

与 糜 棱 状 长 英 质 矿物 构成 岩石 的 糜 棱 理 ， 总 体 显 示 退 变质 特征 。 

在 强 应 变 带 一 一 韧性 剪 切 带 内 ， 原 岩 已 被 新 生 的 超 魔 棱 岩 、 魔 棱 岩 、 初 糜 棱 岩 所 取 

代 。 岩 石 具 〈 初 、 超 ) 廉 棱 结构 、 眼 球 纹理 状 构造 。 残 斑 由 斜 长 石 (An= 王 26 一 33) 、 钊 

长 石 、 普 通 角 闪 石 〈 部 分 岩石 中 可 见 针 柱 状 硅 线 石 、 透 辉 石 、 石 榴 石 ) 构成 ， 大 小 为 

(0. 1~0.5)mmx(0.05 一 0. 25)mm。 在 部 分 普通 角 闪 石 残 斑 中 ， 见 有 Ng 方向 的 颜色 由 

深 绿 色 退 变 为 蓝 绿色 ， 并 见 有 退 变 质 的 纤维 状 普通 角 闪 石 、 阳 起 石 边 ， 在 部 分 钾 长 石 残 

斑 中 ， 见 有 沙 中 构造 。 

基质 由 黑 云母 及 长 英 质 矿 物 组 成 ， 流 动 构 造 及 分 异 现象 明显 。 黑 云母 呈 微 片 状 ， 片 

径 0.025 一 0. 085mm，Ng 王 褐 红 - 红 棕色 。 石 英 呈 多 边 形 微粒 状 ， 粒 径 0.05 一 0. 15mm， 

相互 间 呈 齿 状 镰 骨 成 矩形 条 带 ， 与 长 石 质 分 异 条 带 相间 产 出 。 在 大 部 分 岩石 中 ， 见 有 

SC 组 构 。 

上 述 特征 表明 : 岩石 的 变质 强度 至 少 达 低 绿 片 岩 相 〈 黑 云母 级 ) ， 变 质 作 用 类 型 为 

发 生 在 中 浅 部 层次 较 深 部 位 的 与 强烈 挤 压 机 制 相 伴随 的 区 域 低 温 动力 变质 〈 廉 棱 岩 型 ) 。 

该 期 变质 在 岩 带 内 未 获 直 接 时 代 依 据 ， 但 在 岩 带 南 东 侧 下 -中 三 和 至 统 扎 多 组 的 印 支 

期 变质 与 本 岩 带 的 该 期 变质 在 变质 作用 强度 、 变 质 作 用 类 型 方面 都 极为 类 似 (《1 : 5 万 

晓 町 镇 幅 地 质 图 说 明 书 》， 送 审 稿 ，1995) ， 故 将 该 期 变质 作用 时 期 暂 置 于 印 支 期 〈 中 三 

丢 世 ) 。 

3 燕山 期 变质 作用 

该 期 变质 作用 与 印 支 期 变质 作用 类 似 ， 仍 波及 整个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带 ， 变 质 岩 石 类 
型 仍 为 糜 棱 岩 系列 ， 变 质 岩 带 内 仍 出 现 变质 作用 强度 不 均 的 现象 。 唯 与 印 支 期 变质 作用 

相 区 别 的 是 ， 该 期 变质 岩石 形成 于 中 浅 部 层次 较 浅 部 位 ， 并 明显 地 笃 加 于 印 支 期 变质 岩 
每 关上 上。 

在 弱 应 变 域 中 ， 先 期 变质 岩石 的 面 角 基 本 保留 。 又 加 变质 现象 表现 为 岩石 在 先期 变 
质 的 基础 上 又 产生 了 一 组 间隔 状 面 理 〈 燕 山 期 糜 棱 理 )， 基 位 态 与 印 支 期 糜 棱 理 呈 不 同 
角度 斜 交 。 燕 山 期 魔 棱 理由 廉 棱 状 长 英 质 矿 物 、 绢 云母 /白云 母 、 黑 云母 〈 雏 唱 状 ， 片 
径 二 0. 012mm) 构成 。 部 分 岩石 中 见 有 燕山 期 糜 棱 理 分 割 印 支 期 糜 棱 岩 中 的 长 石 残 斑 

的 现象 。 

在 强 应 变 带 一 一 脆 韧 性 剪 切 带 中 ， 先 期 变质 岩石 的 面貌 已 基本 消失 ， 本 期 变质 岩石 
的 面 针 反 映 较 为 全 面 ， 可 划分 为 初 糜 棱 岩 、 廉 棱 岩 、 千 魔 岩 及 构造 片 岩 。 

岩石 具 〈 初 ) 糜 棱 结构 、 千 魔 结构 、 眼 球 线 理 状 构造 。 残 斑 由 斜 长 石 、 钾 长 石 及 少 
量 昌 云 母 、 黑 云母 组 成 ， 均 呈 “c” 形 ， 旋 转 拖 尾 、 压 力 影 现 象 明显 。 斜 长 石 残 斑 具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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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消 光 、 双 晶 纹 弯曲 及 多 米 诺 骨牌 现象 ，Az=25 一 32; 部 分 残 斑 中 尚 见 有 压 熔 石英 贯 

人 及 核 帼 构造 。 白 云母 残 斑 近 “ 鱼 状 >”， 内 含 较 多 的 铁 质 尘 点 ， 似 为 黑 云母 退 变 之 物 。 

基质 由 石英 、 黑 云母 、 长 石 及 少量 绢 云母 /白云 母 、 硅 线 石 构成 。 黑 云母 呈 雏 唱 状 ， 
片 径 0.015 一 0. 100mm，Nsg 王 黄 红色 。 石 英 呈 “ 它 ” 形 粒状 ， 粒 径 0.25 一 0. 65mm， 

具 拔 丝 现 象 及 核 晶 构 造 ， 变 形 带 、 变 形 级 、 波 状 消光 现象 明显 ， 与 糜 棱 状 长 石 相伴 产 

出 。 硅 线 石 呈 毛 发 状 ， 部 分 硅 残 石 沿 斜 长 石 残 斑 内 裂纹 分 布 。 

人 结语 
瑞丽 地 区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带 的 晋 末 期 、 印 支 期 及 敬 山 期 3 期 变质 作用 的 发 现 ， 为 印 

度 板 块 北 东部 结晶 基底 的 形成 一 一 陆 块 增生 、 古 特 提 斯 、 中 特 提 斯 的 封 团 3 次 重大 地 质 
事件 补充 了 依据 。 

本 文 在 成 文 过程 中 ， 得 到 能 家 针 高 级 工程 师 的 鼓励 和 指导 ， 与 胡 建 军工 程 师 进行 过 
有 益 的 探讨 ， 李 燕 、 夏 贵 光 助 理工 程 师 为 本 文清 绘图 件 ， 在 此 一 并 致谢 ! 

由 于 笔者 业务 水 平 有 限 ， 文 中 难免 出 现 廖 误 ， 敬 请 同行 指正 。 

主要 参考 文献 

地 矿 部 直属 单位 管理 局 . 1991. 变质 岩 区 1 : 5 万 区 域 地 质 填 图 方法 指南 . 北京 :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出 版 社 

靳 是 琴 ， 李 鸿 超 ，1984. 成 因 矿物 学 概论 . 长春 : 吉林 大 学 出 版 社 

云南 省 地 质 矿 产 局 . 1990， 云南 省 区 域 地 质 志 . 北京 : 地 质 出 版 社 

亲 1 



和 

云南 高 黎贡山 西 坡 浅 变 质 岩 系 中 发 现 微 古 植物 化 石 ” 

赵 成 峰 
(云南 省 地 矿 局 第 四 地 质 大 队 ) 

高 黎贡山 西 坡 浅 变质 岩 系 ， 分 布 在 腾冲 县 界 首 以 东 的 寺 山 大 寨 - 单 龙 河 一 带 ， 其 原 

岩 为 一 套 含 中 酸性 火山 岩 的 碎 导 岩 夹 碳酸 盐 岩 沉积 地 层 ，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将 其 划 归 元 古 界 

高 黎贡山 群 的 上 段 ，1982 年 1: 20 万 腾冲 幅 改 属 下 古 生 界 ，1985 年 1: 20 万 泸 水 、 性 

江 幅 又 把 它 从 元 古 界 高 黎贡山 群 中 分 出 来 ， 暂 定 为 古 生 界 ， 并 认为 其 层 位 与 僵 江 县 关 

上 、 蚤 西 、 槟 构 江 一 带 的 下 泥 盆 统 关 上 组 可 能 相当 。 但 由 于 缺少 可 靠 的 古生物 依据 ， 对 

其 时 代 仍 存在 较 大 争议 。 

近 几 年 来 ， 第 四 地 质 大 队 区 调 分 队 承担 了 1 : 5 万 东营 街 、 鸦 乌 山 幅 区 调 工 作 ， 于 

1993 年 实测 单 龙 河 地 层 训 面 时 ， 对 其 中 青 灰 色 绢 云 钙 质 板 岩 采 集 孢 粉 样品 ， 经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尹 舌 明 鉴 定 发 现 含 微 古 植物 化 石 及 碎片 ， 计 有 : 波罗的海 

营 (未 定 种 ) (Baliispjpnaeridizzzj2 sp. ) 、 丝 突 球 藻 (未 定 种 ) (Fizlizspjpnaeriaixz7z SP. )、 

古 膜 片 藻 〈ELazzzzazites azatiguzissiz22ls) 、 超 光 球 藻 (Leiosppaeridia asperate)、 瘤 面 球 

藻 (未 定 种 ) (Lopphoszpjpaeridixz7z sp. ) 、 有 具 穴 原始 拟 导 管 〈Prototrachiztes porus ) 、 不 

定形 网 状 残片 CRetizarites irregularis)、 萨 克 特 藻 〈 未 定 种 ) (SatRa sp. ) 、 捷 菲 波 里 

萍 (未 定 种 ) (Teopjmizpolza sp. ) 。 

此 外 ， 云 南 省 区 调 所 在 1 : 20 万 泸 水 幅 区 调 中 ， 曾 在 腾冲 县 界 头 以 东 蒋 家 寨 附 近 ， 

于 黑色 千 枚 岩 取 抑 粉 样 ， 经 该 队 实 验 室 鉴定 有 : Brochnolaxzazzaia SP. 、Leiozpsozpjpaera 

zelxcziQxs 、 工 zig722712 力 12CtMLOSU72 、 了 Strzatz72、 了 rotolezoszpjpnaeridiz712 cf， cveolatz770、 

Retzicxlataszporites cf，stapi05、 尺 eti7za7zzites zi77reguta72s 等 。 

根据 以 上 一 些微 古 植物 化 石 的 属 种 分 子 ， 高 黎贡山 西 坡 浅 变质 岩 系 的 时 代 ， 大 体 与 

我 国 南方 震 旦 系 灯 影 组 上 段 相 当 ， 这 对 研究 该 区 地 质 发 展 历史 具有 重要 意义 。 

主要 参考 文献 〈 略 ) 

x 本 文 1995 年 发 表 于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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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西高 黎贡山 地 区 宝石 伟 晶 岩 ” 

8 混 
( 治 金 昆 明 地 质 调 查 所 ， 昆 明 市 ”650203) 

摘 要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伟 晶 岩 可 以 分 为 变质 分 异型 和 岩浆 分 异型 两 个 成 因 系列 。 在 
时 间 和 空间 上 ， 它 们 分 别 与 区 内 变质 地 层 中 的 强烈 混合 岩 化 带 、 混 合 花岗岩 化 带 及 燕山 晚 

期 - 喜 山 期 深 成 重 熔 型 花岗岩 体 有 关 ， 绿 宝石 、 海 蓝宝石 、 匠 条 、 黄 玉 、 水 晶 等 多 产 于 蚀 变 

较 强 、 分 异 较 好 的 带 状 白云 母 花 岗 伟 晶 岩 或 未 《〈 弱 ) 分 异 电气 石 白 云母 唱 洞 伟 唱 岩 中 ， 是 

结晶 分 异 作用 晚 或 早期 碱 质 交 代 作用 的 产物 。 

关键 词 ”宝石 伟 唱 岩 ， 成 因 类 型 ， 高 黎贡山 ， 宝 石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地 区 是 云南 省 主要 的 宝玉 石 产 区 之 一 ， 所 产 优 质 碧 笨 、 海 蓝 宝 
石 、 绿 宝石 、 黄 玉 等 粒 大 、 质 优 ， 在 中 国 珠宝 市 场 上 颇具 竞争 力 ， 成 因 上 它们 分 别 属 于 
宝石 伟 晶 岩 型 、 区 域 变质 型 、 热 液 型 、 火 山 岩 型 等 。 伟 唱 岩 型 宝石 矿 是 本 区 的 主要 宝石 

成 因 类 型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伟 晶 岩 具 有 成 群 、 成 带 分 布 的 特点 ， 一 般 认 为 属于 岩浆 分 异 成 因 ， 

但 本 文 指出 ， 区 内 宝石 伟 唱 岩 是 变质 分 异 、 岩 浆 分 异 两 种 地 质 作用 的 产物 ， 在 岩石 化 
学 、 微 量 元 素 、 矿 物 学 上 与 各 目的 母 岩 有 明显 的 继承 性 。 

1 区 域 地 质 背 景 

东经 99 以 西 的 滇 西高 黎贡山 地 区 属于 特 提 斯 造山 带 的 一 部 分 ， 大 地 构造 上 包含 了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 保 山 微 板 块 、 崇 山 - 澜 沧 变质 地 体 等 3 个 发 展 地 史 相 差 很 大 的 板块 
构造 单元 ， 其 间 分 别 以 她 江 -瑞丽 断裂 、 昌 宁 - 动 连 板块 缝合 线 为 界 。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位 于 喜马拉雅 - 密 支 那 新 特 提 斯 缝合 线 东 侧 ， 主 要 宝石 容 矿 地 层 
元 吝 界 高 黎贡山 群 具有 典型 的 高 温 低压 及 递 进 变质 特征 ， 变 质 程度 达 高 绿 片 岩 - 角 内 岩 

相 。 变 质 程度 较 高 的 角 内 岩 相 ， 低 角 闪 岩 相 带 分 布 于 几 条 区 域 性 复式 背 斜 轴 部 及 区 域 大 

断裂 附近 ， 新 特 提 斯 尽管 未 经 过 本 区 ， 但 它 沿 雅鲁藏布江 - 密 文 那 俯冲 、 碰 撞 ， 不 仅 使 
区 内 纳入 了 新 特 提 斯 引 后 扩张 环境 而 发 育 了 腾冲 弧 后 深 成 重 熔 花 岗 罕 ， 而 且 随 着 印度 板 

块 的 向 北 推移 ， 使 区 内 结合 带 及 断裂 发 生 大 规模 的 右 旋 剪 切 及 滑脱 ， 其 结果 是 使 聚集 于 
断裂 上 盘 的 含水 热 莱 气 及 被 活化 的 岩 汁 ， 对 断裂 附近 的 岩石 强烈 渗透 交代 ， 形 成 故 加 于 

高 黎贡山 群 中 深 变质 岩 系 之 上 的 大 量具 有 喜马拉雅 中 期 的 混合 岩 原 地 混合 花岗岩 ， 混 合 
洗 化 、 混 合 花岗岩 化 作用 常常 沿 断裂 及 复 背 斜 轴 等 构造 薄弱 地 带 进 行 ， 形 成 本 区 不 具 混 

合 岩 化 中 心 ， 呈 线 状 分 布 ， 与 变质 岩石 之 间 缺 乏 明 显 递 变 带 的 混合 岩 、 混 合 花岗岩 带 。 
保山 微 板 块 也 是 在 喜马拉雅 板块 型 基底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 但 与 高 黎贡山 变质 地 体 明显 

* 本 文 1994 年 发 表 于 《和 矿产 与 地 质 》，8(4): 282 一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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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的 是 ， 古 特 提 斯 及 前 特 提 斯 中 的 大 部 分 地 层 发 育 完 好 ， 自 震 旦 纪 至 古 特 提 斯 造山 运 
动 的 所 有 地 壳 变 动 ， 仅 表现 为 平静 的 造 陆 运动 ， 古 特 提 斯 以 后 ， 成 为 演 西 爸 稻 式 构造 格 

局 中 的 一 个 长 期 沉降 的 红色 沉积 盆地 ， 新 特 提 斯 各 幕 造山 运动 对 本 区 的 影响 远 较 其 西 临 
区 弱 ， 与 之 对 应 的 是 ， 混 合 岩 化 作用 仅仅 发 育 在 其 东西 侧 边界 断裂 非常 靠近 的 贡 山 - 福 

贡 地 区 。 岩 浆 活 动 除 石炭 、 二 又 纪 陆 内 裂 陷 性 质 海底 中 基 性 火山 活动 之 外 ， 沿 盆地 边缘 

的 局 部 穹 隆 区 侵入 的 酸性 岩 形 成 互 不 相连 的 孤立 花岗岩 区 ， 在 构造 上 可 能 位 于 地 慢 局 部 
凸 起 或 热点 ， 属 于 陆 内 花岗岩 。 

出 露 于 本 区 东北 缘 的 崇 山 群 由 混合 岩 、 石 灿 片 者 、 大 理 岩 、 变 粒 岩 等 组 成 ， 是 印 支 

陆 块 边缘 的 元 古代 岛 弧 - 海 沟 沉 积 ， 大 地 构造 上 属于 崇 山 - 澜 沧 变质 地 体 的 北 延 ， 酸 性 侵 
人 活动 以 华 力 西 - 印 支 期 准 原 地 交代 花岗岩 为 主 ， 混 合 岩 化 ， 混 合 花岗岩 化 作用 与 高 黎 
贡 山 地 区 有 着 类 似 的 时 空 分 布 特点 ， 显 然 是 新 特 提 斯 陆 内 变形 的 产物 。 

总 之 ， 本 区 东西 部 变质 地 体 以 中 深 变质 脐 加 于 其 上 的 超 变 质 作用 为 主要 特征 ， 而 

中 部 保山 微 板块 变质 作用 不 发 育 ， 酸 性 侵入 活动 以 分 散 、 扳 立 的 陆 内 深 成 重 熔 型 花岗岩 
为 主 ， 这 种 差异 造成 了 本 区 宝石 伟 唱 岩 在 成 因 、 宝 石 矿 化 作用 及 宝石 质量 、 品 种 上 的 
差异 。 

2 宝石 伟 唱 岩 成 因 及 主要 宝石 伟 唱 岩 带 

2.1 宝石 伟 晶 岩 特征 及 成 因 类 型 

高 黎贡山 地 区 宝石 伟 唱 岩 以 微 斜 伟 唱 岩 、 钠 长 - 微 斜 伟 唱 岩 为 主 ， 由 微 斜 长 石 、 石 

英 、 钠 长 石 、 白 云母 组 成 ， 具 有 花 岗 伟 品 岩 的 岩石 学 、 矿 物 学 特征 。 不 同 程度 地 含有 和 白 
云母 〈 锂 云母 )、 电 气 石 ， 后 期 钠 质 钾 质 交代 作用 及 云 英 岩 化 作用 普遍 发 育 是 本 区 宝石 

伟 唱 岩 的 共同 特点 。 产 于 花岗岩 体 、 混 合 花岗岩 体 、 花 岗 质 混合 岩 之 中 的 伟 品 岩 呈 巢 
状 、 团 块 状 产 出 ， 其 他 大 部 分 岩石 片 理 、 片 及 理 、 节 理 及 花岗岩 原生 构造 的 以 脉 状 产 
出 ， 长 数 米 至 千 余 米 ， 厚 0. 5 一 10m， 宝 石 矿 物 呈 单 唱 状 ， 在 以 伟 品 岩 中 部 相 带 为 主 的 

各 相 带 中 呈 浸 染 状 产 出 ， 或 呈 晶 簇 状 产 于 伟 品 岩 唱 洞 及 裂 除 之 中 。 空 间 位置 上 ， 它 们 与 
变质 地 层 中 的 强烈 混合 岩 化 、 混 合 花岗岩 化 带 及 藻 山 晚期 - 喜 山 期 深 成 重 熔 花岗岩 相伴 
产 出 ， 明 显 属 于 两 种 不 同 的 成 因 类 型 。 

2.1.1 变质 分 异型 宝石 伟 唱 岩 

变质 分 异型 宝石 伟 唱 岩 产 于 中 深 变质 的 高 黎贡山 群 、 竺 山 群 及 福 贡 、 页 山地 区 的 变 

质 石 谈 系 之 中 ， 普 遍 发 育 典 型 的 高 温 低压 变质 作用 及 至 加 于 变质 岩石 之 上 的 混合 岩 化 作 
用 、 混 合 花 岗 岩 化 作用 是 它们 的 共同 特点 。 伟 晶 岩 脉 常 成 群 、 成 带 产 于 区 域 性 混合 岩 、 

混合 花岗岩 化 带 中 。O@ 伟 晶 岩 脉 与 强烈 的 混合 岩 、 混 合 花岗岩 化 带 在 空间 位 置 上 密切 

共生 ， 伟 品 岩 脉 的 发 育 程度 明显 与 混合 岩 化 、 混 合 花 岗 岩 化 作用 强度 正 相 关 ， 如 王子 

树 - 南 京 里 地 区 ;，() 伟 晶 岩 脉 的 形成 时 期 与 混合 岩 、 混 合 花 岗 岩 一 致 或 稍 晚 ， 即 均 以 训 
山 期 为 主 ， 包 括 少 量 燕山 期 ;@) 在 这 类 伟 品 岩 带 上 ， 明 显 缺 乏 同 期 花岗岩 侵入 活动 ， 

或 昌 有 这 种 侵入 活动 ， 但 均 以 零星 的 小 规模 岩 墙 状 产 出 ， 其 规模 远 远 不 能 形成 如 此 众多 
的 伟 晶 岩 ; 四 分 布 于 上 述 中 深 变 质 岩 群 中 的 伟 品 岩 部 分 包含 了 以 变 粒 岩 、 片 麻 岩 为 主 

本 下 六 



的 区 域 变质 岩 残 体 ， 与 其 变质 围 岩 之 间 大 部 分 缺乏 接触 变质 ; @ 伟 品 岩 脉 在 矿物 〈 特 别 

是 在 次 要 矿物 、 副 矿物 ) 组 分 上 与 相应 的 变质 岩 、 混 合 岩 、 混 合 花 岗 岩 有 显著 的 一 至 

性 ， 如 福 贡 - 贡 山地 区 的 混合 岩 、 混 合 花 岗 岩 普遍 含 电 气 石 ， 而 该 区 的 伟 唱 岩 也 以 富 含 

电气 石 为 特征 ; @ 伟 唱 岩 在 岩石 化 学 、 微 量 元 素 、 稀 土地 球 化 学 特征 上 ， 与 相应 的 区 域 
变质 岩 、 混 合 岩 、 混 合 花岗岩 具有 明显 的 互补 性 和 继承 性 。 

从 变质 岩 - 混 合 岩 化 变质 岩 - 混 合 岩 -混合 花岗岩 - 伟 唱 岩 的 过 程 中 ，Si、Na、 开 等 组 

分 持续 增高 ， 而 FaO、FeO、MgO、TiO, 含量 持续 下 降 〈 表 1) ， 表 明 伟 唱 岩 是 混合 岩 

作用 过 程 中 Si、K、Na 等 组 分 带 入 ，Fe、Mg、Ti 等 组 分 带 出 的 超 变质 作用 晚期 产物 。 

表 1 变质 岩 混合 岩 混 合 花 岗 岩 伟 晶 岩 岩 石化 学 成 分 〈 罗 ) 

地 层 岩石 类 型 SiO。 TiO。，AlO， FezOy FeO “MnO MgO GaO NazO KzO P?O 灼 减 

高 黎贡山 群 区 城 变质 岩 5907 了 0 8T 人 16855013109 作 05 ON 3 37 二 509 十 冯巩 37 72 克 

混合 赂 化 变质 岩 丰 65855310 4 了 851556F 2842000.106 LU 村 989 5 -600O 汪 5 下 .25 

混合 岩 68.99 .0.43 14.64 1.56 2.48 0,09 0.88 2.09 3.09 4.45.0.18.， 0.46 

石 痰 系 ”混合 花岗岩 7O5 区 ODSSEETO6E Tt 23080U5 0 05Om2 07o2ROOTEETO LO TISOCS2 

( 贡 山 伟 唱 岩 2 本 襄 43583008 001700102 全 03520108 的 07 WEO5O3 

一 福 贡 ) ” 变 粒 岩 585.02 0. 70. ,185162282 08KO 53203-16 三 60 了 OLD 珊 

混 达 君 化 恋 粒 知 ”70.98 075 14.92 103 66 一 604 0.71 2539 .3.91 3242 ,0.11 0.29 

伟 晶 岩 90953200OOLTRL TI TEL OOORO 22SO2RZ2SIE OO9 TI 20 

在 宝石 伟 晶 岩 中 含量 很 高 、 并 参与 宝石 成 矿 的 金属 元 素 及 矿 化 剂 元 素 (Be、Li、 
FE、 忆 等 )， 正 是 区 域 中 深 变 质 岩 石 混合 岩 化 、 混 合 花 岗 岩 化 中 强烈 迁 出 的 元 素 〈 表 2) 。 

统计 表明 ， 以 Be 为 主 的 宝石 成 矿 金属 元 素 的 大 量 迁 出 ， 发 生 在 混合 岩 化 过 程 中 。 而 混 

合 花 岗 岩 的 Be 含量 仅 略 低 于 变质 岩石 ， 这 造成 了 区 内 交代 成 因 一 一 宝石 伟 晶 岩 型 绿 宝 
石 矿 总 是 与 强烈 的 混合 岩 化 带 共 生 ， 而 混合 花岗岩 、 准 原 地 交代 花岗岩 大 量 出 现时 反而 

很 少见 到 这 类 绿 宝 石 矿 的 独特 现象 。Sn、W 与 Be 一 样 ， 均 作为 超 变质 作用 中 强烈 迁 出 

的 元 素 而 大 量 富 集 于 伟 晶 岩 脉 中 ， 所 以 区 域 上 变质 分 异型 宝石 伟 品 岩 总 是 与 Sn、W 矿 
点 重合 或 异常 重合 。 

表 2 ， 传 晶 岩 及 不 同类 型 变质 岩 微量 元 素 特征 表 (Was/10“) 

地 层 岩石 类 型 Sn VE 

高 黎贡山 群 浅 变质 岩 4.9 2 

中 深 变 质 岩 4.3 ERA59 2 2-OTEF 34 代 于 37 

混合 岩 1.07 14. 2 

伟 唱 岩 250 50 7 

崇 山 群 ” 浅 变质 岩 2.8 站 和 全 94 计 硬 

中 深 变 质 岩 4.0 六 0 707 7 5 2 8 

混合 岩 8.6 0.6 80.8 

石炭 系 “变质 岩 26.0 1 双 2 70. 人 2 6 

〈 福 贡 一 ” 伟 唱 岩 15 一 2500 10. 50 10 一 50 

贡 山 ) ”变质 岩 下 2 0 12 314 5. 18 0. 45 

( 滇 西 “ 准 原 地 花岗岩 6 3 国 ]BF TI7370HN2 9 2 32 290 3. 99 0..51 

地 区 ) ”混合 花岗岩 | 丰 汪 ITOE 8 31 15 290 4. 55 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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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资 料 说 明 ， 分 布 于 区 内 主要 变质 岩 群 中 的 宝石 伟 品 岩 是 变质 分 异 作用 的 产物 ， 

其 中 的 宝石 矿 化 强度 及 种 类 与 变质 地 层 微量 元 素 特征 、 混 合 岩 化 强度 等 因素 有 关 ， 而 侵 
位 条 件 、 围 岩 条 件 则 影响 了 伟 唱 岩 的 分 异 程度 ， 进 而 控制 着 宝石 的 质量 。 

2 了 122 ”各 表 分 异型 宝石 传 咖 征 

岩浆 分 异 宝石 伟 品 岩 主 要 分 布 于 保山 微 板块 西 侧 的 潞 西 复式 花岗岩 基 侵 入 体 的 内 外 
接触 带 中 ， 腾 冲 弧 后 花岗岩 带 也 有 少量 分 布 。 

潞 西 地 区 的 花岗岩 是 加 里 东 - 喜 山 早 期 各 时 代 酸 性 岩浆 呈 环 形 隆 起 侵入 而 形成 的 一 

个 复式 花岗岩 ， 加 里 东 期 侵入 体 呈 环形 侵入 隆起 核 部 的 寒 武 系 公 养 河 群 中 ， 加 里 东 以 后 
酸性 侵入 体位 置 稍 向 北 移 ， 时 代 由 老 至 新 ， 兰 浆 活 动 由 强 至 弱 ， 岩 石 性 质 由 弱酸 性 花 岗 
闪 长 岩 〈 加 里 东 期 ) 一 弱酸 性 角 闪 花 岗 闪 长 岩 〈 藻 山 早期 ) 一 酸性 黑 云母 二 长 花岗岩 
(燕山 晚期 ) 一 超 酸 性 二 云母 、 花 岗 岩 〈 喜 山 早期 )， 从 早 至 晚 岩浆 活动 由 钙 碱 性 到 碱 

性 ， 物 源 组 分 由 深部 地 壳 加 地 帼 到 上 部 地 壳 演 化 ， 宝 石 成 矿 金属 及 矿 化 剂 元 素 丰 度 由 早 

至 晚 渐 次 增高 〈 表 3) 。 这 些 特 征 说 明 ， 它 们 是 本 区 深部 存在 的 具有 稳定 热源 供给 的 岩 

浆 房 和 长 期 演化 作用 的 结果 ， 以 超 酸性 碱 质 岩 石 及 含有 大 量 电气 石 为 特征 的 燕山 晚期 - 
喜 山 期 岩 体 ， 可 能 是 同一 岩浆 作用 过 程 的 产物 。 

表 3 潞 西 花岗岩 基 微 量 元 素 特征 表 〈Wa/10“) 

时 代 岩 体 Be Sn W Li F B Nb 

加 里 东 期 “花岗岩 二 有 2 

燕山 早期 “花岗岩 2 更 3.6 0.2 140 900 20 1]585 

燕山 晚期 ”花岗岩 2.9 大 5 5 列 41 67. 9 11 10. 2 

伟 唱 岩 1031 300 504 94 

喜 山 早期 “二 云母 花岗岩 22 30 8.8 254 1500 10 33 

白云 母 花岗岩 58 64 丰 淹 | 94 967 155 30 

岩浆 分 异 作用 使 每 一 期 酸性 侵入 活动 都 有 与 之 在 矿物 学 、 地 球 化 学 上 有 继承 性 的 伟 
唱 岩 脉 群 派生 ， 黑 云母 伟 晶 岩 与 加 里 东 期 及 藻 山 早期 花 岗 内 长 着 有 关 ， 二 云母 伟 唱 岩 与 
燕山 晚期 黑 云母 花岗岩 有 关 ， 而 白云 母 伟 品 岩 则 是 喜 山 早期 二 云母 花岗岩 的 分 异 产物 。 
宝石 成 矿 元 素 在 伟 唱 岩 中 大 量 富 集 ， 一 般 是 所 对 应 母 岩 的 数 倍 至 数 百倍 〈 表 3)， 并 且 
也 有 从 早 至 晚 成 矿 元 素 含量 逐步 升 高 的 特点 。 受 这 一 特点 的 影响 ， 宝 石 矿 化 常常 与 燕山 
晚期 - 喜 山 期 酸性 侵入 体 的 分 异 产物 二 云母 花 岗 伟 品 岩 有 关 。 伟 品 岩 脉 群 主要 分 布 于 对 
应 母 岩 的 内 外 接触 带 ， 常 沿 花岗岩 原生 裂 除 及 围 岩片 理 片 麻 理 呈 脉 状 产 出 ， 少 量 分 布 于 
岩 体 内 部 相 带 的 伟 唱 岩 为 巢 状 。 由 于 不 同时 期 、 不 同性 质 的 酸性 侵入 体 在 空间 位 置 上 的 
规律 性 变化 ， 区 内 伟 晶 岩 建 造 也 有 一 定 的 水 平分 带 : 东部 为 白云 母 花 岗 伟 品 岩 带 ， 西 部 
则 主要 是 二 云母 花 岗 伟 晶 岩 带 。 

以 绿 宝石 、 海 蓝宝石 、 水 晶 为 主 的 宝石 矿 带 产 于 燕山 晚期 - 喜 山 期 ， 花 岗 岩 体内 外 

接触 带 内 分 异 较 好 ， 后 期 白云 母 化 、 钠 长 石化 强烈 的 伟 唱 岩 脉 中 ， 绿 柱石 类 宝石 矿 明 显 

可 以 分 为 几 个 世代 ， 优 质 宝石 主要 与 中 期 绿 柱石 有 关 。 
在 腾冲 弧 后 岩浆 活动 带 中 ， 由 于 重 熔 花岗岩 主要 侵入 于 化 学 性 质 活泼 或 封闭 性 能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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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石 痰 系 动 洪 群 碳酸 盐 岩 、 粗 碎 层 岩 中 ， 岩 浆 分 异 晚期 的 富 挥发 分 残余 熔 浆 或 者 通过 粗 
碎 导 岩 孔 隙 逃逸 ， 或 者 与 岩 体 外 接触 带 的 碳酸 盐 岩 发 生 反应 形成 砂 卡 罕 ，Be、B、F、 

Li 等 则 在 此 过 程 中 呈 类 质 同 象 或 细小 的 单 矿物 散布 于 砂 卡 岩 型 W、Sn 矿床 中 ， 因 而 在 

岩 体 内 外 接触 带 中 很 少 有 宝石 伟 唱 岩 形 成 。 本 区 少量 伟 品 岩 多 呈 不 同 规模 的 巢 状 产 于 花 
岗 岩 中 部 相 带 中 ， 人 少数 规模 较 大 ， 分 异 较 好 的 伟 品 岩 巢 唱 洞 中 有 优质 水 晶 产 出 。 

2.2 主要 宝石 伟 晶 岩 带 特征 

如 上 所 述 ， 区 内 宝石 伟 品 岩 受 超 变质 作用 重 熔 酸 性 岩浆 侵 人 活动 的 控制 ， 自 燕山 期 
以 来 新 特 提 斯 造山 运动 使 区 内 构造 -岩浆 、 变 质 作 用 等 均 承 袭 特 提 斯 构造 做 SN 至 NE 

向 展 布 ， 由 此 导致 了 区 内 宝石 伟 唱 岩 具有 明显 的 带 状 分 布 特征 。 

2.2.1 高 黎贡山 变质 分 异型 宝石 伟 品 岩 带 

西部 高 黎贡山 群 分 布 区 沿 3 个 区 域 性 复式 背 斜 轴 做 带 状 分 布 ， 在 各 宝石 伟 晶 岩 亚 带 
上 ， 变 质 作 用 以 强烈 的 混合 岩 化 、 混 合 花 岗 岩 化 为 特征 ， 明 显 缺 乏 酸 性 岩浆 侵入 活动 。 

在 规模 较 大 、 分 异 较 好 的 白云 母 花 岗 伟 唱 岩 中 ， 绿 宝石 、 刚 玉 、 石 榴 石 等 呈 单 唱 分 散 于 

伟 唱 岩 中 ， 东 部 宝石 伟 唱 岩 亚 带 中 有 粒度 较 小 的 金 绿 宝石 产 出 。 由 于 后 期 韧性 剪 切 普遍 
强烈 ， 所 产 宝石 裂纹 较 多 。 

2.2.2 贡 山 - 福 贡 变质 分 异型 宝石 伟 晶 贿 带 

在 中 深 变质 的 石 痰 系 中 做 SN 向 展 布 ， 宝 石 伟 唱 贿 与 石榴 石 、 电 气 石 花 岗 质 混合 

罕 、 混 合 花 岗 岩 伴生 ， 眉 条、 绿 宝石 、 天 河 石 、 水 唱 、 黄 玉 等 常 产 于 弱 分 异 电气 石 白云 

母 花 岗 伟 晶 岩 及 唱 洞 之 中 ， 绿 宝石 与 电气 石 一 般 不 共生 ， 是 云南 优质 匠 笨 的 主要 产 区 

之 一 。 

2.2.3 潞 西 岩 浆 分 异型 宝石 伟 晶 岩 带 

位 于 潞 西 花岗岩 基 中 、 北 部 ， 绿 宝石 、 海 蓝宝石 、 水 晶 等 产 于 燕山 晚期 - 走 山 早期 

黑 云 二 长 花岗岩 、 二 云母 花岗岩 、 白 云母 花岗岩 内 外 接触 带 的 二 云母 花 岗 伟 唱 岩 中 ， 宝 

石 伟 唱 岩 蚀 变 强烈 ， 分 异 较 好 的 对 称 带 状 伟 唱 岩 脉 、 绿 宝石 、 海 蓝宝石 呈 单 晶 状 分 散在 

伟 唱 岩 中 ， 主 要 是 结晶 分 异 晚期 及 早期 钾 质 交 代 作 用 的 产物 。 潞 西 地 区 是 绿 宝石 、 海 蓝 

宝石 的 主要 产 区 之 一 。 

2. 2.4 尝 山 变质 分 异型 宝石 伟 唱 岩 带 

宝石 伟 唱 岩 在 混合 岩 化 、 混 合 花 岗 岩 化 作用 强烈 的 崇 山 群 深 变 质 岩 系 中 呈 脉 状 、 间 

状 产 出 ， 绿 宝石 与 白云 母 花 岗 伟 唱 岩 有 关 。 

9 信和 质量 及 产 状 

3.1 绿 柱石 类 宝石 

绿 柱石 类 宝石 是 高 黎贡山 地 区 主要 宝石 品种 之 一 。 优 质 绿 宝 石 、 海 蓝宝石 多 是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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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 二 云母 花 岗 伟 唱 岩 结 晶 分 异 晚期 及 早期 钾 质 交代 作用 的 产物 ， 唱 形 好 、 透 明度 高 粒 
粗 ， 颜 色 滩 绿 - 浅 绿色 、 浅 蓝 - 蓝 色 ， 常 呈 单 唱 在 宝石 伟 唱 岩 中 呈 浸 染 状 产 出 ， 在 唱 洞 中 
产 出 的 绿 宝石 品质 更 佳 ， 但 量 极 少 。 

3.2 和 怕 铺 

则 笨 主要 产 于 贡 山 一 福 贡 地 区 变质 分 异 成 因 唱 洞 伟 品 岩 中 ， 以 粗 粒 、 透 明 、 色 美 、 
少 裂 、 少 包 体 为 特征 ， 颜 色 以 绿色 系列 、 红 色 系 列 、 杂 色 系 列 为 主 ， 其 中 绿色 、 殿 绿 
色 、 红 色 、 红 绿 双色 则 条 是 上 品 ; 绿色 怕 笨 粒度 较 粗 ， 包 >1lcm 者 常见 ， 偶 见 深 色 包 
体 ; 红色 怕 条 粒度 较 小 ， 包 盖 lcm 者 少见 ， 且 有 裂 多 ， 成 品 率 较 低 。 

到 3 黄玉 

黄玉 主 产 于 北部 的 唱 洞 伟 唱 岩 之 中 ， 与 水 晶 碧 得 等 伴生 ， 唱 形 好 ， 透 明度 高 ， 极 少 
含有 肉眼 可 见 的 杂质 ， 多 为 无 色 ， 但 改色 性 能 良好 。 

3.4 水 晶 

水 晶 产 于 唱 洞 伟 唱 岩 之 中 ， 以 无 色 小 单 晶 为 主 ， 少 量 墨 唱 、 紫 唱 ， 少 数 直径 大 于 

10cm， 透 明度 高 。 

高 黎贡山 地 区 宝石 伟 唱 岩 是 燕山 晚期 - 喜 山 期 〈 以 喜 山 期 为 主 ) 变质 分 异 及 岩浆 分 

异 作 用 的 产物 ， 具 有 明显 的 SN-NE 向 带 状 分 布 特征 ， 以 绿 宝石 、 海 蓝宝石 、 怕 杀 为 主 

的 宝石 矿 化 ， 多 与 蚀 变 强烈 、 分 异 较 好 的 白云 母 花 岗 伟 晶 岩 ， 或 未 分 异 电气 石 、 自 云母 

唱 洞 伟 晶 岩 有 关 。 

主要 参考 文献 

高 子 英 等 .1993， 滇 西 花 岗 伟 晶 岩 ， 云 南 地 质 ，(4) 

施 琳 等 ，1989. 演 西 锡 矿 带 成 矿 规律 ， 北京 : 地 质 出 版 社 

孙 克 祥 1993， 赋 存 于 云南 前 寒 武 系 中 的 宝石 伟 晶 岩 ， 云 南 地 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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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森林 土壤 垂直 分 异 规律 初探 * 
王 5 例 . 亮 

(云南 师范 大 学 资源 环境 与 地 理学 系 ) 

摘 要 本 文 利用 土壤 理化 分 析 资 料 ， 从 土壤 发 生 特征 出 发 ，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森 林 土 壤 的 垂直 分 异 及 垂直 分 布 规律 做 了 初步 讨论 。 

关键 词 ”发 生 特征 ， 森 林 土 壤 ， 垂 直 分 异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高 黎贡山 中 南 段 ， 东 属 云南 省 泸 水 县 、 腾 冲 县 和 保山 县 三 

县 境内 ， 现 为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整 个 保护 区 分 为 南北 两 段 。 北 段 在 泸 水 县 境内 ， 地 理 

坐标 为 北纬 25"33 一 26"09  ， 东 经 98"34 一 98"50 ， 面 积 428. 8km: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自然 条 件 复杂 多 样 ， 为 植物 生长 和 土壤 发 育 提 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形成 了 多 种 不 同 的 森林 土壤 类 型 。 但 是 对 保护 区 的 森林 土壤 及 其 垂直 地 带 性 的 研究 不 

多 。1989 年 ， 我 们 两 次 对 保护 区 北 段 森林 土壤 做 了 两 个 月 的 野外 调查 ， 现 结合 理化 分 

析 结 果 ， 同 时 参考 有 关 方 面 的 资料 ， 从 土壤 发 生 特 征 出 发 ， 对 土壤 的 垂直 分 布 规律 做 初 

步 探 讨 ， 以 期 为 自然 保护 区 的 保护 、 建 设 和 合理 开发 提供 一 定 的 科学 依据 。 

1 土壤 形成 条 件 

1.1 地 形 与 母 质 

高 黎贡山 属 横断 山 的 西 支 山地 。 呈 南北 走向 ， 由 北向 南 倾斜 延伸 的 狭长 山地 ， 是 怒 
江 与 恩 梅 开 江 的 分 水 岭 ， 北 段 最 高 点 握 那 洛 峰 ,海拔 3916. 7m， 最 低 点 在 曼 音 南部 ， 海 

拔 728m， 相 对 高 差 3000 多 米 。 这 地 区 地 势 险峻 ， 除 区 家 坝 一 带 和 一 些 谷 地 坡地 稍 组 

(坡度 为 35 一 40 ) 外 ， 其 他 地 区 坡度 都 在 40 以 上 。 这 种 地 形 特点 限制 了 土壤 的 水 平分 
异 ， 而 为 土壤 垂直 带 发 育 提供 了 空间 条 件 ， 同 时 使 得 光 、 热 、 水 和 植被 等 沿 垂直 方向 重 
新 分 配 ， 从 而 导致 土壤 的 垂直 分 异 。 

高 黎贡山 地 质 构 造 复杂 ， 新 构造 运动 较 活跃 。 岩 石 由 片 麻 岩 、 片 岩 、 板 岩 、 千 枚 岩 
为 主 的 变质 岩 系 ， 以 及 印 支 燕山 晚期 到 喜马拉雅 早期 的 花岗岩 组 成 。 成 土 母 质 主要 为 变 
质 岩 系 岩 石 风化 的 坡 积 物 和 残 积 物 组 成 。 

1.2 生物 气候 条 件 

高 黎贡山 处 在 我 国 亚热带 西部 季风 区 ， 具 有 中 亚热带 季风 气候 特征 ， 由 于 相对 高 差 

大 ， 随 山体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湿 度 增 大 ， 气 温 降低 。 从 山 划 到 山顶 形成 了 6 个 热量 带 
(下 亚热带 、 中 亚热带 、 上 亚热带 、 暖 温带 、 中 温带 和 寒 温 带 )， 具 有 十 分 明显 的 立体 气 

x 本 文 1993 年 发 表 于 《云南 师范 大 学 学 报 》，13(1): 83 一 90。 



候 。 另 外 ， 该 地 区 处 印度 洋 西南 季风 区 ， 山 体 南北 走向 ， 山 东西 坡 的 降水 、 气 温 不 同 。 
在 正常 情况 下 ， 相 近海 拔高 度 上 ， 西 坡 年 降水 量 较 东 坡 的 大 ， 气 温 则 是 东 坡 较 西 坡 高 ， 
这 就 使 东西 坡 土壤 的 形成 分 布 明显 不 同 。 

高 黎贡山 植被 垂直 分 异 也 十 分 明显 ， 从 怒江 河谷 到 山顶 ， 依 次 出 现 了 河谷 稀 树 灌 草 
人 处、 云南 松林 、 旱 冬瓜 林 、 高 山 档 林 、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林 、 杜 鹏 林 、 冷 杉林 、 箭 
竹林 及 亚 高 山 灌 从 草地 等 多 种 植物 群落 。 

2 土壤 发 生 特征 的 垂直 变 化 

高 黎贡山 属 狭长 山地 ， 东 西 跨越 不 足 一 个 经 度 ， 在 泸 水 县 内 南北 延伸 不 长 ， 水 平方 
向 上 自然 条 件 变 化 小 ， 土 壤 分 异 变化 小 ， 但 是 ， 气 候 生 物 在 垂直 方向 变化 十 分 明显 ， 土 
壤 形 成 发 生 、 性 态 特征 、 分 布 也 产生 明显 分 异 。 

2.1 剖面 形态 及 物理 性 质 

2.1.1 土 体 厚度 

高 黎贡山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土 壤 剖 面 层次 分 异 程度 变 弱 ， 土 层 变 薄 。 到 了 3000m 

以 上 ， 土 壤 演 积 层 发 育 微弱 而 薄 ， 甚 至 有 腐殖质 层 直接 发 育 于 基 岩 上 ， 而 枯 枝 落叶 层 却 

逐渐 增 厚 ， 可 达 20cm， 土 体 构 型 由 O-A-H-C-D 构 型 向 A-D 构 型 变化 。 

2.1.2 土壤 颜色 

随 海拔 高 度 的 上 上升， 土壤 表层 和 心 土 层 的 颜色 也 不 断 发 生变 化 ， 表 土 层 由 淡 棕 

(7.5YR4 /6) 一 瞳 棕 〈7. 5YR2/4) 一 黑 棕 〈7. 5YR3/2 或 7.5YR2/2) 一 黑 棕 〈7. 5YR 

1/2 或 7.5YR2/2) 一 黑 标 〈7.5YR 1/2)。 心 土 层 则 由 棕 红 〈2. 5YR377) 一 淡 红 标 或 

淡 黄 棕 〈SYR5/8 或 10YR6/6) 一 黄 棕 〈10YR6/8) 一 暗 黄 棕 或 暗 灰 棕 〈10YR573 或 

5YR3/2) -~ 上 暗 棕 〈7. 5YR3/ 4 或 7.5YR2/4)。 这 说 明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增加 ， 土 壤 脱 硅 

富 铝 化 作用 减弱 ， 有 机 质 分 解 速度 变 慢 ， 使 土壤 颜色 产生 了 差异 。 

2.1.3” 土壤 水 及 物理 性 质 

从 山 翡 到 山顶 ， 气 温 逐 渐 降低 ， 湿 度 增 大 ， 土 壤 风 化 作用 减弱 ， 质 地 变 轻 ， 土 壤 自 

然 含 水 量 、 吸 湿 水 量 逐 渐 增 大 ， 土 壤 容 重 减 小 ， 土 壤 总 孔 际 度 增 大 〈 表 1)。 

表 1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土壤 水 分 和 物理 性 质 

海拔 吸湿 水 ”自然 含水 量 ”容重 ”总 和 孔 阶 度 ” 非 毛管 孔 阶 ”毛管 孔 阶 度 ”通气 度 三 相 比 

/m / 弛 / 缴 /(g/cms) 容积 /% ” 度 容 积 /% 容积 /% 容积 /% 土 : 水 : 气 

1040 4. 75 24. 85 攻 罗 5 5.9 46.8 21.6， 11057CO 
1570 3. 86 27. 20 本 50. 1 7.0 43. 1 站 -仙山 让 大 0 
2600 号 5 43. 00 0.71 70.5 10.5 60.0 66.5 车 玖 导 本 这 : 
2800 6. 89 7558 0.70 70.8 15.8 550 .5 
3100 6. 52 109.78 0. 47 78.0 5.0 73.4 26.8 证 括 忆 
3560 7. 96 106. 36 0. 63 73 到 5 6755 6 放生 汪汪 

注 : 此 表 各 项 均 为 加 数 平 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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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土壤 机 械 组 成 

高 黎贡山 森林 土壤 质地 较 轻 ， 除 怒江 河谷 的 褐 红壤 为 黏 壤土 -黏土 外 ， 其 余 多 数 是 

粉 壤 士 、 面 砂 士 ， 显 然 这 与 本 地 区 母 质 类 型 和 陡峭 的 地 形 有 关 。 从 山 翡 到 山顶 ， 东 坡 土 

壤 心 土 层 砂粒 含量 逐渐 增 大 ， 由 11. 00%% 增 到 71. 94% ， 土 壤 黏 粒 含量 则 由 71. 99%% 减 

少 到 2. 97%% 。 西 坡 也 有 这 种 变化 趋势 。 另 外 ， 从 小 于 0.001mm 的 黏 粒 含量 来 看 ， 除 
3100m 以 上 的 土壤 外 ， 其 余 表 层 黏 粒 含 量 都 低 于 心 土屋 ， 说 明 黏 粒 有 明显 的 下 移 。 总 

之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增加 ， 土 壤 风 化 程度 减弱 ， 土 壤 砂粒 含量 增加 ， 土 壤 黏 粒 量 减少 ， 土 

坏 质 地 变 轻 〈 表 2 和 表 3) 。 

表 2_ 东 坡 土壤 质地 和 各 级 土 粒 的 含量 
海拔 土壤 深度 各 级 土 粒 含量 /%% 质地 名 称 

/m /cm 砂粒 1~0.05mm “” 粗 粉 粒 0.05 一 0. 01mm ” 黏 粒 <0. 01 mm 中国 制 ) 

1040 0 一 35 0 19.94 35. 43 黏 壤 土 

35 一 110 11.00 2 71. 99 黏土 

1570 2 一 9 47. 99 25 浊 2 11. 60 粉 壤土 

9 一 44 24.02 32. 40 22;45 粉 壤土 

44~130 34. 68 40. 35 7 砂 粉 土 

2230 15~38 | 35.17 2 黏 壤土 

38 一 80 jwxa07 27. 34 18. 43 黏 壤土 

2540 10 一 27 36. 63 37553 8. 36 粉 壤土 

27 一 55 48. 14 26. 75 9. 68 粉 壤土 

55 一 74 50. 03 19. 49 / 属 凡 面 砂 土 

74 一 100 57. 44 20551 7. 吕 面 砂 土 

2900 13 一 50 56. 99 20. 20 9. 42 面 砂 土 

50 一 90 71. 94 全 2. 97 粗 砂 土 

90~110 58. 91 24.01 5.01 面 砂 土 

3100 3 一 38 5T.01 26. 94 6. 76 面 砂 土 

表 3 西 坡 土壤 质地 和 各 级 土 粒 的 含量 

各 级 土 粒 含量 /% 

1 一 0. 05mm 0. 05 一 0. 01mm < 一 0. 01mm 

2080 2 一 10 31. 59 35. 44 9.70 粉 壤土 

10 一 30 37. 02 26. 12 15. 27 粉 壤土 

30 一 100 2 22. 56 18. 28 粉 壤土 

2600 12 一 38 45..94 23. 44 14. 5] 粉 壤土 

38 一 60 555 2 116. 38 12. 88 面 砂 土 

60 一 115 58. 69 14. 38 11. 46 面 砂 土 

2800 9 一 24 42. 65 36. 22 7. 66 粉 壤土 

24 一 51 48. 39 23. 79 T28598 粉 壤土 

51 一 103 54S7 19. 02 10577 面 砂 土 

3100 6 一 35 一 一 - 一 一 

35 一 64 63.79 20. 16 7. 56 细 砂 土 

64 一 90 53. 62 25. 08 9. 69 面 砂 土 

3560 0 一 40 1 55 50522 13. 09 粉 壤土 

10 一 70 18. 75 32. 40 9 粉 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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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化 学 性 质 

2. 2.1 有 机 质 和 全 量 养分 

高 黎贡山 东西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土壤 有 机 质 和 全 量 养分 列 于 表 4 和 表 5。 从 表 中 可 知 ， 
高 黎贡山 土壤 有 机 质 含量 高 ，2000m 以 上 的 土壤 ， 心 土屋 有 机 质 含量 仍 可 达 7 为 以 上 ， 
西 坡 含量 更 高 ， 表 层 含量 达到 了 30%。 但 随 海拔 高 度 和 植被 的 不 同 ， 土 壤 有 机 质 含量 

有 较 大 差异 。 例 如 ， 怒 江河 谷 的 河谷 稀 树 灌 草丛 褐 红壤 含量 最 低 ， 随 海拔 高 度 升 高 ， 植 
被 类 型 发 生 了 变化 ， 有 机 质 含量 也 随 之 增加 ， 到 了 3000m 左右 达 最 高 值 ， 往 上 则 略 有 

降低 。 总 的 来 说 ， 低 海拔 有 机 质 合成 量 大 ， 分 解 转化 快 ， 积 累 少 ; 高 海拔 地 区 有 机 质 合 
成 量 低 ， 但 分 解 转化 也 慢 ， 故 有 机 质 得 到 较 多 积累 。 

另外 ， 土 壤 表层 CVN 为 10 一 15，CVN 全 钾 随 海拔 高 度 升 高 而 增 大 的 趋势 分 别 在 东 
坡 和 西 坡 表现 较 明 显 ， 土 壤 的 全 所 全 磷 则 都 随 土 壤 有 机 质 的 多 少 而 相应 地 增 减 。 

表 4 ， 东 坡 土壤 有 机 质 和 全 量 养分 

海拔 采样 深度 有 机 质 ER 全 氮 全 磷 全 钾 

/m /cm / 叫 (N)/ 听 (P2O5)/%% (K2O)V7 听 

1040 0 一 35 1. 50 57B 0. 074 0. 90 2. 34 

35 一 110 0. 52 5. 48 0. 055 0. 02 2. 80 

1570 2 一 9 AS 12. 66 0. 198 0. 087 285 

9~44 0.93 10. 18 0. 053 0. 040 1.35 

44 一 130 0. 38 2525 0. 018 0.031 0. 94 

2230 15 一 38 19. 41 13. 45 0. 837 0. 293 2. 15 

38 一 80 6. 87 8.51 0. 468 0. 204 2; 93 

2540 10 一 27 75 RS 0. 704 0. 192 1. 04 

27 一 55 9. 30 14. 58 0. 370 0. 169 下 了 5 

55 一 74 1.95 10. 10 0 0 . 103 2 

74 一 100 OE58 9. 89 0. 034 0. 050 3. 41 

2900 13 一 50 2. 85 13.78 0. 541 0. 143 3.07 

50 一 90 16. 82 23.74 0.411 0. 135 2.05 

90 一 110 4232 21. 08 0. 394 0.120 二 8 

3100 3 一 38 16. 79 5 浊 生 0. 640 人 全 2. 18 

表 5 西 坡 土壤 有 机 质 和 全 量 养分 

采样 深度 有 机 质 全 氮 全 磷 全 钾 
海拔 /m C/N 

/cm / 吕 (N)/ 听 (P2O5 )/ 听 (K2O)/ 上 %% 

2080 2 一 10 20. 62 15. 57 0. 768 0. 201 大 的 

10 一 30 5877 18.04 0. 282 0. 093 1. 80 

30 一 100 2.33 14. 08 0. 095 0. 074 2. 00 

es。 DO 。 



续 表 

海拔 / 采样 深度 有 机 质 间 本 全 量 全 磷 全 名 
In 

/cm / 听 (N)/5%% (PzO5 )/ 听 (K2O)7 上 %% 

2600 12 一 38 23. 41 16. 30 0. 833 0. 152 2 

38 一 60 6. 58 14.08 0.27 0. 201 1 

60 一 115 35717 18. 53 0 118 0. 317 2508 

2800 9 一 24 22510 10. 86 1. 180 0. 283 1.51 

24~51 15.04 到 0. 737 0. 152 1. 89 

51 一 103 6. 93 9. 95 0. 404 0 吕 72 JE95 

3100 6 一 35 30. 36 15. 14 1. 163 0mS5 1.70 

35 一 64 9.77 8.05 0.704 0. 230 2. 02 

64~-90 9. 45 10. 90 0. 503 0. 160 | 

3560 0~40 T8. 12 13.47 0. 780 0. 328 2. 44 

40~-70 5. 49 12. 84 0. 249 0. 165 3. 45 

2. 2.2 .土壤 交换 性 能 

高 黎贡山 森林 土壤 的 交换 性 能 与 海拔 高 度 的 相关 性 也 较 明 显 。 从 表 6 和 表 7 可 知 ， 
土壤 pH 值 为 4. 1 一 6.4， 属 弱酸 性 至 强酸 性 ， 阳 离子 交换 量 、 水 解 酸 都 随 海 拔高 度 的 

升 高 而 增 大 ， 到 了 3000m 以 上 又 有 所 下 降 ， 交 换 性 盐 基 总 量 也 有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增加 的 
趋势 。 土 壤 表 层 盐 基 饱 和 度 变 化 较 大 〈16% 一 80%)，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而 降低 。 这 与 
随 海拔 高 度 升 高 ， 水 分 增加 及 3000m 左右 的 云雾 带 有 关 。 

表 6 ， 西 坡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土壤 交换 性 能 



表 7 东 坡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土壤 交换 性 能 

阳离子 交换 性 盐 

ioog 圭 由 有 所 

0 一 35 

35 一 110 

1570 2 9 575476 

9 一 44 68. 93 

44 一 130 78. 22 

2230 15 一 38 8 起 

38 一 80 69. 26 

2540 10 一 27 45. 69 

27 一 55 65. 94 

55 之 公 63.22 

74 一 100 55.70 

2900 13~50 16. 67 

50 一 90 58: 浊 5 

90 一 110 .39 

3 一 38 

3 土壤 垂直 带 谱 

如 上 所 述 ， 高 黎贡山 从 山 昔 到 山顶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温度 逐渐 降低 ， 降 水 和 空 

气 湿度 不 断 增 加 ， 生 物 气候 的 垂直 分 异 明 显 ， 土 壤 的 厚度 、 土 壤 颜色 、 土 壤 水 分 及 物理 

性 质 、 土 壤 机 械 组 成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全 量 养 分 、 土 壤 交 换 性 能 等 土壤 发 生 特征 发 生 了 垂 

直 变 化 。 根 据 土 壤 发 生 特征 的 垂直 变化 规律 、 植 被 类 型 的 变化 及 气候 垂直 变化 规律 等 ， 

初步 将 高 黎贡山 土壤 分 成 7 个 带 〈 图 1)。 

由 于 怒江 的 切割 较 次 ， 高 黎贡山 东 坡 高 差 大 ， 土 壤 垂直 带 谱 较 完 整 ， 从 怒江 河谷 到 

山顶 分 布 着 相当 于 中 亚热带 到 蹇 温带 的 土壤 类 型 。 在 泸 水 县 境内 中 部 ， 高 黎贡山 东 坡 

(跃进 桥 一 片 马 风 雪耻 口 一 线 ) 土壤 垂直 带 谱 为 : 云南 松林 、 河 谷 稀 树 灌 草 丛 的 褐 红 塘 

(1500m 以 下 ) - 旱 冬 瓜 林 、 高 山 楼 林 、 云 南 松林 下 的 黄 红 壤 (1500 一 2200m) -湿性 党 

绿 阔 叶 林 下 的 黄 棕 壤 (2200 一 2500m)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下 的 棕 壤 (2500 一 2800m) - 箭 

竹林 、 冷 衫 林 、 铁 杉林 下 的 暗 棕 壤 (2800 一 3050m) - 亚 高 山 灌 从 草地 下 的 亚 高 山 草 和 名 

土 〈3050 一 3600m) -岩石 裸露 地 〈3600m 以 上 ) 。 西 坡 从 片 马 至 听命 湖 一 线 的 垂直 带 谱 

为 : 旱 冬 瓜 林 、 华 山 松 林 、 云 南 松林 的 黄 壤 (1740 一 2100m)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下 的 黄 

棕 壤 (2100 一 2600m)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下 的 棕 培 (2600 一 2900m) - 箭 竹 林 、 杜 鹏 林 、 

铁 杉林 下 的 暗 棕 壤 (2900 一 3100m) - 亚 高 山 灌 从 草地 的 亚 高 草 甸 土 〈3100 一 3600m) - 

岩石 裸露 地 〈3600m 以 上 ) 。 

高 黎贡山 呈 南 北 走向 ， 阻 挡 了 西南 季风 的 东 进 ， 使 得 同一 海拔 地 区 东西 坡 水 热 条 件 

明显 不 同 ， 土 壤 形成 发 展 及 各 发 生 特 征 也 有 一 定 差异 ， 表 现 为 西 坡 迎风 面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e。 52 。 



黄 壤 2000 
( 旱 冬 瓜 林 、 华 山 松林 、 云 南 松林 ) 

黄 红壤 
( 旱 冬 瓜 林 、 高 山 档 林 、V 1800 

片 马 (1740m) 云南 松林 ) 

1600 

图 1 高 黎贡山 土壤 垂直 分 布 示意 图 

林 分 布 带 幅 较 宽 ， 土 壤 形成 有 黄 化 现象 ， 分 存 有 黄 壤 、 黄 棕 壤 ， 棕 壤 分 存 的 范围 比 东 坡 
大 。 这 说 明 高 黎贡山 土壤 垂直 分 异 除 受 生 物 气候 的 垂直 变化 影响 外 ， 还 受到 地 形 地 貌 和 
大 气 环 流 的 影响 。 

另外 ， 垂直 带 谱 是 在 水 平地 带 谱 的 基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 其 形成 主要 决定 于 山地 小 气 
候 及 相应 的 自然 条 件 ， 它 对 应 于 水 平地 带 谱 。 但 是 由 于 高 黎贡山 水 热 条 件 、 植 物 群落 、 
地 形 及 母 质 等 的 影响 。 其 垂直 带 谱 的 土壤 的 分 布 并 不 完全 等 于 水 平 带 上 的 土壤 分 布 的 排 
列 顺序 ， 土 壤 形态 特征 、 理 化 性 质 也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4 _ 结 十 

高 黎贡山 自然 条 件 复杂 多 样 ， 生 物 气候 垂直 分 异 明 显 ， 是 土壤 垂直 地 带 谱 较 完 整 的 
一 座 山 地 ， 由 于 地 形 和 大 气 环流 的 影响 ， 山 体 东 西 坡 土壤 分 布 不 同 ， 同 时 垂直 地 带 谱 的 

土壤 分 布 排列 与 水 平地 带 谱 的 也 有 区 别 。 但 是 ， 由 于 对 高 黎贡山 森林 土壤 及 其 垂直 分 布 

规律 研究 不 多 ， 加 之 从 山 草 到 山顶 不 论 是 自然 成 士 条 件 或 是 土壤 属性 都 是 逐渐 发 生变 化 

的 ， 没 有 明显 界线 存在 ， 除 海拔 高 度 相差 较 大 的 地 段 ， 如 怒江 河谷 和 山顶 的 土壤 具有 明 

显 不 同 外 ， 其 中 间 地 段 的 垂直 方向 上 往往 具有 过 渡 性 ， 在 目前 缺乏 明确 山地 土壤 分 类 具 

体 指标 的 情况 下 ， 对 土壤 类 型 划分 及 垂直 带 谱 的 划分 ， 难 免 存 在 主观 性 和 片面 性 。 本 文 只 

是 初步 讨论 研究 的 结果 ， 对 高 黎贡山 土壤 分 布 规律 更 具体 、 更 深入 的 研究 有 待 以 后 进行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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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林 土壤 肥力 特征 

浊 本 
(云南 师范 大 学 资源 环境 与 地 理学 系 ) 

摘 要 本 文 对 滇 西高 黎贡山 南 段 不 同 海拔 植被 下 发 育 的 森林 土壤 的 理化 性 质 进行 了 

研究 ， 结 果 表明 ，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林 土壤 肥力 水 平 高 ， 且 垂直 变化 十 分 明显 。 

关键 词 ”肥力 特征 ， 森林 土 壤 

高 黎贡山 位 于 云南 省 西部 ， 为 横断 山系 的 组 成 部 分 。 呈 南北 走向 ， 海 拔高 差 大 ， 天 

然 森林 面积 广大 ， 履 盖 率 达 87. 4%， 自 然 条 件 复 杂 多 样 ， 发 育 了 多 种 不 同 的 森林 土壤 
类 型 ， 且 具有 十 分 明显 的 垂直 地 带 性 。 措 清楚 森林 土壤 的 肥力 状况 ， 在 理论 上 和 实践 上 

都 具有 一 定 的 意义 。 本 文通 过 对 高 黎贡山 南 段 东 西 坡 不 同 海拔 不 同 植被 条 件 下 发 育 的 森 
林 土 壤 的 养分 状况 、 交 换 性 能 、 机 械 组 成 、 水 分 及 物理 性 质 等 进行 研究 分 析 ， 重 点 阑 明 

森林 土壤 的 肥力 特点 。 

1 目 然 条 件 

高 黎贡山 属 横断 山 的 西 支 山 地 ， 东 西 狭 窗 ， 由 北向 南 倾斜 延伸 ， 是 怒江 与 恩 梅 开 江 

的 分 水 岭 ， 最 高 点 为 泸 水 县 北部 的 丫 扁 山 ， 海 拔 4161. em， 最 低 点 为 保山 县 怒江 河谷 ， 

海拔 640m， 相 对 高 差 3700 多 米 。 山 体高 峻 ， 除 一 些 谷 地 缓坡 地 稍 平缓 外 ， 大 部 分 地 区 

坡度 在 35 一 40 以 上 ， 岩 石 由 片 麻 岩 、 片 岩 、 报 岩 、 干 枚 岩 为 主 的 变质 岩 系 以 及 印 支 燕 

山 晚 期 到 喜马拉雅 早期 的 花岗岩 组 成 。 成 土 母 质 为 上 述 岩 石 风化 形成 的 坡 积 物 及 残 

积 物 。 

高 黎贡山 处 于 我 国 亚热带 西部 季风 区 ， 具 有 中 亚热带 季风 气候 特征 ， 由 于 山体 相对 

高 差 大 ， 东 西 狭 窗 ， 坡 度 大 ， 限 制 了 水 热 条 件 的 水 平分 异 而 为 水 分 和 热量 的 垂直 分 异 提 

供 了 空间 条 件 ， 随 山体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湿 度 增 大 ， 气 温 降低 ， 从 山 翡 到 山顶 形成 了 6 

个 气候 带 “〈 南 亚热带 、 中 亚热带 、 北 亚热带 、 暖 温带 、 中 温带 及 寒 温带 )， 具 有 明显 的 

立体 气候 。 另 外 ， 由 于 高 大 山体 阻挡 了 西南 季风 的 东 进 ， 山 地 东西 坡 气候 有 一 定 差 异 ， 

在 同一 海拔 地 区 ， 东 坡 偏 干 暖 而 西 坡 偏 冷 湿 。 

高 黎贡山 天 然 森 林 植 被 保存 较 好 ， 除 山体 下 部 局 部 地 区 受到 人 为 活动 影响 ， 遭 受 不 

同 程度 的 破坏 外 ， 绝 大 部 分 地 区 处 于 原生 状态 ， 森 林 履 盖 率 高 ， 随 海拔 的 升 高 ， 从 怒江 

河谷 到 山顶 依次 出 现 了 河谷 稀 树 灌 草 从 、 云 南 松 旱 冬瓜 林 、 季 风 常 绿 益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和 冷杉 林 、 杜 和 鹏 林 和 箭 人 竹林 、 亚 高 山 草 甸 等 多 种 植物 类 型 ， 并 以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面积 最 大 。 

x 本 文 1994 年 发 表 于 《云南 师范 大 学 学 报 》，14(4): 95 一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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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方法 

2.1 土壤 样品 的 采集 

土壤 样品 的 采集 工作 是 1989 年 至 1990 年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综合 考察 时 进行 

的 ， 为 期 3 个 月 ， 在 北部 的 六 库 跃 进 桥 一 片 马 站 口 一 片 马 、 漫 音 一 小 黄 沟 一 马 面 关 及 保 

山 县 〈 现 为 保山 市 ) 腾冲 县 的 坝 湾 一 大 蕾 坪 一 龙 川江 、 艺 宽 一 百花 岭 一 界 头等 横 穿 高 黎 

贡 山 各 设置 土壤 调查 路 线 一 条 。 调 查 路 线 与 植被 调查 路 线 一 致 ， 按 植被 类 型 、 海 拔 、 土 

壤 类 型 的 不 同 分 别 挖掘 土壤 剖面 取样 ， 同 时 测定 土壤 的 部 分 物理 量 ， 和 采样 深度 按 土壤 发 

生 层 依次 进行 ， 共 挖掘 主要 土壤 剖面 46 个 ， 取 样 134 个 ， 通 过 室内 评比 ， 选 取 典 型 剖 

面 18 个 、 分 析 样 47 个 进行 化 验 分 析 〈 典 型 剖面 情况 见 表 1)。 

表 1 土壤 剖面 点 

剖面 编号 采样 地 点 土壤 名 称 海拔 /m 植被 类 型 母 质 

9013 保山 百花 岭 褐 红壤 1250 次 主 栎 类 杂 灌 木林 石灰 岩 坡 积 扬 

8931 泸 水 岭 岗 寨 黄 红壤 1570 云南 松 高 山 档 林 白 岗 谷 岩 坡 积 扬 

8919 泸 水 片 马 黄 壤 2080 云南 松 旱 冬瓜 林 花岗岩 残 积 扬 

9002 保山 大 蒿 坪 黄 棕 坏 2320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片 麻 岩 残 扬 

8929 泸 水 片 马 后 山 ” 棕 壤 2800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花岗岩 坡 积 扬 

8926 泸 水 片 马 后 山 暗 棕 壤 3100 云龙 箭 人 竹林 花岗岩 坡 积 扬 

8928 泸 水 听命 湖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3560 亚 高 山 草 多 花岗岩 残 积 扬 

2.2 分 析 方 法 

土壤 物理 化 学 性 质 分 析 方 法 依据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土壤 研究 所 编 的 《土壤 理化 分 析 》 

进行 : 机 械 组 成 用 比重 计 法 ;， 容重、 毛管 孔隙 度 用 环 力 法 ;pH 值 用 电位 法 ， 有 机 质 用 

重 铬 酸 钾 法 ;全 氮 用 硒 粉 、 硫 酸 铜 、 硫 酸 消化 法 ;全 磷 用 氧 氧化 钠 碱 熔 、 钥 匀 抗 比 色 

法 ; 全 钾 用 氢 氧 化 钠 碱 熔 、 火 焰 光 度 计 法 ; 水 解 性 氮 用 扩散 吸收 法 : 速效 磷 用 盐酸 - 氟 

化 镑 法 ; 速效 钾 用 火焰 光度 计 法 ;水解 酸 用 醋酸 钠 水 解 - 中 和 滴定 法 ;阳离子 交换 量 用 

醋酸 铵 法 。 土 壤 总 孔隙 度 由 经 验 公式 P%=93. 947 一 132. 995& 〈d 为 容重 ) 计算 而 得 。 

3 结果 与 讨论 

3. 工 土壤 养分 丰富 

表 2 结果 表明 ，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 林 土 壤 养分 含量 丰富 ， 尤 其 是 有 机 质 及 氮 素 远 高 于 

衰 牢 山 及 中 国 东部 水 平地 带 上 的 同类 土壤 ， 表 层 有 相 质 18.5~ 303. 6g/kg， 心 土 层 

9. 3~150. 4g/kg， 底 土 层 都 达到 3. 8 一 69. 3g/kg， 表 层 全 所 1. 20~ 11. 80g/kg， 且 其 含 

量 随 土 层 深度 向 下 逐渐 减 小 ， 土 壤 的 全 磷 、 水 解 氮 、 全 钾 、 速 效 钾 含量 都 较 丰 富 ， 除 全 

钾 属 淋 溶 型 外 ， 其 他 都 属 富 集 型 ， 在 土 体 中 的 分 布 有 随 土 层 深 度 向 下 含量 减少 的 趋势 ， 
es。 50 。 



但 土壤 速效 磷 较 少 ， 主 要 是 由 于 高 黎贡山 与 哀 牢 山 相 比 ， 植 被 覆盖 度 高 ， 有 机 质 合 成 最 
大 归还 土壤 多 ， 而 纬度 较 高 、 气 温 较 低 ， 土 壤 有 机 质 的 矿质 化 作用 较 弱 ， 反 映 出 山地 土 

壤 的 特点 。 

表 2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林 土壤 养分 

剖面 号 采样 深度 ”有机质 全 氮 全 磷 全 钾 水 解 氮 速效 磷 速效 钾 

/cm /Cg/kg) /Cg/kg) /Cg/kg) /Cg/kg) /mg/Kg) /mg/kg) /mg/kg) 

9013 De LS 5 1. 20 1. 45 337 82. 8 乞 于 116.8 8. 94 

17 一 70 5 0. 89 人 87 5 44. 2 人 这 5 和 痢 10. 10 

70 一 140 14. 9 0..92 0. 75 3 7 3952 痕 量 60. 0 8-39 

8931 2 9 42. 3 1.98 0. 87 2358 2 164.0 12. 66 

9 一 44 由 3 0.53 0. 40 3 号 8537 0. 4 325 10. 18 

44 一 130 NS 0 0 9. 4 2 地 用 > 时 

8919 2=~”10 206. 2 75.62 公 01 11. 4 274.0 1 460. 0 ] 585 

10 一 30 87. 2.82 入 鳅 18.0 149. 1 网 : 162.0 18. 04 

30 一 110 2323 0. 95 0. 74 20. 0 50. 0 痕 量 78.0 14. 23 

9002 6 一 24 33.2 6. 46 9 22. 革 390. 0 痕 量 52 则 二 96 

24 一 42 572 2 1. 18 22. 223.8 痕 量 3955 14. 38 

42 一 80 57.2 2. 36 1 15 25,. 2 91aS 痕 量 28. 8 14. 06 

80 一 100 1 8.2 0. 52 0. 57 30. 3 5 下 痕 量 28.0 14. 72 

8929 9 一 24 221.0 11. 80 2583 有 二 | 3 3; 2.6 186.0 10. 86 

25 汪 51 150. 4 3 有 2 1858 212.5 0.6 94. 0 11. 84 

SO3 69:.3 4. 04 7 二 128. 2 253 61.0 9295 

8926 0 一 35 303. 6 11..63 下 82 到 493. 3 1. 4 270. 0 15. 14 

35 一 64 1 7.04 2580 20.2 16952 2.6 51.0 8. 05 

64 一 90 94. 5 2.03 1. 60 光 于 | 3 直译 61.0 10. 90 

8928 0 一 40 18]52 7. 80 3. 28 24. 4 342. 9 0. 9 149. 0 13. 47 

40 一 70 54. 9 2. 48 1 695 34. 5 147.6 4.6 116.0 12. 84 

对 土壤 有 机 质 、 速 效 、 速 效 钾 含量 的 综合 评价 值 〈 三 者 乘积 的 立方 根 值 )， 基 本 

可 以 说 明 土 壤 肥 力 水 平 的 高 低 ， 从 评价 值 来 看 ， 土 壤 表 层 肥力 水 平 较 高 而 下 部 土 体 肥力 

降低 ， 最 高 为 暗 棕 壤 ， 其 次 为 棕 壤 ， 最 低 为 褐 红壤 ， 且 具有 随 海拔 高 度 升 高 而 增加 的 变 
化 规律 。 

3.2 土壤 呈 酸 性 反应 ， 供 肥 保 肥 能 力 强 

从 表 3 可 知 ，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 林 土 壤 呈 酸性 反应 ， 表 土 层 水 解 酸 4. 2 一 30. lcmol/kg， 

除 褐 红土 壤 和 黄 红壤 外 ， 其 他 都 在 20cmol/kg 以 上 ， 表 土 层 pH 值 4.5~5.51， 母 质 层 

pH 值 在 5. 5 左右 ， 说 明 由 酸 母 岩 发 育 的 土壤 对 植被 的 酸性 淋 溶 反映 更 明显 。 其 中 ， 箭 
人 竹林 下 发 育 的 暗 棕 壤 酸性 最 强 ， 表 层 pH 值 4.4， 水 解 酸 30. 1cmol/kg; 河谷 次 主 栎 类 

站 



杂 灌 木林 下 的 褐 红壤 酸性 最 弱 ， 表 土 层 PH 值 5. 4， 水 解 酸 4. 2cmol/kg。 从 盐 基 饱和 度 

来 看 ， 除 黄 红壤 和 棕 壤 的 底 土 层 大 于 70 为 外 ， 其 他 大 多 在 40 儿 一 60%， 属 手 盐 基 不 饱 
和 度 土壤 ， 这 说 明 土 壤 的 淋 溶 作用 较 强 ， 盐 基 损 失 较 多 ， 但 土壤 的 阳离子 交换 盘 

(CEC) 较 高 ， 除 褐 红壤 和 黄 红 壤 较 低 外 ， 其 他 土壤 都 在 40 一 55cmol/kg， 说 明 土 壤 具 
有 较 强 的 供 肥 保 肥 能 力 。 

表 3 as aa 

/cm 1 

0 一 17 

盐 基 饱和 度 

/9 

全 本 而 25. 00 

70 一 140 

8931 2 一 9 57275 

9 一 44 68. 93 

44 一 130 78. 22 

8919 2 过 10 54. 46 

10~30 62553 

30~-110 64. 45 

9002 6 一 列 38. 64 

24~42 24. 18 

42 一 80 26. 29 

80 一 100 33. 33 

8929 9 一 24 57.75 

24~-51 66. 35 

5 03 7859 

8926 GE 55 44. 05 

5 69. 23 

64 一 90 67. 41 

8928 0~-40 40. 43 

40 一 70 

3.3 土壤 的 物理 性 状 较 好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 林 土 壤 的 机 械 组 成 中 ， 砂 粒 、 粉 砂粒 、 黏 粒 含量 适中 ， 土 壤 较 政 

松 ， 质 地 为 壤 十 组 ， 且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砂 粒 含量 增加 ， 黏 粒 含量 减少 ， 质 地 变 轻 ， 

这 反映 了 粗 结晶 的 花岗岩 及 片 麻 岩 坡 积 物 母 质 对 土壤 有 深刻 影响 ， 也 说 明山 体高 气温 

低 ， 矿 物质 化 学 风化 作用 较 弱 而 形成 的 细小 颗粒 物质 在 重力 及 坡 面 水 流 的 作用 下 向 低 海 

拔 地 区 移动 〈 表 4) 。 



剖面 号 

9013 

8931 

8919 

9002 

8929 

8926 

8928 

9 一 44 

44 一 130 

210 

10 一 30 

30 一 110 

6 一 24 

24 一 42 

42 一 80 

80 一 100 

9 一 24 

24 一 51 

603 

35 一 64 

64 一 90 

0 一 40 

40 一 70 

表 4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林 土壤 机 械 组 成 

和 | 

8. 14 

12.193 

25. 46 

6. 33 

4. 16 

二 又 

11. 56 

14.08 

11. 34 

1. 34 

1.63 

182 

1. 84 

10. 09 

6 

18. 04 

5. 63 

5. 59 

je20.。 2 

6. 27 

4. 12 

6. 33 

16;55 

8. 48 

5.09 

16. 33 

上 5. 95 

18. 50 

6. 18 

10. 06 

8. 86 

14. 89 

8 2 池 

30. 79 

35. 90 

39230 

避 Ze 

(全 从 

T.52 

“各 粒 级 颗粒 含量 百分数 

0. 25 一 0. 05 一 0. 01 一 

0. 05 0. 01 0. 005 

6. 44 20. 81 1L533 

505 20. 47 7. 60 

3543 9. 76 337 

3] 坟 4 东 23. 12 7..08 

上 5554 32. 40 10. 33 

28. 89 40. 35 9. 30 

15526 35. 44 8. 04 

21. 07 Zi 9. 02 

人 | 22. 56 10. 45 

14. 69 51. 88 和 

饮 54 38. 41 网 :| 

用 谍 59 36. 03 0 

19; 21 30. 01 9. 23 

3 和 38 36. 22 5.24 

17. 60 23: 泊 9 5.60 

18.47 l9562 号 过 芭 

24. 49 20. 16 总 8 

忆 人 8 25. 08 4. 74 

全- 了 人 50522 195LG 

1 32. 40 记 主 54 

( 粒 径 单位 ， mmy) 

丰 0 而 之 
一 0.001 

0. 001 

977 

21 罗 二 7 

3282 须 29.28 

Ti 和 有 区 

104801 别 22545 

8.20 7 古 记 

52 857 

12.57 证 1527 

06 TSTS 

10.03 ”8.45 

897 和 二 

jy 

15.80 ”10. 86 

8. 23 7 

9.259.， 112593 

1 人- 冲 0. 生 

1 YE 

6.87 9. 69 

12.09 13.09 

旋 贡 :7 

质地 名 称 

(中 国 制 ) 

少 砾 质 黏 壤土 

多 砾 质 黏 壤土 

多 砾 质 黏 壤土 

少 砾 质 粉 壤土 

少 砾 质 粉 壤土 

少 砾 质 砂 粉 土 

多 砾 质 粉 壤土 

多 砾 质 粉 壤土 

多 砾 质 粉 壤 十 

少 砾 质 砂 粉 土 

少 砾 质 粉 壤土 

少 砾 质 粉 壤 士 

少 砾 质 粉 壤土 

多 砾 质 粉 壤 十 
多 砾 质 粉 壤 十 
多 砾 质 面 砂 填 

细 砂 圭 
面 砂 十 

少 砾 质 粉 壤 填 
多 砾 质 粉 壤 圭 

土壤 容重 0.47 一 1. 41g/cm ， 总 孔隙 度 容 积 47.4% 一 78.0%， 土 壤 通 气度 容积 

6.2% 一 36.2%， 但 土壤 非 毛管 孔隙 度 较 小 而 毛管 孔隙 度 较 大 ， 非 毛管 孔隙 仅 占 总 孔隙 

的 14%% 一 22% ， 暗 棕 壤 和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只 占 7% 。 土 壤 水 分 含量 较 高 ， 保 水 性 较 好 ， 土 

了 二 专 ) 较 适 市 。 介 于 工 :0.4:0.5 和 IT:233:1.2 之 间 ， 总 之 “和 王 环 

物理 性 质 好 ， 且 随 海 拔高 度 的 增加 越 来 越 好 ( 表 5)。 

剖面 号 

9013 

8931 

9002 

8929 

8926 

8928 

/cm 

0 一 140 

2 一 130 

表 5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 林 土 壤 水 分 及 物理 性 质 平均 值 

/2 量 /入 

14. 85 

27. 20 

采样 深度 ”吸湿 水 自然 含水 ”容重 

/(g/cmy) 

1. 41 

本 

0. 74 

0. 70 

0 

0 

容积 
AN 

47. 

50， 

69. 

/和 度 容 积 / 欠 

4 7.4 

人 

14. 8 

一 

总 孔隙 度 ” 非 毛管 孔 辽 ”毛管 孔隙 度 ” 通 气度 

容积 /2 容 度 /X% 

06..5 

36. 2 

30.2 

2 

26. 8 

8 

三 相 比 

(CE 水 

109 

SO 

人 

8 

各 总 到 

is 502 



3.4 不 同 海拔 植被 条 件 下 土壤 的 营养 物质 有 较 大 差异 

高 黎贡山 南 段 东 坡 海拔 1000 一 1300m 地 带 的 褐 红壤 发 育 于 次 生 栎 类 杂 灌 木林 下 ， 

这 里 植被 覆盖 率 低 ， 有 机 物质 归还 土壤 少 ， 而 气温 较 高 ， 有 机 质 分 解 速度 较 快 ， 因 而 土 

壤 有 机 质 、 全 所 、 水 解 氮 、 全 磷 等 营养 物质 是 最 低 的 ， 仅 高 于 河谷 稀 树 灌 草丛 下 的 燥 红 

土 。 有 机 质 含 量 14. 9 一 18. 5g/kg， 由 于 土 层 较 厚 ， 随 土 层 向 下 含量 减少 较 缓慢 ;全 氮 

0.92 一 1. 20g/kg， 全 磷 0.75 一 1.45g/kg， 水 解 氮 39.3 一 82.8mg/kg， 速 效 磷 0.7 一 

2. lmg/kg， 都 随 土 层 深 度 向 下 含量 减少 。 但 是 全 钾 32. 7 一 36. 7g/ kg 是 最 高 的 ， 在 土 

体 中 的 分 布 也 正好 与 其 他 物质 相反 ， 随 土 层 深度 向 下 含量 增加 。 

暗 棕 壤 分 布 于 海拔 3000 一 3200m， 植 被 为 云龙 箭 人 竹林 ， 这 里 土壤 水 分 充足 ， 云 龙 箭 

竹 生长 茂盛 ， 有 机 物质 合成 量 大 而 海拔 高 气温 低 ， 有 机 质 矿 质 化 作用 弱 ， 因 而 土壤 有 机 

质 、 全 氮 及 水 解 氮 在 各 土 层 的 含量 都 是 最 高 的 ， 有 机 质 94. 5 一 303. 6g/kg， 全 所 5. 03 一 

11.63g / kg， 水 解 氮 99. 2 一 493. 3mg/kg， 钾 素 和 磷 素 的 含量 仅 低 于 棕 壤 ， 且 所 有 营养 

物质 都 随 土 层 深度 向 下 而 减少 。 

棕 壤 分 布 于 2700 一 3000m， 植 被 为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是 高 

黎贡山 分 布 面 积 最 大 的 植被 类 型 ， 群 落 结构 较 复 杂 ， 郁 闭 度 大 ， 每 年 有 大 量 有 机 特质 归 

还 到 土壤 中 〈 每 公顷 凋落 物 为 37. 97t) ， 土 壤 养分 物质 含量 较 丰 富 ， 有 机 质 达 69. 3 一 

221.0g/kg， 全 所 4. 04 一 11. 80g/kg， 水 解 氮 128. 2 一 311. 3mg/kg， 仅 低 于 暗 棕 壤 ; 全 

磷 1. 72 一 2. 83g/kg 是 高 黎贡山 森林 土壤 中 最 高 的 ， 其 他 几 种 养分 也 高 于 暗 棕 壤 。 

黄 红壤 、 黄 培 和 黄 棕 壤 的 营养 物质 介 于 褐 红壤 与 暗 棕 壤 和 棕 壤 之 间 ， 除 全 钾 外 ， 其 

他 营养 物质 的 含量 随 士 层 深度 向 下 而 减 小 。 总 的 来 说 ， 各 类 型 土壤 营养 物质 含量 有 明显 

差异 ， 其 大 小 顺序 是 棕 壤 之 暗 棕 壤 之 黄 棕 壤 之 黄 壤 之 黄 红壤 之 褐 红壤 之 燥 红 土 。 

3.5 各 种 土壤 中 物质 迁移 转化 强度 不 同 

土壤 矿物 质 风化 分 解 的 强 弱 可 由 硅 铝 铁 率 来 说 明 ; 也 可 由 土 层 中 二 0. 001mm 黏 粒 

含量 的 多 少 来 说 明 ， 黏 粒 含量 高 说 明 土 壤 矿 物质 分 解 强 。 以 各 土壤 类 型 整个 土 体 黏 粒 含 

量 的 平均 值 来 看 ， 高 黎贡山 森林 土壤 黏 粒 含 量 较 低 ， 土 壤 矿 物质 分 解 作 用 较 弱 ， 但 不 同 

的 土壤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山 体 下 部 热量 条 件 较 好 的 褐 红壤 黏 粒 含量 最 高 ， 海 拔 较 高 的 暗 棕 

壤 最 低 ， 其 大 小 顺序 是 : 褐 红壤 (20.08%) > 之 黄 壤 (16.97%) 盖 亚 高 山 草 旬 王 

(13. 45%) > 黄 红 壤 (11.79%) 二 黄 棕 壤 (11.49%) 盖 棕 壤 (10.76%) 盖 暗 棕 塘 

(5. 63%)， 这 说 明 土 壤 矿 物质 的 风化 分 解 过 程 与 热量 条 件 有 密切 关系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温 度 降 低 、 矿 物质 解 离 度 降 低 ， 形 成 的 黏 粒 减少 。 其 中 亚 高 山 草 甸 土 例外 ， 它 的 黏 

粒 含量 高 于 黄 红 壤 、 黄 棕 培 、 棕 壤 和 暗 棕 壤 ， 主 要 原因 是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分 布 于 山脊 附 

近 ， 地 形 平缓 坡度 小 ， 土 壤 母 质 为 花岗岩 长 期 风化 形成 的 残 积 物 ， 风 化 时 间 长 ， 形 成 的 

黏 粒 大 多 滞留 原 地 ， 很 少 被 坡 面 水 流 带 走 ， 这 反映 了 地 形 坡度 对 土壤 中 物质 迁移 转化 的 

明显 影响 。 从 黏 粒 在 土 体 中 的 垂直 分 布 来 看 ， 都 是 上 层 较 少 下 层 较 多 ， 说 明 土 壤 黏 粒 都 

有 下 移 现 象 ， 以 褐 红壤 和 黄 壤 最 为 明显 。 

从 土壤 有 机 质 层 的 厚度 (凋落 物 层 与 腐殖质 层 厚度 之 和 ) 来 看 ， 除 亚 高 山 草 甸 土 

(40cm) 外 ， 暗 标 壤 最 厚 为 29cm， 棕 壤 、 黄 棕 壤 为 15cm， 黄 红壤 、 黄 壤 分 别 为 7cm 和 
es。 6060 。 



8cm， 具 有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而 增 厚 的 趋势 。 表 土 层 的 CVN 以 褐 红 壤 最低 〈8. 94) ， 说 

明神 红壤 由 于 海拔 低 ， 热 量 条 件 好 ， 土 壤 有 机 质 分 解 速度 最 快 ， 因 而 土壤 有 机 质 及 氮 素 

养分 最 少 ;而 黄 壤 和 暗 棕 壤 表土 层 的 CVN 最 高 ， 分 别 为 15. 57 和 14， 前 者 分 布 于 西 坡 ， 

降水 较 丰 富 ， 土 壤 通 气度 较 小 ， 有 机 质 矿质 化 作用 较 弱 ， 后 者 由 于 海拔 高 ， 气 温 较 低 ， 

有 机 质 分 解 也 较 慢 。 土 壤 表层 CVN 大 小 顺序 如 下 : 黄 壤 〈15. 57) 之 暗 棕 壤 (15. 14) 之 

亚 高 山 草 旬 土 〈13. 47) 之 黄 红壤 (12. 66) 之 黄 棕 壤 (11. 96) 盖 棕 壤 〈10. 86) 之 褐 红 

壤 (8. 94) 。 

3.6 土壤 的 垂直 变化 十 分 明显 

高 黎贡山 海拔 相对 高 差 大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气 温 逐 渐 降 低 ， 降 水 量 增加 ， 植 被 

类 型 随 之 发 生 了 变化 ， 土 壤 性 质 呈 现 出 十 分 明显 的 垂直 变化 规律 。 从 土壤 的 物理 性 质 来 

看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土 体 厚 度 逐 渐变 薄 〈Aq/A 万 =3. 03cm/100m) ， 土 壤 质 地 变 轻 

(由 黏 壤 土 一 面 砂 士 )， 土 壤 自然 含水 量 和 吸湿 水 量 增加 ， 土 壤 容重 减少 而 土壤 总 孔 阶 度 

增 大 。 从 化 学 性 质 来 说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土 壤 有 机 质 、 氮 素 及 其 他 营养 物质 含量 

加 ， 土 壤 酸性 增强 ， 阳 离子 交换 量 增 大 ， 土 壤 供 肥 保 肥 能 力 加 强 。 另 外 ， 随 海拔 高 度 升 

高 ， 土 壤 矿 物质 分 解 作用 变 弱 ， 土 壤 有 机 质 的 矿质 化 作用 减弱 。 因 此 ， 从 山 碍 到 山顶 土 

壤 分 异 明显 ， 依 次 分 布 有 燥 红 土 〈<1000m) 、 褐 红壤 (1000 一 1300m) 、 黄 红壤 〈 东 坡 

1550 一 2000m， 西 坡 1400 一 1800m)、 黄 壤 〈 西 坡 1800 一 2200m)、 黄 棕 壤 (2200 一 

2700m) 、 棕 壤 (2700 一 3000m) 、 暗 棕 壤 (3000 一 3200m) 、 亚 高 山 草 甸 土 〈3200 一 

3600m) 及 裸 岩 地 〈3600m 以 上 ) 。 

do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 林 土 壤 养分 含量 丰富 ， 物 理性 状 好 ， 土 壤 呈 酸性 反应 ， 土 壤 供 肥 保 

肥 能 力 较 强 ， 总 的 自然 肥力 水 平 高 。 与 衰 牢 山 及 中 国 水 平 带 上 同类 土壤 相 比 ， 高 黎贡山 

南 段 森 林 土 壤 的 有 机 质 是 哀 牢 山 的 1 一 1. 5 倍 ， 是 水 平 带 上 各 同类 土壤 的 2 一 3 倍 ; 其 他 

矿质 养分 含量 也 较 高 。 

海拔 高 度 和 植被 类 型 对 土壤 肥力 有 很 大 影响 ，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和 植被 条 件 ， 土 壤 有 机 

质 的 合成 分 解 强 度 和 土壤 矿物 质 迁 移 转 化 不 同 ， 因 而 土壤 肥力 不 同 ， 高 黎贡山 森林 土壤 
自然 肥力 水 平 高 低 顺 序 如 下 : 棕 壤 之 暗 棕 壤 之 黄 棕 壤 之 黄 壤 之 黄 红壤 之 亚 高 山 草 甸 土 之 

褐 红壤 。 

土壤 垂直 变化 明显 。 土 壤 理化 性 质 随 土 层 深度 向 下 呈现 规律 性 变化 ， 土 壤 有 机 质 、 

氮 素 和 磷 素 等 在 土 体 中 的 分 布 为 富 集 型 ， 钾 素 为 淋 溶 型， 同时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升 高 ， 土 
壤 性 态 特 征 、 理 化 性 质 、 土 壤 中 物质 迁移 转化 过 程 等 均 有 规律 性 变化 ， 因 而 土壤 肥力 也 

具有 明显 的 垂直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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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rtility Features of the Forest Soil of 

the Southern of Caoligong Mountain 

WANG Jin-liang 

(Department of Resources，Environment and Geograph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forest soll ，un- 

der which various vegetation are developed at different altitudinal levels of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Gaoligong Mountain in the west of Yunnan Province。，Consequently，this arti- 

cle concludes that the fertility of the forest soil of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Gaoligong 

Mountain 1is high and its vertical variation can be obviously seen. 

Key words Fertility features，Forest 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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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天 南星 科 植 物 研 究 - 

李 . 恒 ” 龙 春 林 : 刀 志 灵 : Greg Ruckert' 

《1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2 Australian Areae Collection，Glenside 5065 ，South Australia) 

摘 要 高 黎贡山 是 云南 与 缅甸 北部 交界 的 山脉 。 这 一 地 区 的 植物 区 系 深 受 科学 界 的 

注意 。 由 于 地 形 险 峻 ， 自 然 植被 保存 完好 ， 但 研究 得 较 少 ， 高 黎贡山 是 特有 现象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这 里 有 天 南星 科 植 物 58 种 ， 属 于 11 个 属 ， 以 南星 属 为 主 ， 含 35 种 。 天 南星 科 植 物 

中 ，10 种 为 高 黎贡山 所 特有 ，6 种 为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7 种 为 分 布 到 高 黎 贡 

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 植 物 地 理学 研究 表明 : 高 黎贡山 的 植物 区 系 是 东亚 植物 区 系 的 一 部 分 ， 

是 东 喜 马 拉 雅 植物 区 系 的 起 源 地 之 一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天 南星 科 ， 植物 研究 

分 类 号 Q 949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located along the border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China)and northern Myanmar，between the Nmai HEka(Irravwaddy)and Nu(CSalween) 

Tivers .This mountain range extends from Chayu Xian(county) in Xizang province to 

Longlin Xian in Yunnan，approximately extending from 24*30'N to 28"40'N and from 

97*40'E to 99"”E，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s a relatively isolated mountain area， 了 Be- 

catuse of the currently superficial knowledge of its floray, it is difficult to provide an accu- 

rate estimate of the species diversity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he preliminary estimate of seed plant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is 3836 species ( ex- 

cluding those species restricted to the part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lying within MYy- 

anmar); 12% of this total are endemic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aceae in the flora of shows tha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a is closely related phytogeographically with the eastern Himalaya(Nepal， 

Sikkim，Bhutan，Assam in north-eastern India，southern Xizang in China，and northern 

Myanmar). There are 21 species of Araceae that occur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o 

the eastern Himalaya。，One species，Pz7zeLLia termata ，occurs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to 人 Korea and Japan。 TIThree species，Potpnos cjpz7zze1182s ,上 Pazppnzdozpjpnora PozgRozzge7252S， 

and 下. peebla，are distributed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to Southeast Asia，Arzsae77z4a 

Favzxxm is distributed from East Africa and Arabia to the Himalayan and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s; Rezzxsatzia zuzzpara occurs throughout the Old World(Africa and 

troplcal Asia to northern Australia). ALocasia odora ，Potpos chzzzezlszs，and 尺 Pa 思 1-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XD : 44 一 54.。 



dobpjhnora decxw7siVa occur from tropical Asia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However，the 

tropical elements and East Asian Species do not occupy the main position in the present 

flora of our area，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flora mostly con- 

slsts of Chinese and Yunnan endemic species。In Gaoligong Mountains，the Araceae 1iS 

represented by 10 species whose distributions extend to Southeastern Xizang，Sichuan ， 

Guangxl，or other，more distant provinces，。，Thirteen Species can be considered as en- 

demic to China，of which 6 are endemic to Yunnan; a further 8 species are endemic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1. e. ，China and Myanmar).， These statistics shovw tha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flora is a part of East Asia; the {flora of the Himalayas originated 

from Myanmar and the Gaoligong Mountains(Li 1994). 

It is a well known that the larger an area under study，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endemic Species; the more effective the barriers preventing migration into or out of an 

area，the greater the proportion of endemics(Johns 1995)， The riv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coupled with the great climatic difference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extremes towards given areas，usually provides an effective bartrier to plant 

migration into and out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Perhaps，from the Mesozoic era，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gradually became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by the raising of the 

Himalayas，resulting in many endemic taxa，JIn the Araceae，there are at least 8 Species 

which are restricted in Yunnan Province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his figure repre- 

sents almost 18% of the Araceae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much lower than in cer- 

tain islands，but higher than，e. g,. ，the Chengling Mountains(ca. 6% ) and other areas 

on the Asian continent。Of these 8 endemics of Gaoligong Mountains，7 are Arzsae7720 

Species，The genus A7zsaeza is one of the larger and least primitive genera in the Araceae. 

There are altogether 59 species of Araceae，in 11 genera，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a(Table 1). The ec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these Species are detailed in 

the following catalogue， 

Table 1 Aroid speci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GLGCS) 

Species in Gaoligong species endemic to 
Subfamily genus RE 

Mountains China Yunnan Gaoligong Mountains 

Potholideae Potjhnos 2 

Monstereae Rhazpjhzdobppnora 加 

Colocasioideae Sierxa7zera 1 

及 eaxsatia 3 

Colocasza 多 于 

Alocasia 1 

Aroideae AmzorbphopjhnalLaus 3 1 

了 y 力 oOo7zzz772 区 ] 

Saz7rO72QtL772 2 1 

Arzsae7724 35 7 5 6 

了 zeZlLza 

Total 11 genera 59 7 7 9 

Symbols:@) endemic to China; (DO endemic to Yunnan; G) endemic to Gaoligong Mountains area(L e. ，including 

parts in SE Xizang and N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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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hos cjPiz7ze11sis (有 人 af. )Merr。var。cAz7ze718S1s Moist, dense forests in valleys，climb- 

ing on trees or creeping over rocks; below 1700m， Fugong，Gongshan，Lushul，Teng- 

chong，also W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Myanmar [ Guangdong，Guangxi， 

Guizhou，Hainan，Hubei，Hunan，Sichuan，Taiwan，Yunnan; Laos，Thailand，Veit- 

nam |. 

Rhapjpzdoppnora 囊 assk， 

(1) Rhazppniaopjhora aecwrsiua (有 人 Roxb. ) Schott Evergreen，broad-leaved valley for- 

ests，creeping on ground，over rocks，or climbing up trees; below 2200m， Baoshan， 

Fugong,， Gongshan Xian，Longling，Lushui，ChayuLFujian，Guangdong，Guangxi， 

Guizhou，Hainan，Sichuan，Taiwan ，Xizang，Yunnan; Bangladesh，Bhutan，Cambodia，NE 

India，Indonesia，Laos，Malaysia，Myanmar，Nepal，Sri Lanka，Thailand，Veitnam |. 

关 关 类 (2) Rhazpjpazdozphnora culozgexsis 再 Li Epiphyte or climbing over rocks in 

valley forests; 1200 一 2500m。Dulongjiang region of Gongshan Xian，Notes: 及 Pazpnz- 

dopjhnora duxlomzsge?lszis ls the only epiphytic，climbing，endemic arold Speci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It differs from 尺 ，cecursziua in having more lateral velns on the pinnae，a 

smaller spadix，and a sessile stigma，Type， China.。 Yunnan:， Gongshan Xian，Du- 

longjiang，1300m，evergreen forest，on tree trunks，20 Feb. 1990，Dulongjiang Bot. 

匡 xpedition 4041 (holotype，KUN)， 

《3) 人 hazpjpzdozpjhora hoz8gRomgersis Schott Valley forests，on trees or stone walls; 

1600 一 2100m. Gongshan Xian| Fujian，Guangdong，Guangxi，Guizhou，Hainan，Yun- 

nan; Indonesia (Kalimantan) ,Laos，Malaysia，Myanmar，Thailand，Vietnam |. 

(4) RRPazppnzdozpjpora PooReri Schott Dense，evergreen forests in mountain valleys， 

epiphytic and climbing on large trees; 800 一 2200m。 Gongshan Xian，Lushuil Guang- 

dong，Guangxl，Gulzhou，Sichuan，S Xizang，Yunnan; Bangladesh，Bhutan，NE 

India，Myanmar，Sikkim，Thailand，Vietnam |. 

(5) 人 Pazpjpzcdozpjpora Lazzcifolza Schott Evergreen forests，on large trees; 1400 一 

2800m. Gongshan， Fugong， Tengchong [ W Guangxi， Yunnan; Bangladesh， 

NE India]. 

《6) Rhappnzadophora peezpla (了 Roxb. ) Schott Evergreen forests in valleys，on trees 

or rocks; 1100 一 2200m. Gongshan，TengchongLGuizhou，Yunnan; Cambodia，NE In- 

dia，Laos，Malaysia (to Kallimantan) Myanmar，Sikkim，Thailand |. 

9texa7zexra 上 人 .上 och 

(1 ) 9texd7zera colocasiz folia 下 天 och Dense forests，by running water; alt. 

1800m。Baoshan (Baihualin W of Nu Jiang)[|Guangxi，Yunnan; Laos，N Myanmar， 

Thailand，N Vietnam |. 

e。 6067 。 



Rez7zzsatza Schott 

(1 ) Rexzzsatiza PooRerza72Q SSchott 了 vergreen {forests，on mossy rocks or tree 

stumps; 1800 ~ 2800m。 Fugong，Gongshan，Lushuli，also on W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Myanmar| Yunnan; Bhutan，India(Assam，Simla) ，Nepal，Sikkim |]. 

(2) Remaazsatia zzzla (D， Don) HLi 必 A，Hay Dense，evergreen forests，on 

damp，mossy rocks，trees，and banks; 1450 一 2100m。 Lushui，Tengchong[LS Xizang， 

Yunnan; Bhutan，India (Assam，Darjeellng，Kunmam，Simla)，Nepal，Sikkim，N 

Thailand |. 

(3) Rexzsatza wzpazra (Lodd. )Schott Subtroplical forests，epliphytic or on rocks 

or cjliff ledges; 530 一 2100m。Baoshan，Tengchong[ Taiwan，Xizang，Yunnan; Bangla- 

desh，Bhutan，Cambodia，India，Indonesia，Laos，Malaysia，Myanmar，INepal，Sik= 

kim，Sri Lanka，Thailand，Veitnam; Africa，SW Asia，Australia |. 

Colocasza Schott 

(1) Colocasza escwlLezztad ([. ) Schott 1a，var，escalentd Mostly cultivated，Baoshan， 

Fugong，Gongshan，Lushui，Tengchong [cultivated throughout China; widely cultivat- 

ed in tropics and subtropics ]，1b。 var。，anmtigxuoruz2 (Schott) 上 F. 工 . Hubb， Rehder 

Wet places in forests，by water，wild or cultivated， Baoshan，EFEugong，Gongshan， 

Lushui，TengchongLAnhui，Fujian，Guangdong，Guangxi，Guizhou ，Hainan，Hubei， 

Hunan，Jiangsu，Jiangxi，Sichuan，Yunnan，Zhejiang; tropical Asia |. 

Alocasia (Schott) G，Don 

(1) Aiocasza odora (Roxb. ) 开 ，Koch Margins of evergreen forests，valleys; 

1600 一 1800m。 Baoshan (Beihualin W of Nu Jiang) LFujian，Guangdong，Guangxi， 

Gulizhou，Hainan，Hunan，Jiangxi，Sichuan，Taiwan，Yunnan; Bangladesh，Bhutan， 

Cambodia，NE India (Assam，Simla)，Indonesia，Laos，Malaysia，Myanmar，Nepal， 

Philippines，Sikkim，Singapore,Thailand |. 

AzzorppnopnalLlxs Blume ex Decne. 

(1) Amzorppopjpallaus Rachizzezsis Engl， 信 Gehrm。Evergreen，broad-leaved for- 

ests，on limestone rocks; 900 一 2400m。Baoshan，Gongshan，LushuiL Yunnan，Xizang 

(Medog); Laos，N Myanmar，Thailand |. 

(2) Azzozrppnopjpnallus Romzjac 开 ， Koch Native on forest margins and thickets，also 

cultivated; 830 一 1200m.。 Fugong，Lushuil widely cultivated in China，Japan，and tropl- 

cal Asia |. 

xx(3) Azzozrpjpnopjpallus 11azas HLi 人 C.，L， Long Forests，thickets，usually 

cultivated; 930 一 1200m。Gongshan，Lushui LSE and W Yunnan |, 

。 68 。 



了 TypjPo7zz772 Schott 

关 关 (1) TyzpAnomzx72 calLczicola C。、Y，Wu Evergreen {forests，grasslands，between 

rocks; 1600 一 3100m。 了 Baoshan (Baihualin W of Nu Jiang)LYunnan |]. 

x (2) Tyzpjno7mzz72 gzga7ztex72 Engl，Grasslands; below 1500m，Tengchong [An- 

hui，Gansu，Hebei，Henan，Jilin，Liaoning，Shanxl，Shangdong，Sichuan，Xizang， 

Yunnan; cultivated in Guangdong，Guangxi，Jilin ]. 

Saz7o7atz7 Schott 

关 关 头 〈《] ) Sazx7o724atz72 5QoLzgo715e1Se ZLL，Wang et 吾 ，Li，sp。nov，JIn GLGS， 

Baoshan (W of Salween，24"56'55"N，98"45'15“E)，Longlin (Xiaoshuihe 24?"49'51"N， 

98"46 ' 4 正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s; 2150 ~ 2240m。 Endemic to Gaoligong 

Mountains，. 

(2) Sazx7o7zatu72 we710SW7 〈(Aiton) 人 unth Riverside meadows;i ca，1300m。，Gongs- 

han [Xizang，Yunnan( 上 Kunming); Bhutan，NW India(Simla) ，Myanmar，Nepal，Sik- 

kim |]. 

A7zsae7a Mart. 

1. Sect，Attenuata Engl. 

关 关 《1) ArzsQe7aQ 17IRza718e715e 再 Li var. z7iRid718e71Se Dense forests; ca，、1700m. 

Baoshan (Beihualin on 下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 Yunnan |，Note: the species is 

endemic to Yunnanji the other varlety，var. 72QcMLatu72 HLi，occurs in tropical Yun- 

nan。 

< 类 (〈《2) A7isaezza pa7171Qe71se 再 ， Li Dense，evergreen forests; ca，1700m。， Baoshan， 

also on W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Myanmar | Yunnan |]. 

(3) Arzsaezza yu7271Q71e718e Buchet Pinus forests，mixed Pinus-Quercus {forests， 

thickets，grassy slopes，roadsides; 1400 一 3200m. Fugong，Gongshan，Tengchong| W 

Guizhou，W Sichuan，Yunnan;， Myanmar |. 

2. Sect， Franchetiana Engl. 

x<〈4) Arzsaem1aa ca71dzdiSsi7711112， W.。W. Sm。Evergreen forests，valley thickets; 

ca 1200m.， Fugong LSW Sichuan，Xizang，NW Yunnan |]. 

xxx(〔(5) Arisaemia popg7eri P. Boyce 必 H. Li. Forests，valley thickets; 1550 ~ 

3280m。 Gongshan，also Chayu in SE Xizang. Notes: the specimen Kingdon Ward 8299 

(天 ) ,from SE Xizang，was determined by Murata in 1987 as Arisaezzaa attii Hook. 

(leftrhand plant)and A. asperatu7 N. 下 . Brown，but A. zwattiz has the terminal leaflet 

narrowly cuneate at the base，and the appendix erect and Spotted ; A. aszperata77z differs 

from A. 2ogzerz in having the terminal leaflet obovate and the petiole，midrib and lateral 

velns Splnescent abaxially。 There are four plants in Kingdon Ward 8318(K) ，also from 

SE Xizang，which were determined by Murata as A. aszperatau72，but all these plan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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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 ，without spines，and the terminal leaflets are rhombiform ，not obovate。 Arzsae- 1 

72Q Do0871e7z differs from A. ca7zzdizazssz7722U70 in having the spathe dark purple with whit- 

ish，longitudinal lines，and the appendix truncate at the base and distinctly stipitate. 

(6) Arzsaezaa ra7zcPetza72U7710 上 Engl，Forests，thickets，grassy Slopes; 960 一 3000m， 

Gongshan，also Chayu in SE XizangLGuangxi，Guizhou，Sichuan，Xizang，Yunnan; N 

Myanmar |. 

3. Sect，Trisecta Schott 

(7) Arzsaeaa szpeciosu72 〈(Wall. ) Mart， Tsxga forests，broad-leaved forests; 

2000 一 2700m. Fugong，Gongshan，Lushui，Tengchong [LS Xizang，W Yunnan; Bhu- 

tan，NE India，Nepal，Sikkim |. 

关 关 关 《8) A7zsaez2a dzMLoz2ge71se 再 . Li Margins of evergreen forests，valley thickets; 

1400 一 1700m. Baoshan，Gongshan，also Uring Bum area in N Myanmar. 了 Plate I: 6 一 

8. Note: Arzsaezza dazLozgelse differs from A. dahazense 百 ， Li (from NE Yunnan) in 

having unisexual spadix，male spadix without any ovaries，spathe limb oblong in out- 

line，apex abrupt acuminate with acumen 2.5 一 5cm long，leaflets with green margins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 west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il. e。 NW Yunnan 

(Gongshan Xian，Dulongjliang)and N Myanmar(CN Triangle，Wing Bum，above Ahkai， 

Kingdon Ward 20281， 开 ew)，This Species can be from evergreen forest margins，by 

river，alt，lower than 1400~1500m,， flowering in March-April， Tupe Dulongjiang Bot. 

Expediton 4819 (male，KEUN)，5111 (female ，KUN)，4380，4754，5110，5150，6633， 

6873，but both A. dxlozgexse and A. aahnazextse have robust cylindric，horizontal rhizo- 

mes. 

关 关 关 《9)A7zsae724 力 1Q71771Qe71Se 于 . Li MIxed forests，{forest margins，thickets，Val- 

leys; ca，2700m. Lushui，Tengchong. Arzsae7za zza71772Qe72Se can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species of Sect，Trisecta in having leaflets densely covered by fleshy pellicles 

and sparsely golden scales abaxially. 

(10) Arzsaezaa zzLe 再 ook. {f. ex Schott Apzes，Rhodoadenzadroa，or Tsxga forests， 

thickets，grasslands; 2800 一 4000m， Fugong，Tengchong [S Xizang，W Yunnan; Bhu- 

tan，NW India，Myanmar，Nepal，Kashmir，Sikkim |. 

(1]1) Arzsaezaa te7lgtsw725e715e H. LI W Yunnan; N Myanmar， This species 1S Sliml- 

lar to A. wiile and A. vezilLataa because three Species share some aspects Such as trifoli- 

olate leaves，globose tubers，small plants，acuminate leaves，flagelliform apendix，but 

A. te7lgtsuage71se can be distinghushed from the and all other Species in Sect，Trisecta in 

having trilobed spathe limb. (11)a. var， te7pgtstu72ge11se Forests，bamboo forests; 2600 一 

3250m。Lushui，Tengchong [| W Yunnan(Jingdong Xian); N Myanmar |]，The Jingdong 

population is outside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a，east of the Nu Jiang (Salween Riv:= 

Er) xx#%x (11)b5 var， 力 et2 力 关 yLLU70 再 . Li，var，nov。， 工 YPE :China，Yunnan: Teng= 

chong，Jul， 1963，J.，S，、Yang 拒 X， N，Wang 1539 (holotype，KUN)，A var. te7ag 太 

SZ7ge11Se Tecedit foliis 5-sectis。This plant is Similar to var，tengtsungense because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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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all aspects such as subglobose tuber，single trilobed spathe-limb and flagelliform 

appendix，but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5-foliolate leaf blade. 

(12) Arzsaezaa zztez72eaizu72 Bume Thickets，grasslands; 2000 一 3400m，Gongs- 

han，Lushui [LS Xizang，W Yunnan; India (Darjeeling，Kumaon，Simla) Kashmir，Ne- 

pal |. 

(13) Arisaezza zropz72gu72 Schott TSxga forests，wet meadows，grassy slops; 

2500 一 3100m。Chayu in Xizang [LS Xizang;，Bhutan，India (Bashahr，Chamba，Punjab 

to Darjeeling) ，Nepal，Pakistan |]. 

(14) Arisaezza galeatz72 N. 下 . Br，Forests，grasslands; 2100 一 2900m。Gongshan 

(E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Chayu in Xizang LBhutan，NE India (Darjeeling ) ， 

Myanmar，Sikkim ]，Not previously recorded for China， 

< 关 〔(15) Arzsaezza daAhnazense . LI，Endemic to Yunnan: Lushui(CPianmay)，. 

x<(16) Arzsaemza ha7zzaelzz Stapf ex Hand. -Mazz。Broad-leaved forests，Pizcea for- 

ests; 2800 一 3500m。Chayu in Xizang LSE Xizang，NE Yunnan |]. 

< (17) Arzisaezz4a uilyoz2z7 上 ngl，Forest margins，broad-leaved {forests， grassy 

slopes; 1900 一 3200m。 Baoshan (Baihualing) ，Chayu in Xizang[LGansu，Sichuan，Xi- 

zang，Yunnan |. 

(18) Arzsaezaza elepjhas Buchet Bamboo forests，coniferous forests，meadows，usu- 

ally among mossy rocks; 1800 一 4000m.。Gongshan，W Tengchong，Chayu (Zawalong) 

in Xizang，also W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N Myanmar LGansu，Guizhou，Si- 

chuan，Xizang，Yunnan;，Bhutan |. 

(19) Arzsaezza rattiz Hook， ff FEorests on slopes，thickets，valleys; 1300 一 

2600m.， Gongshan，Lushui，Tengchong，Chayu in Xizang，also W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N Myanmar[ Xizang (Medog)，Yunnan; India (Assam，Manipur) |. 

关 关 《20) Arisaemaa pu77aae71se 了 P. Boyce 人 再 . Li，sp。nov。 TYPE:， Myanmar. 

Wing Bum: above Ahbai，2950m，14 May 1953，Kingdon Ward 20841(holotype，BM 

isotype BM). Species nova Arzsaezza Lopato Engler proximased differt: GD spathe viride 

vel brunnea pallide vittata; @) synandrio stipitato thecis rimulis in unam hippocrepicam 

confluentibus dehiscentibus;，Q@) folii foliolis lateralibus petioluo instructis; a_ Sectionis 

Trisectae Speciebus spadicis appendice erecta，4. 5 一 7cm longa，stipite 7mm longa suf- 

fulta basi truncata differt，Open grassy areas，bamboo slopes，or scattered openings in 

mlixed forests; 2350 一 2950m .Lushul (Pianma) ，also Wing Bum Province in N Myan- 

mar。 Tuber unknown。 Petiole 60 一 76cm long. Leaf blade trifoliolate，leaflets subcoria- 

ceous，Ppetiolulate，margins Sparsely dentate; terminal leaflet rhombic-elliptic，apex 

acute and custplitae，base cuneate，24cmxX16cm，petiolute lcm long; lateral leaflets ob- 

liquely ovate，base cuneate at inner side，rounded at outer side，21cmX12cm。 Spathe 

green Or brown with white stripes，15 一 21cm long，tube cylindric (5 一 8) cmX(1.7 一 

2.6)cm，throat margins narrowly recurved，not auriculate; limb oblong-ovate，to base 

constricted ，rounded at apex with an acuminate tail 2 一 5cm long，(9 一 13)cm(Cexcl， 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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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11)cm， Spadix unisexual，Male spadix: male portion cylindric，4. 5cm 久 1. 2cm， 

synandria ]ax，anthers stipilate dehiscing by horseshor-shaped slit，Appendix cylindric， 

erect 4.5 一 7cm long，5 一 7mm thick，apex obtuse，base truncate and stipitae，Sstipe 

7mm long.Fl]， May。Notes，Type Kingdon-Ward 20841 was named by J， Murata as A. 

aszperatza7a but it can be distingulished from latter in having smooth petiole and peduncle， 

larger rhombic-elliptic terminal leaflet to 23cmX16cm with petiolute lcm long and erect 

cylindric spadix。，Its male flower with anthers dehisting by union horseshoe-shaped Slit 

represent the one of the bliological characters in Section Trisecta but the Shorter erect cy- 

lindric appendix with truncate and stipltata base mean a Species in range Section Pistil- 

lata， 瑞 owever Arzsaez20 px7712Qe71se is a markable Species between Sect，Trisecta and 

Sect，Pistillata. 

类 (21) Arzsae7za Lopatz772 Engl，Forests，thickets，grassy slopes; alt， 3300m . Ch- 

ayu in Xizang[L Anhui，Gansu，Guangxi，Guizhou，Hebei，Henan，Hunan，Jiangxi， 

Shanxi，Sichuan，Yunnan，Xizang |. 

类 类 (22) Arzsae7aa 思 a725717 再 . Li Thickets on slopes; alt，2600m。 Gongshan， 

Plate I: 11;Arzsaezza pa728gz1z 1s Similar to A. /opatzx72，but it can be distinguish from A. 

Lopatz77a in having 5-foliolate leaf，subsessile terminal leaflet and flowering before leaves 

and spathe marked by densely dark purple or violet spots and striae。 工 he Species also 

Similar to A. rwattiz，but differs from later in having 5 leaflets，appendix not truncate at 

base and flowering before leaves， It is known only from type，Dulongjiang Bot. 下 xpedi- 

tion 4995 (下 UN ) ，W Gaoligong Mountains: Gongshan Xian，Dulongjliang，evergreen 

forest，by river，forest margin，alt， 2600m. Growing tuber from type specimen 1991 in 

Dulongjiang，after flowering，leaves two，leaflets 5; the tuber from the same plant， 

moved in Kunming，emeged a male plant with an inflorescence with trifoliolate leaves 

and disappeared in next year. 

4. Sect，Tortuosa Engl. 

<(23) Arzsae7za Qu7zicxwLatzw7 Buchet Mixed forests，Picea-Apies forests; 2300 一 

3100m. Fugong，Gongshan，LushuiLNW Hunan，Sichuan，Yunnan |. 

<〈24) Arzsaeza Sazatizle Buchet Forest margins，Triversides， grasSy Slopes; 

1800 一 2400m。Baoshan(Beihualing) ，Gongshan [LSichuan (Muli) ，W Yunnan |. 

5. Sect，JDochafa(Schott) Hara 

(25) Arzsae7azQ Lava (Forssk. ) Schott Forests，thickets，rocky slopes，crop- 

lands，field sides; 2100 一 4400m。Chayu in Xizang [Sichuan，Xizang，Yunnan; Afghan- 

istan，Bhutan，NW and SE India，Kashmir，Nepal，Sikkim; 丘 Africa (Ethiopla )，SW 

Asia(Oman，Saudi Arabia) ]，Fig. 1. 

6. Sect，Flagellarisaema (Nakai) Hara 】 

关 光 《26) Arzsae7a aridzx71 HLi Dense forests，Pzzzxs forests，evegreen forest 

margins，riverside thickets; 1600 一 2500m。Gongshan，Lushui LNW Yunnan |. 

7. Sect. Decipientia E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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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Distribution of Arzsaema fav (Forsskaol)Schott ended in N Gaoligong Mountains 

(27) Arzsaezaza ceczzpzezs Schott Evergreen forests，forest margins，roadslides in 

forest，bamboo thickets; 1100 一 3400m. Baoshan，Fugong，Gongshan，Lushuli，Teng- 

chong，Chayu in Xizang | Xizang，Yunnan; NE India (Assam) ，N Myanmar |. 

x<〔(28) Arzsaezaza 7zzo72Qt770 (CC 下. CEFisch. 下 vergreen forests，mossy forests， 

bamboo thickets，grasslands; 1200 一 2700m。 Baoshan (Beihualing) ，Gongshan，Lon- 

gling，Tengchong，Chayu in Xizang [| Guangxi，Guizhou，Hunan，Sichuan，SE Xizang， 

Yunnan |. 

8. Sect，Arisaema 

(29) Arzsaezza 7zepeztjhozdes (Wall. ) Mart，Tsxuga or Quercus forests，margins of 

and banks in forests; 200 一 3600m，Gongshan，Lushuli，Chayu in Xizang，also W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N Myanmar (26"35'N，98"38E) [LS Xizang，Yunnan; Bhu- 

tan，NE India(Darjeeling) ，N Myanmar，Nepal，Sikkim |. 

9. Sect， Tenuipistillata Engl. 

(30) Arzsaezaza Jacdqxe720m2tzz Blume Coniferous forests，open，grassy places in for- 

ests，Rhododenaroz or Jauzzperus thickets; 3000 一 3500m。Chayu in Xizang (28"21 N， 

96"37E) [S Xizang; Bangladesh，Bhutan，NW to NE India, Nepal，Kashmir，Sikkim |. 

10. Sect，Sinarisaema Nakal 

(31) Arzsaeza echnzi7zatu72 (Wall. ) Schott Forest Slopes; 1700 一 3000m。， Baoshan 

(Baohualing) ，Chayu in Xizang LYunnan，Xizang; Bhutan，Nepal，Sikkim |. 

(32) Arzsae7724Q co72cz72U772 Schott Piz72xs forests，broad-leaved and conliferous mi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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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s; 1840 一 2400m。， Gongshan，Chayu in Xizang，also W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N MyanmarLGansu，Sichuan，S Xizang，Yunnan; Bhutan，N and NE In- 

dia，Myanmar，Nepal ，Sikkim |. 

(33) Arzsaem7aza co75Q728Mz71eW72 SSchott Riverside thickets; ca，1550m。 Gongshan 

LAnhui，Fujian，Gansu，Guangdong，Guangxi，Guizhou，Hebei，Henan，Hubei，Hu- 

nan，Jiangxi，Shandong，Shanxi，Sichuan，Taiwan，Yunnan，Zhejiang; Bhutan，NE 

India，Myanmar，Nepal，Sikkim，N Thailand |. 

(34) Arzsaezaza erupesce11s (Wall. ) Schott Different types of forests，thickets， 

grassy Slopes; 1400 ~ 3200m. Fugong，Gongshan | throughout China except Hei- 

longjiang，Jilin，Liaoning，and Nel Menggu; N India，Myanmar，Nepal，Sikkim，N 

Thailand |. 

也 zeLLza Ten. 

(1) Pizzellza ternat& (Thunb. ) Ten， ex Breitenb. Forests，grassy Slopes，thickets， 

waste and cultivated land; below 2500m。，Tengchong [throughout China except Nei 

Menggu，Qinghai，Xinjiang，and Xizang; Japan，Ko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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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 on Araceae in Caoligong Mountains 

LI Heng: LONG Chun-Linl DAO Zhi-Lingl Greg Rucker 工 : 

(1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2 Australian Areae Collection，Glenside 5065，South Australiay) 

Abstract Gaoligong Mountains is an area that spans the border of Yunnan Province 

in China and Myanmar。 The area is of great botanical interest due to its high botanical 

diversity，largely undisturbed vegetation，and limited of botanical exploration。， 工 he 

main genera of Araceae in the area are Arzsae72Q ,Rezzzlsatia Rhapphzdopjhora，and Ty- 

思 hozizz72。By far the most common genus is Arzisae724 with a large diversity of Species 

throughout the area。JIn the last 10 years a series of major expeditions have explored the 

area，discovering Several nevw Species as well as finding species that were not previously 

known from the area，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a 58 Species from 11 genera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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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d and discussed，including distribution details，Of these，10 endemic arold Species， 

including 3 unpublished Species are described， TIheir distribution are jlisted and dis- 

cussed. The geography of Araceae suggests tha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flora is a part 

of the East Asian flora and that the flora of Eastern Himalayas originated from that of 

northeastern Myanmar and Gaoligong Mountains.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Araceae 



黎贡山 南星 属 (天 南星 科 ) 新 资料 ” 

李 恒 王 仲 朗 龙 春 林 
中国 科学 院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昆明 650204) 

局 

摘 要 本 文 描写 了 高 黎贡山 地 区 察 隅 南星 Arizsaema pogmneri P. Boyce et H. Li 腾冲 南 

星 五 叶 变种 A. itemgtszzzexse 了 .Li var. pentaz 加 yyLLaa 再 . Li、 缅 甸 南 星 A. pxrmaaezlse 了 P. Boyce 

et H. Li; 第 一 次 报道 会 泽 南 星 A. danaiziernse . Li 在 高 黎贡山 的 分 布 , 对 该 种 的 果 序 和 果实 

做 了 补充 描述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天 南星 科 , 南 星 属 ,新 资料 

分 类 号 Q 949 

1 察 隅 南星 ”新 种 

Arzsae7za pog71eri 了 P. Boyce et 有 . Li，sp， nov。Sect，Frazzcpnetza7l a Engler. 工 YPE， 

China，Yunnan Prov. ，Gongshan Xian，Binzhongluo，west of Salween river，on the 节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in thickets，alt，1550m，Oct，18，1996，Gaoligong 

Mountains 下 xpedition 7824 (Holotype，KUN )，Xizang:， Chayu Xian，Delei Valley， 

28"21 N，96"37E; alt，2950 一 3280m，Jun，6，1928，Kingdon Ward 8299 (KK);， loc， et 

coll. ibid，June 10，1928，Kingdon Ward 8318 (下 ). Fig. 2:1，Fig. 3. 

Species habitu A. cazzdiaizssz7720 W，W. Smith affinis，sed spathe atro-purpurea et 

albo-vittata，faucis marginibus angustis patentibus haud auriculatis，appendice stipite 

1. 2cm longa subffulta，e basi truncata differt; ab A. asperato N. 上 Brown recedit foli- 

ole intermedie ovato，elliptico subrhombio ，petiole et costa Subtus glabribus (haud as- 

peratis); ab A. /opato Engler recedit Spadicis appendice recurva. 

Dioecious，Tuber subglobose，1 一 4cm in diam， Leaves 1(-2)，Ppetiole 20 一 40cm 

long，greenlish，smooth，1. 3 一 1cm thick，basal 1/4 sheathing，Leaf blade chartaceous， 

trifoliolate; leaflets light green at both sides，apex acute or acuminale with a tubular tail 

lcm long，margins entire，ovate，sessile or with a petiolute 1.3cm long，(3.5 一 

22)cmX(2. 5 一 15)cm; lateral leaflets oblique-oblong or ovate，sessile，base rounded in 

total ，quite obliqgue，(3. 5 一 17)cm 久 (2 一 14)cm。 Petiole light green，non spotted，37cm 

long，sheath short; peduncle emerging from petiole sheath，shorter than petiole，Ppur- 

plish green，non Spotted，8 一 24cm long. Spathe dark purple with whitish longitudinal 

lines which connected near margin into a intramargin line; in female plants spathe tube 

cylindric，7cm long，ca. 1. 5cm in diameter，throat margins slightly recurved outward， 

x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刊 XI) :55 一 60。 



Fig,.1 Arzsaezaa pog7zerz 了 Boyce et 瑟 . Li 

1:leaf; 2:tuber; 3:spathe; 4;female spadix; 5,6:ovary with 2 ovules，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下 xpedition 7824 (Drawn by Wang Ling) 

non auriculate; limb ovate ，acuminate with a tubular tail 1 一 2cm long，10cm 义 (3 一 6) 

cm，galeate-incurvate from base; spadix unisexual，male spadix: male portion cylindric， 

13mm 久 4mm，appendix 2~3cm long ，base truncate with a stipe 2 一 3mm long，apical 

patrt attenuate recurved outward or downward，smooth; female spadix: female portion 

conlic，lcm 义 1. 2cm; appendix more robust，whitish green，Ppyramidal ，base truncate 

with a stipe 1. 2cm long，ca.， 10cm in total，ca。， 8mm thick at base and 4mm at tip ，re- 

curved outward for 90 ̀. Ovaries greenish obovate，style distinct，stigma punctate，basal 

placentation ,ovules 2，erect，JInfructescence ovate，4cm X 2. 5cm，fruit obovate，red. 

Flowering in June，Fruiting in September， 

Paratypes。 Yunnan :Gongshan Xian，Binzhongluo Xiang，Stone Gate ，West by Sal- 

ween River，in thickets, alt，1650m。 Perennial hern, leaf green，frult red，11 Septem- 

ber，Gaoligong Mountains Expedition 8841(KUN) ，loc， et coll.ibid， alt， 1750m，Gao- 

ligong Mountains 下 xpedition 8865 (KUN )， Loc. iibid， alt.， 1650m. Gaoligong 

Mountalins 匡 xpedition 8966(KUN); Gongshan Xian:， Binzhongluo Xiang，Niwalong，in 

thicket on rock slope，alt. 1800 一 2000m，tucer Subglobose，leaf green, 13 September， 

1997，Gaoligong Mountains 下 xpediton 9009(KUN);， Binzhongluo, 匡 side of Niwalong 

rlver, 上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s，grassy slope ，alt，1800 一 2000m，male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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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ting，14 September 1997，Gaoligongshan Expedition 9107( 上 UN )，Xizang:， Chayu 

XianmaDelei Valleyr，28"21 N，962130. BE ai2950 二 3280m，Jaae6 TO202 Kingdon 

Ward 8299(K) ;loc， et coll.ibid. June 10，1928，Kingdon Ward 8318( 开 ). 

Distribution。SE Xizang and NW Yunnan， 

Notes， The specimen Kingdon Ward 8299 was named by Jin Murata in 1987 as A7- 

SaQe710 YUattiz Hook. f. (left plant)and A. aszperata2 N， 下 ，Brown，but A. zattizz must 

have an erect and spotted apendix and a terminal leaflet narrowly cuneate at base; A. as- 

zeratz72 differs from our Species in having obovate terminal leaflet，petiole，midrib and 

lateral veins Spinecent beneath.， There are four plants in Kingdon Ward 8318( 开 ) ，they 

were named by Jin Murata as A. asperatu72，but all these smooth plants are without 

spines and terminal rhombiforme leaflets are not obovate，A. pogrerz differs from A. 

ca71GidzssSz7722772 in having spathe dark purple with whitish longitudinal lines and the ap- 

pendix is distinct stipilate and the base truncate. 

2 腾冲 南星 五 叶 变种 ”新 变种 

Arisae1aa teflgtSu11ge1Se . LI，var。PetapPyIIm 百 ，Li，var，nov。Sect,， 了 T7zsecta 

Schott TYPE: Type: China，Yunnan Prov. ， Tengchong，July 1963，J. SS，Yang et 义 ， 

N，、Wang 1539 (Holotype，KUN) ，Fig. 2. 

Fig. 2 Arzisaezzaza te7zgtSW72ge72Se 百 . LI var. 

zemtiazjnyLLz7 百 ，LI，var，Dnov， 

1 :flowering plant with 5 leaflets;2:male spadix (Drawn by Wang Ling) 

175 



A var，te7zgtSsW2ge71se Tecedit foliis 5-sectis， 

This plant is similar to Arisaemzaa temzgtstu72ge71Se Var。 te71gt1SUW715e715e because they 

share all aspects such as subglobose tuber，trilobed spathe-limb and flagelliform appen- 

dix，but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5-foliolate leaf-blade. 

Distribution。Endemic to Gaoligong Mountains:， Tengchong Xian. 

3 会 泽 南星 ”高 黎贡山 新 分 布 

Arisae1aia dajaieftse 有 . Li in Acta Phytotax，Sin.。 15(2): 107，p]. 9: 3. 1977 et in 

CiY Wunet 再 ， Li(edsi ) FElora Reip Popul. Sin 13(27: 151,pl.9, 3.1979. .Section Tri- 

Secta, 

Dioecious。Rhizome ovate cylindric，12cm long by 8cm thick，consists of 3 years 

growth，outside and inslide pale yellow. The end of rhizome truncate，6cm in diameter， 

internodes with ovate offsets 5cm long and 6cm thick and several convex bulbils on each 

internode. 

Leaf 1，Ppetiole green to dark green，Ssmooth without any Spots，mnot Verucose， 

125cm long with a diameter of 3cm，the basal part of 35cm underground and whitish， 

lower 6cm sheathing. Leaf trifoliolate，green above，pale green below; the medial leaf- 

let elliptical-rhombic，46cm by, 28cm，acute at the apex，broadly cuneate at the base. 

The middle vein is concave above and convex below; lateral veins 12 on each Side，con- 

Vex below; connective veins lcm remote from the margin .Lateral leaflets extremely 

oblique，45cm by 23cm; outside basal autriculate，up to 19. 5cm wide，inside 4 to 5cm 

wide. 

Peduncle emerging from petiole sheath，much shorter than petiole， to 38cm long in 

infructescence，lower part hiding in the ground，erect，cylindrical，12cm long by 5. 5cm 

diameter; fruit different sizes，cylindrical or obconic，1. 5cm in diameter，while the base 

5mm in diam，top truncate，pale green in basal part，yellowish green to purple in upper 

part with a purple spot of 7mm in diameter，without style and stigma inconsplcuous， 

Ovules 4，developed seeds usually 3 ，irregular in form，creamish-white，subglobose，at 

basal placenta，Fruit in October. 

Specimens examined，China,Yunnan Prov. : Lushui Xian，Pianma，adjacent to the 

road and stream，among shrubs in evergreen {forest， alt，2360m。 Perennlal herb ca. 

1. 3m tall，rhizome robust，fruit pale green to _ purple Oct， 5，1997，Gaoligong 

Mountains 上 xpedition 上 xpedition 9986 (人 UN，the rhizome is cultivated in Kunming 

Bot. Garden); Lushui Xian: Km 74 on road between the Salween and Pianma on the 

west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26?0' 2”N，98"39' 43 下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 

est， Alt. 2380m. 11 October 1998. Li Heng et G.Ruckert 10371 (KUN) ;Lushui Xian , 

On road slide between the Salween and Pianma on the west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25"59 38"'N，98”39' 7'，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Alt，2630m。Perennial herb ca. 

1.7m tall，growing on Surface of soil in moist area on hillside in shade. 14 Oct. 1998.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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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 et G.， Ruckert 10442 (Leaf specimen in KUN );，Baoshan Shi，Mangkuan xiang， 

Sanba Gou，west of Mangkuan，on the E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 s。25”26'4“N， 

98"49'32"“ 下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on a facing slope。，Alt . 1950m。 Perennial 

herb ，rhizome robust，leaf green。 19 October 1998. Li Heng et G，Ruckert 10666 

(KUN)， NE Yunnan，Huize Xian:， Daihai， Forest margins，2600m，type specimen 

(KUN，from cultivated plant in Kunming Bot.， Garden). 

Distribution。 West Yunnan (West and East slopes of Gaoligong mountains: Lushui 

and Baoshan) and NE Yunnan disjuncted; Altitude 1950 一 2630m。Endemic to Yunnan. 

Notes. (1 )The rhizomes of Gaoligong Mountains 下 xpedition 9986，Li Heng et G. 

Ruckert 10371 and 10442 from Lushui，of Li Heng et G，Ruckert 10666 from Baoshan 

are growing in Kunming Botanical Garden。 May 1999 they came into flower. The inflore 

scence can 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Arzsaezzaa daAhazezzse 再 ，Li which was originally de- 

scribed based on two cultivated plants (male one and female one) 20 years ago 。The 

gardener said: these plants were introduced from Huize (Dahai)， We have no any collec- 

tions from Dahai, but type Specimens。 The Arzsaezza Canaze7z1se was recently found in 

West Yunnan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It implie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A. da:= 

Paze71se in NE Yunnan may be a wrong report. 

(2)The specimens of this taxon from W Yunnan were collected in fruit time。 In ap- 

pearance it is Similar to A. drlomzge7zse 再 . LI，but the infructescence of A. dxlozge71se 

have not be seen，so that they cannot be compared. 

(3)In field conditions the taxon was misidentified and described as“ Arisaema glgas” 

or Arisaema giganteum”which was published as a non valid“nomen nudum”in Areae 

Jjournal ，December 1998: 19 一 20. 

4 缅甸 南星 ”新 种 
A4Fisae1za pur7iaeflse P，Boyce et 有 ，Li，sp， nov。，Sect，Pistillata Engler， 工 YPE : 

North Myanmar: Triangle; Wing Bum，above Ahbai，Alt， 2950m， Open grassy patch 

es，bamboo slopes or scattered openings in forest. 14，May, 1953.F，Kingdon-Ward 

20841(Holotype，BM)， Fig. 3. 

Species nova A. /opato Engler proxima sed differt: CDspathe viride vel brunnea pal- 

lide vittata; (CO) synandrio stipitato thecis rimulis in unam hippocrepicam confluentibus 

brunnea pallide vittata; G@)synandrio stipitato thecis rimulis in unam hippocreplcam con= 

fluentibus dehiscentibus; folii foliolis lateralibus petioluo instructisy a Sectionis 了 7 

Sectde speciebus spadicis appendice erecta，4. 5 一 7cm longa，stipite 7mm longa suffulta 

basi truncata differt， 

Tuber.， Petiole 60 一 76cm long. Leaf blade trifoliolate，leaflets subcoriaceous，Ppetio- 

lulate，margins sparsely dentate; terminal leaflet rhombic-elliptic，apex a cute and cust- 

pitae，base cuneate，24cmX16cm，petiolule 1cm long; lateral leaflets obliquely ovate， 

base cuneate at inner side，rounded at outer side，21cmX12cm .Spathe green or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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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Arzsaem7za Du77Qe71Se 了 PP，Boyce et 百 1，sSpP。 nov. 

1:leaf;2:spathe;3:male spadix;4:Synandria(Drawn by Wang Ling) 

with white Stripes，15 一 21cm long，tube cylindric (5 一 8) cmX(1.7 一 2.6)cm，throat 

margins narrowly recurved，not auriculate; limb oblong-ovate，to base constricted， 

rounded at apex with an acuminate tail 2 一 5cm long，(9 一 13)cm(Cexcl. tail) 义 (6 一 11) 

cm。 Spadix unisexual，Male spadix: male portion cylindrical，4. 5 by 1. 2cm，synandria 

lax，anthers Stipitate dehiscing by horseshoe-shaped slit， Appendix cylindric，erect 

4.5~7cm long，5 一 7mm thick，apex obtuse，base truncate and stipitate，Sstipe 7mm 

long. Flowering in Mavy， 

Distribution。North Myanmar，the west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Notes， Type Kingdon-Ward 20841 was named by J， Murata as A. aszperata72 but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jlatter in having Smooth petiole and peduncle，larger rhom- 

bicelliptic terminal leaflet to 23cm X 16cm with petiolute lcm long and erect cylindric 

spadix， Its male flower with anthers dehisting by horseshoe-shaped slit represents the 

one of the characters of Section Tyrzsect&，but the short er erect cylindric appendix with 

truncate and stipltate base means，it ls a Species in Section Pistillata。However Arzsae- 

72Q 02777QeE715Se 1s a makable Species between Sect，T7zsecta and Sect，PzsizlLata. 

References(Leave 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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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the genus 4risae1aza(Araceae) 

in (Caoligong Mountains 

LI Heng WANG Zhong-lang LONG Chun-li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3 new taxa，Ajzsae20 pog7e77 卫 . Boyce et 有 . LI，A. iezgt52W71e71Se 百 . 工 

var。peztaz 力 yLLz70 HL. Li and A，px77zae71se 了 . Boyce et HLi are described and illustra- 

ted。 The nevw distribution of AcaAhnazense in Gaoligong Mountains is reported and its 

infructescence is described additionally.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Araceae，Arzsae12Q，New t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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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兰花 的 多 样 性 

本 恒 ! Bruce BARTHOLOMEWs 

(1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 昆 明 650204) 

《2 加 利 福 尼 亚 科 学 院 ， 美 国 旧金山 94118) 

摘 要 对 高 黎贡山 兰 科 植 物 的 生物 地 理学 和 多 样 性 进行 了 研究 。1. 兰 科 是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中 最 大 的 科 ， 包 括 75 属 265 种 。2. 高 黎贡山 兰花 起 源 于 新 、 旧 世界 的 热带 和 温 

带 ， 热 带 属 占 60% (45 属 ) ， 温 带 属 占 38. 67% 〈29 属 )， 包 括 2 个 云南 特有 属 。 但 是 ， 高 

黎贡山 兰 科 植物 与 地 中 海地 区 和 中 亚 地 区 的 联系 十 分 微弱 。3. 高 黎贡山 的 兰花 以 地 生 兰 为 

主 。 这 里 57. 33% 〈43 属 ) 为 地 生 兰 ， 而 附 生 兰 和 腐生 兰 仅 分 别 为 31 属 和 3 属 。4. 兰花 物 

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表明 : 高 黎贡山 兰花 以 温带 兰 为 主 , 温带 兰 占 总 种 数 的 69. 43% 〈184 种 )， 

包括 东亚 成 分 ， 即 滇 西高 黎贡山 - 东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的 种 和 中 国 西 南部 特有 种 ， 它 们 是 高 黎 贡 

山 兰 花 区 系 的 核心 。5. 高 黎贡山 兰 科 的 特有 现象 在 于 : @ 具有 云南 两 个 特有 属 : 蜂 腰 兰 

(Bulieyia) 和 反 展 兰 〈Smithorchnzs); CD 有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21 个 ， 如 泸 水 兜 兰 〈Paphnizo- 

zeaizlzz7a 7aa7Rzia72Ut72 ) 、 贡 山 凤 兰 〈Cymzpzdzu72 gozgshazezse )、 贡 山 贝 母 兰 〈Coelogyne 

gozgshaztezse)， 热 带 附 生 兰 一 一 万 带 兰 亚 科 在 高 黎贡山 没有 形成 特有 种 ;，@) 高 黎贡山 北 段 

的 特有 种 比 南 段 丰富 : 贡 山 有 14 种 ， 腾 冲 仅 有 4 种 ;海拔 1800 一 2100m 的 梯度 带 特有 种 

最 多 〈13 种 );@ 高 黎贡山 有 云南 特有 种 10 种 ， 其 中 小 花 模 舌 兰 〈 瑟 olcoglossxmz Juzzce- 

2 ) 是 一 个 热带 种 ， 因 为 板块 位 移 而 来 到 了 亚热带 地 域 ; @ 高 黎贡山 的 兰 科 植物 中 有 

19.25‰% (51 种 ) 是 中 国 特 有 种 ， 它 们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 分 布 在 云南 其 他 地 区 和 西南 的 一 

些 省 区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和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一 共 为 82 种 ， 占 高 黎贡山 兰 科 总 种 数 的 30. 91%, 兰 科 在 高 黎贡山 是 一 个 特有 化 程度 很 高 

的 类 群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兰 花 ， 多 样 性 

分 类 号 Q 948 

兰花 在 植物 系统 上 统称 兰 科 〈Orchidaceae) 植物 。 兰 科 是 种 子 植物 中 的 一 个 异常 

庞大 、 十 分 奇特 而 又 十 分 进化 的 大 家 族 。 全 世界 约 有 700 属 2 万 余 种 。 

高 黎贡山 南北 跨度 大 ， 河 谷山 顶 气 候 差异 悬殊 ， 生 境 复杂 ， 植 被 类 型 丰富 ， 兰 花 种 
类 特别 繁多 ， 已 记录 有 76 属 265 种 〈 含 1 个 变种 )。 研 究 兰花 的 多 样 性 及 其 地 理 分 布 对 

研究 高 黎贡山 的 植物 区 系 有 一 定 的 代表 意义 。 

高 黎贡山 兰花 “ 属 ” 的 多 样 性 为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各 科 之 最 
高 黎贡山 兰 科 植物 的 组 成 情况 如 表 1 。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刊 XID) ， 65 一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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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 黎贡山 兰 科 植物 一 览 表 

去 贡 山 
属 名 上 和 中国 和 所 赴 “ 商 交 页 “分布 Ce 和 

脆 兰 属 (Acamzpe) O 15 2 2 1 6 0 0 0 

禾 叶 兰 属 (AgrostozpjyLlzzz) 60 2 1 1 多 0 0 0 

无 柱 兰 属 (Amzzztostigzza) oO 23 20 10 和 14 4 0 和 

久 蕊 兰 属 (Amrdrocorys) O@ 〇 5 3 1 1 l4SH 1 0 0 

安 兰 属 (Amia) @O 11 3 一 4 3 1 人 0 0 0 

开展 兰 属 (Anoectochilas) O 〇 40 18 8 了 5 0 0 0 

简 瓣 兰 属 (Amzzpogonzizzz) oO 1 1 1 1 14SH 0 0 0 

竹 叶 兰 属 (Arzmdizay) | 5 2 1 7 0 0 0 

白 苞 属 (Biezilzza) @ 9 5 4 2 14 3 0 0 

苞 叶 兰 属 (BrachycorytRzs) 〇 32 2 1 1 6 0 0 0 

石 豆 兰 属 (BulpozjyZZuzz) O 2000 84 64 18 2 1 0 3 

蜂 腰 兰 属 (Bulieyic) O 1 1 1 1 15 0 1 0 

虾 养 兰 属 (Cazanthe) Oo) 150 50 30 13 2 3 0 3 

头 蕊 兰 属 (Cezbpjhalanthera) O@ 〇 12 8 6 2 8 1 0 1 

隔 距 兰 属 (Cleisostozzaa) 全 100 18 13 4 了 0 0 0 

贝 母 兰 属 (Coeogyme) @) 200 25 油 13 7 0 1 3 

吻 兰 属 (Coliapizzz) @ 〇 8 2 2 1 7 了 0 0 

杜 鹏 兰 属 (Cremmastra) oO 3 1 一 2 1 1 14 0 0 0 

宿 苞 兰 属 (Cryzptochzlus) 人 避 2 2 1 14SH 0 0 0 

兰 属 (CCymzpidizzz) OO 70 35 30 11 5 了 1 1 

构 兰 属 (Cyzpripedizzz) o 50 23 15 10 8 4 0 0 

石和 g 兰 属 (Dendyropiuzmz) O 〇 1800 71 62 9 5 0 0 0 

尖 药 兰 属 (Dizjnyiaz) Oo 3 3 3 3 l4SH 1 0 1 

合 柱 兰 属 (Dizlomeris) o) 2 1 1 1 14SH “1 1 | 

厚 唇 兰 属 〈 下 zgenex7z) @@ 35 8 6 4 0 0 0 

火烧 兰 属 (CEpizpactis) @ 25 9 10 和 8 1 0 

虎 舌 兰 属 (下 pipogizxzm) 全 2 一 5 2 2 2 4 0 0 0 

毛 兰 属 (Eric) @ioO 500 36 34 6 5 0 0 | 

美 冠 兰 属 (Eulopjia) O@ 200 “12~14 8 1 2 0 0 1 

金石 狮 属 (FIicRimgeria) 人 @| 70 5 7 1 7 0 0 0 

山 珊瑚 属 (Galeola) 故 20 4 3 光 4~-1 1 1 0 

盆 距 兰 属 (Gastrocjilus) @) 46 25 14 4 7 1 0 

天 麻 属 (Gastrodia) 人 20 8 3 1 好 1 0 0 

斑 叶 兰 属 (Goodyera) 怠 40 25 14 9 国 0 0 0 

手 参 属 (Gyzzzracenia) O 〇 10 5 5 2 8 1 0 0 

玉 凤 花 属 ( 互 apenraria) OO) 700 70 49 4 8 2 0 0 

舌 吃 兰 属 (Hemzazpilia) O 13 9 7 3 LI4SH 3 0 1 

角 盘 兰 属 〈 万 ermzzazzzzz) oO 25 18 18 7 10 3 1 0 

直 展 兰 属 (erbyszma) @ 〇 2 1 1 1 7 一 2 0 0 0 

模 舌 兰 属 〈 矶 olcoglossz) @ 不 5 5 1 14SH 0 ] 0 

尖 襄 兰 属 (Kimzgidzzzzz) 四 4 4 1 7 0 0 0 

羊 耳 蒜 属 (Lizparis) 人 250 60 35 18 1 0 0 2 

对 叶 兰 属 (Listera) 加 30 18 5 3 8 1 1 2 

沼 兰 属 (Malazis) O@ 〇 300 测 | 18 5 1 0 1 0 

短 瓣 兰 属 (Mozromeria) ( 4 ] ] 1] 7 0 0 0 

PP 商 风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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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中 国 种 “云南 ”高 黎 贡 分布 在 高 黎贡山 的 特有 种 

是 生活 于 种 数 。 数 种 数 。 山 种 数 “类 型 中国 云南 。 高 于 丙 册 
全 展 兰 属 CMyzzechzs) 四 地 本 3 1 史 0 0 0 

新 型 兰 属 (Neogyza) 人 1 1 1 1 JS 0 0 

鸟 梨 兰 属 (Neottia) 人 10 六 5 2 10 0 0 0 

兜 被 兰 属 (Neottianthe) | 8 8 8 2 8 2 0 1 

芋 兰 属 CNeruzilia) 9) 85 6 4 1 4 0 0 0 

竟 尾 兰 属 (Operomia) 全 300 20 18 6 4 0 0 0 

红 门 兰 属 (Orchis) @@ 100 24 10 3 8 1 0 0 

山 兰 属 〈Oreorchis) @ 〇 14 7 4 3 14SH 1 0 0 

耳 唇 兰 属 (Orxocjzlus) O 〇 4 4 4 4 14SH 0 0 0 

白 蝶 花 属 (Peczeilis) @ 4 2 1 1 机 0 0 0 

兜 兰 属 (Pazpjpiopeqiluzz) @ 50 j 9 2 这 1 0 0 

阔 蕊 兰 属 (Peristylus) @ 60 20 15 5 5 0 0 1 

稚 顶 兰 属 (Phajus) @ 50 10 8 2 4 0 0 0 

蝶 兰 属 (Phaleanrozpsis) O 〇 35 4 有 1 5 0 0 

石 仙 桃 属 (Phozidota) O 55 12 11 史 5 2 0 0 

舌 展 兰 属 (Platanztpera) @@ 250 30 18 14 8 2 1 | 

独 蒜 兰 属 (Peione) 合 11 9 9 4 7 一 2 2 0 0 

朱 兰 属 (Pozponia) 折 5 9 2 1 9 1 0 0 

鸟 足 兰 属 (Satyrizzz) Oo 115 3 2 2 6 0 0 0 

匙 唇 兰 属 〔(Schoenorchis) O 〇 20 3 3 1 7 0 0 0 

反 唇 兰 属 (Smzzthorchis) o 1 1 1 1 15 1 0 0 

苞 舌 兰 属 (Stpa 态 ogzlottis) 中 46 2 1 1 6 0 0 0 

绥 草 属 (CSzpiraztjes) 虽 50 1 1 1 “区 0 0 0 

船形 兰 属 (Siexrozsis) O) 1 1 1 | 14SH 0 0 0 

大 苞 兰 属 (Sunzizia) @ 22 7 6 3 7 一 2 0 0 0 

带 唇 兰 属 (Tainia) OO) 100 4 2 2 0 0 0 

点 白兰 属 (Trizszperzzx7z) 个 100 10 3 1 5 0 0 0 

叉 唇 兰 属 (Uzciyera ) 四 5 1 1 1 7 0 0 0 

万 代 兰 属 (Vanda ) 国 80 14 12 2 7 中 0 0 

线 柱 兰 属 (Zeruzine) @ 46 5 5 史 4 0 0 0 

合计 75 属 〇 O30 属 @44 属 人 3 属 265 26 

注 : 按 照 吴征 匀 的 分 类 系统 ,分 布 区 类 型 见 表 3; 〇 附 生 兰 台地 生 兰 人 腐生 兰 。 

高 黎贡山 兰 科 计 有 75 属 ， 是 高 黎贡山 表 2，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含 30 属 以 上 的 科 

属 数 最 多 的 科 〈 表 2)。 高 黎贡山 属 数 居 前 6 科 名 属 数 种 数 

位 的 科 有 禾 本 科 〈67 属 ) 、 菊 科 (65 属 )、 兰 科 (Orehidacaa ， 75 25 

蝶 形 花 科 (39 属 ) 、 层 形 科 〈37 属 ) 和 茧 蕉 禾 本 科 (Craminae) 67 166 

科 〈32 属 ) 。 高 黎贡山 其 他 190 余 科 的 属 数 菊 科 (Compositae) 全 233 

均 不 足 30， 除 毛 芮 科 〈20 属 ) 、 候 形 科 〈24 蝶 形 花 科 (Papilionaceaey) 39 105 

唇 形 科 (Labiatae) 37 97 

属 )、 机 理 各 (27 属 )、 冬 参 科 《21 属 ) 和 茧 微 科 (Rosaceae) 32 218 

百合 科 〈23 属 ) 外 ， 其 余 属 数 均 在 20 以 下 ， 

且 大 多 数 科 〈76 个 科 ) 在 高 黎贡山 仅 有 1 属 。 无 论 如 何 ， 高 黎贡山 植物 分 化 程度 最 高 

的 首 推 兰 科 。 



2 高 黎贡山 兰花 来 源 于 四 面 八 方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区 系 大 体 上 来 自 15 个 方面 ， 即 包括 15 个 地 理 成 分 或 分 布 式样 

(类 型 ) 。 兰 科 植 物 含 有 其 中 11 个 分 布 类 型 ( 表 3) ， 即 世界 广 布 的 2 属 [ 沼 兰 属 (Ma7- 

azis) 和 羊 耳 蒜 属 (Litparis)]; 各 种 热带 成 分 共 45 属 ， 占 全 科 75 属 的 60%， 包 括 泛 

热带 分 布 的 石 豆 兰 属 (BuwlipooppnyLlxxzz) 、 虾 兰 兰 属 〈Calazthe) 、 美 冠 兰 属 〈Exiopjiya) 

3 属 :， 旧 世界 热带 分 布 的 虎 舌 兰 属 〈 忆 ipogix72) 、 山 珊瑚 属 (Galeola) 等 6 属 ， 热 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的 开展 兰 属 (Anzoectochnizlxus)、 隔 距 兰 属 〈Cezisostozxw ) 、 莘 兰 属 

(Nerzilia) 等 11 属 ， 热 带 亚洲 至 非洲 的 2 属 [ 脆 兰 属 (Acaxzpe) 和 鸟 足 兰 属 〈Sat- 

y7ziz712) | 以 及 热带 亚洲 分 布 的 21 属 [ 禾 叶 兰 属 (Agrostophnyllzx2) 、 安 兰 属 〈(A7zia) 

等 ]。 温 带 分 布 型 有 29 属 ， 占 全 体高 黎贡山 兰 科 属 数 的 38. 16% 。 温 带 属 以 北 温带 广 布 

的 属 〈10 属 ) 和 中 国 西南 至 喜马拉雅 地 区 分 布 的 属 〈10 属 ) 为 主 ， 也 包括 分 布 在 高 黎 

贡 山 的 两 个 云南 特有 属 :， 蜂 腰 兰 属 (Bulleyia) 〈]1 种 ) 和 反 唇 兰 属 〈Szazthorchzs) 《1 

种 ) 。 

表 3 兰 科 属 的 分 布 型 统计 表 

分 布 区 类 型 序号 及 名 称 属 数 分 布 区 类 型 序号 及 名 称 属 数 

1. 世界 广 布 2 10. 旧 世 界 温带 分 布 2 

2. 泛 热带 分 布 3 11. 温带 亚洲 分 布 语 

3, 热带 亚洲 和 热带 美洲 间断 三 : 12, 地 中 海区 、 西 亚 至 中 亚 分 布 证 

4. 旧 世 界 热带 分 布 6 13, 中 亚 分 布 

5.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11 14, 东亚 分 布 3 

6.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非洲 分 布 4 14-1. 中 国 -喜马拉雅 分 布 10 

7. 热带 亚洲 分 布 2 14-2. 中 国 - 日 本 夺 

8. 北 温带 分 布 10 15. 中 国 特有 分 布 2 

9. 东亚 和 北美 间断 分 布 1 合计 75 

如 上 所 述 ， 高 黎贡山 兰花 来 源 于 世界 各 地 ， 它 们 与 亚洲 热带 、 温 带 以 至 寒带 ， 与 非 

洲 、 大 洋 洲 、 北 美洲 〈 温 带 地 域 )、 欧 洲 都 有 不 同 程度 的 联系 ， 同 时 ， 也 有 就 地 发 生 的 

特有 属 。 对 高 黎贡山 来 说 ， 这 里 的 兰花 是 一 个 多 渊源 的 区 系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高 黎贡山 

的 兰花 没有 从 高 黎贡山 间断 分 布 于 热带 美洲 的 属 ， 也 没有 从 高 黎贡山 分 布 到 广大 温 珊 亚 

洲 的 属 和 从 高 黎贡山 分 布 到 地 中 海地 区 及 中 亚 或 西亚 的 属 。 从 地 史上 考虑 ， 高 黎贡山 地 

区 和 古 地 中 海 的 关系 十 分 微弱 。 

3 “高 黎贡山 兰花 生活 型 以 地 生 兰 为 主 

兰花 这 一 家 族 为 了 发 展 和 生存 ， 善 于 充分 利用 自然 界 的 光 、 水 分 和 热量 条 件 。 高 黎 
贡 山 的 兰花 有 不 同 的 习性 ， 有 的 生活 在 树干 上 或 岩石 上 ， 利 用 气 生根 吸收 大 气 中 和 树干 
上 的 苦 从 地衣、 腐殖质 和 积 土 中 的 养分 ， 这 类 兰花 叫 附 生 兰 ， 它 们 大 多 数 是 在 四 季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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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 高 湿 的 热带 环境 中 发 生发 展 的 。 另 一 类 是 地 生 兰 或 叫 陆 生 兰 ， 它 们 扎根 于 地 面 的 表 

土 层 中 ， 依 靠 土壤 中 的 营养 物质 而 生存 。 地 生 兰 大 都 出 现在 比较 阴 湿 的 林 下 、 灌 从 或 草 

从 中， 少数 生长 在 较为 干旱 的 草 坡 或 有 一 定 积 水 的 沼泽 中 。 第 三 类 是 腐生 兰 ， 它 们 自身 

不 制造 叶绿素 ， 也 无 绿叶 ， 其 生长 主要 依靠 土壤 中 真菌 所 提供 的 养分 ， 所 以 多 出 现在 腐 

殖 质 丰 富 和 枯 枝 落叶 层 深 厚 的 原始 森林 和 高 山 草 甸 中 。 高 黎贡山 不 同 生活 型 的 兰花 如 表 

4 所 示 。 

表 4 高 黎贡山 兰花 不 同 生 活 型 的 统计 

生活 型 附 生 兰 地 生 兰 腐生 兰 

属 数 31 43 3 

注 : 实际 共有 75 属 ， 兰 属 〈Cymbidixz) 和 毛 兰 属 (Eria) 二 属 兼 有 附 生 兰 和 地 生 兰 ， 因 而 生活 型 统计 的 属 

数 多 了 2 属 。 

高 黎贡山 兰花 虽 兼 有 附 生 兰 、 地 生 兰 和 腐生 兰 3 个 类 型 ， 但 以 地 生 兰 为 主 ， 计 43 

属 ， 占 总 属 数 的 57. 33%; 附 生 兰 有 31 属 ， 占 41. 3%% 或 44%;， 腐生 兰 仅 3 属 ， 占 4%%。 

温带 地 区 的 兰花 通常 以 地 生 兰 为 主 ， 高 黎贡山 29 个 温带 属 中 ， 仅 有 宿 区 兰 属 〈Cry- 

tiochilxs) 、 覃 舌 兰 属 “〈 互 olcoglossxz7z) 、 耳 展 兰 属 “〈Oiochnizlxs) 和 蜂 腰 兰 属 (Buieyia) 

4 个 附 生 属 ， 仅 占 温 带 属 13. 79% 。 而 45 个 热带 属 中 ， 则 有 25 个 附 生 兰 属 ， 占 热带 型 

的 55. 56% ， 至 于 腐生 兰 的 数量 ， 无 论 在 热带 兰 或 温带 兰 中 都 是 微不足道 的 。 

温带 属 以 地 生 兰 为 主 〈85. 71%)， 热 带 属 中 附 生 兰 占 微 弱 优 势 ， 为 55. 55% 。 地 生 

兰 占 高 黎贡山 总 属 数 的 58%， 说 明 高 黎贡山 的 生态 环境 总 体 上 不 同 于 真正 的 热带 ， 主 
要 适宜 于 地 生 兰 的 发 展 。 

4 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以 温带 型 为 主 ， 温 带 型 种 以 中 国 特有 种 和 中 
国 -喜马拉雅 种 为 优势 

表 5 中 的 分 布 区 式样 分 类 系统 按照 吴征 贷 1991 年 刊 出 的 分 类 系统 设置 。 在 确定 具 
体 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时 往往 遇 到 模棱两可 的 情况 ， 例 如 ， 一 些 种 从 东 喜 马 拉 雅 经 缅甸 、 高 
黎贡山 、 越 南 仅 至 泰国 而 不 到 越南 。 这 样 的 种 可 置 于 “14b. 中 国 -喜马拉雅 分 布 "， 也 
可 放 在 “7. 热带 亚洲 分 布 类 型 ”之 列 。 此 外 ， 凡 表 5 中 所 列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在 本 文中 必 
然 是 指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种 ， 如 “7. 热带 亚洲 分 布 类 型 ”的 种 在 本 文中 必须 指 到 达 高 
黎贡山 ， 同 时 出 现在 热带 亚洲 一 定 地 区 的 种 ， 而 非 高 黎贡山 以 外 的 热带 亚洲 地 区 的 种 。 

表 S5 高 黎贡山 兰 科 植 物 的 分 布 区 式样 

分 布 区 式样 (类 型 ) 种 和 变种 数 

1. 世界 分 布 0 

2. 泛 热带 分 布 2 

3. 热带 亚洲 和 热带 美洲 间断 分 布 0 

4. 旧 世 界 热带 分 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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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分 布 区 式样 (类 型 ) 种 和 变种 数 

5. 热带 亚洲 和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6. 热带 亚洲 和 热带 非洲 分 布 0 

7. 热带 亚洲 分 布 72 一 81 

8. 北 温带 分 布 5 

9. 东亚 和 北美 间断 分 布 2 

10. 旧 世 界 温带 分 布 0 

11. 温带 亚洲 0 

12. 地 中 海 .西亚 至 中 亚 0 

13. 中 亚 分 布 0 

14. 东亚 分 布 (94) 

14-a. 全 东亚 分 布 19 

14-b. 华西 南 -喜马拉雅 分 布 75 

15. 中 国 特有 分 布 (83) 

15a.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51 

15b.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15c. 局 限于 高 黎贡山 的 特有 种 21 一 184 

合计 265( 含 1 变种 》 

从 表 5 可 以 看 出 : 中 高 黎贡山 兰 科 基本 上 是 温带 性 质 的 : 兰 科 265 个 种 和 变种 

( 仅 1 个 变种 ) 中 ， 有 81 个 种 即 30. 5 维 从 高 黎贡山 分 布 到 世界 的 某 一 热带 区 域 ，184 种 

即 69. 43%% 的 兰花 属 温带 性 质 。@) 在 各 种 热带 类 型 中 ， 热 带 亚洲 成 分 最 多 〈71 种 )， 泛 

热带 分 布 的 只 有 2 种 : 丛生 羊 耳 东 〈Liparis caeszpztosa ) 和 见 血 青 (ZLzzparzs ?zeruosa ) 。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的 7 种: 竹 叶 兰 (Arxwzaiza graza2zzli folia )、 三 裙 虾 脊 兰 

(Calaz 太 etriplicata )、 虎 舌 兰 〈 开 pipogia7a rosex7) 、 芋 兰 (Neruilia aragoa71a ) 、 稚 

顶 兰 〈Pjhajzus tazpReruilliae)、 宿 苞 石 仙桃 CPholicdota zzpricata )、 绥 草 〈Spzrazatpes 

si7ze11525) ， 但 高 黎贡山 没有 任何 一 种 兰花 可 以 从 这 里 延伸 到 热带 或 者 热带 非洲 ， 于 是 ， 

高 黎贡山 也 就 缺乏 与 热带 美洲 或 热带 非洲 有 关 的 分 布 式样 。 兰 花 的 传播 能 力 很 强 ， 但 终 

归 难 于 逾越 气候 、 高 山 和 水 体 的 障碍 而 达到 天 涯 海 角 。 亚 洲 热 带 则 因 地 域 相 邻 而 距离 不 

远 ， 除 气候 因素 外 ， 空 间 障 碍 不 大 ， 物 种 交流 比较 容易 ， 因 而 ， 高 黎贡山 热带 亚洲 成 分 

比较 多 。 况 且 ， 高 黎贡山 的 热带 兰 逾 越 重 山 分 布 到 印度 次 大 陆 或 延伸 到 马来西亚 也 还 是 

少数 。@ 温带 型 的 兰花 中 ， 东 亚 成 分 (94 种 )， 特 别 是 东 喜 马 拉 雅 - 滇 西 〈 高 黎贡山 ) 

的 种 类 〈75 种 ) 为 多 。 东 喜马拉雅 成 分 和 中 国 特有 〈 主 要 是 西南 特有 ) 成 分 〈83 种 ) 

构成 了 高 黎贡山 兰花 区 系 的 基本 骨架 ， 无 可 争辩 地 标志 着 高 黎贡山 兰 科 区 系 的 东亚 温带 

性 质 。 

5 高 黎贡山 兰 科 的 特有 现象 
特有 现象 指 仅 发 生 或 出 现在 某 特定 的 自然 区 域内 的 特有 自然 现象 。 本 文 的 特有 现象 

是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的 兰 科 特 有 分 布 式样 、 特 有 分 类 单位 或 特有 的 生活 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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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两 个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属 

(1) 蜂 腰 兰 属 (Buwlleyia Schltr. ) [ 树 兰 亚 科 〈Subfam.Epidendroideae) ] 

贝 母 兰 族 的 一 个 属 。 附 生 兰 ， 假 鳞茎 生 于 根 状 葵 上 ， 项 生 2 枚 叶 ， 叶 狭长 ， 基 部 收 

缩 为 柄 。 花 莹 细 长 ， 生 于 假 鳞 葵 顶 端 ， 与 幼 叶 同时 出 现 ， 长 于 叶 ;， 花苞 片 革 质 ， 二 列 套 

释 。 总 状 花 序 具 多 数 花 ;花序 轴 稍 曲折 ;， 花 中 等 大 ;， 苯 片 等 长 ， 侧 苯 片 基部 互相 靠 合并 

多 少 呈 宫 状 ;花瓣 与 葛 片 等 长 ， 略 宽 ;， 唇 办 不 裂 ， 中 部 以 上 弱 缩 ， 基 部 凹陷 ， 具 较 长 而 

向 前 弯曲 成 耳环 状 的 距 ， 营 柱 细 长 ， 上 端 扩 大 ， 无 世 柱 足 六 只 厚 ， 近 宽 三 角形 ， 上 面 

中 央 具 龙骨 状 突起 ; 药 床 宽 阔 ， 上 缘 具 不 整齐 的 齿 ; 花粉 团 蜡 质 ，4 个 ， 近 卵 圆 形 ， 一 

端 斜 截 ， 彼 此 以 基部 黏合 ， 无 附属 物 。 
本 属 仅 蜂 腰 兰 〈Buwlleyia yazzzazzezzsisy Schltr. ) 1 种 ， 为 我 国 云南 省 所 特有 。 模 式 

标本 G.，Forrest 4879 采 自 大 理 苑 山 ， 拉 丁 属 名 系 A. 人 ，Bulley 的 姓 ， 用 以 纪念 他 对 

G，Forrest 的 派 遗 。 中 文 属 名 蜂 腰 兰 是 由 于 展 斩 延伸 的 距 细 瘦 而 弯曲 如 蜂 腰 ， 言 其 形 。 

蜂 腰 兰 在 高 黎贡山 的 北部 特别 常见 ， 分 布 于 贡 山 、 福 页 、 腾冲 、 维 西 、 临 沧 、 景 

东 、 泣 濞 、 大理、 富民 、 屏 边 、 砚 山 、 富 宁 、 厅 栗 坡 ， 至 今 未 越 出 云南 边境 。 分 布 区 基 

本 训 准 志 对 人 捷 的 机 南 册 | 沿 云南 高 原 的 西 、 南 边缘 形成 。 分 布 区 

的 纬度 西高 东 低 ， 反 映 了 板块 位 移 的 生物 效应 。 

(2) 反 唇 兰 属 〈Srzmzzthorchzs Tang et Wang ) L 红 门 兰 亚 科 (Subfam。， Or- 

chidoideae) ] 

兰 族 (Trib，Orchideae) 的 成 员 ， 地 生 兰 ， 铸 小 ， 具 纤细 而 铀 惫 的 根 状 葵 。 荟 直 

立 ， 纤 细 ， 具 2 ~4 枚 叶 ， 基 部 被 精 。 叶 互生 ， 线 形 ， 先 端 尖 ， 基 部 渐 狭 ， 比 花 醒 
子 房 ) 长 ， 花 很 小 ， 直径 3 一 3. 5mm， 不 扭转 ; 苯 片 相似 ， 近 等 大 ;花瓣 比划 片 小 ， 

瓣 位 于 花 的 上 方 ， 舟 状 ， 不 裂 ， 基部 赛 状 ; 芒 柱 短 ; 花 喉 和 柱头 合生 ， 近 圆 形 ; 人 

芝 侧 生 ， 小 ,无 柄 ; 花药 直立 ， 药 室 平 行 ， 基 部 不 伸 长 ;花粉 团 为 具 小 团 块 的 粒 粉 质 ， 

2 个 ， 具 极 短 的 花粉 团 柄 和 圆 形 黏 盘 仅 反 展 兰 〈Szzztphorchis calceodiz orzs Tang et 

Wang) 1 种。 模式 标本 G，Forrest 13110 采 自 大 理 苍 山 ， 散 布 于 大 理 、 贡 山 、 德 钦 海 
拔 3200 一 4000m 的 高 山地 带 草 地 上 。 

本 属 植物 与 北 温带 广 布 的 角 盘 兰 属 “〈 互 erzzzzxz) 比较 接近 ，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本 属 

具 币 蚀 根 状 葵 ， 层 为 位 于 花 的 上 方 ， 共 喉 和 柱头 合生 ， 黏 盘 圆 形 而 不 卷曲 。 可 能 就 是 角 

盘 兰 属 其 一 _ 种 系 在 高 黎贡山 和 云 内 高 山地 带 特 化 的 结果 。 

s.2 局 限于 高 黎贡山 的 特有 种 一 一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是 兰 科 在 高 黎贡山 的 重要 特有 现象 ， 高 黎贡山 共有 21 种 特有 种 
( 表 6)， 其 中 包括 出 类 拔 萃 的 稀世 珍品 ， 如 泸 水 儿 兰 〈Pazpjpniozpeqilzz7z 72Q7Rzia722772 ) 、 

黄山 凤 兰 〈CyzzpiaQizz72 gozzgsha7ze1se )、 黄 花 虾 兰 兰 〈Calazatpe guLoagezsis ) 、 泸 水 车 

前 虾 背 兰 〈Caleztpe pazataegizea var， LSshauiensis)、 贡 山 贝 母 兰 〈Coelogyyie gozzg5- 

haze71815) 、 独 龙 贝 母 兰 〈Coelogyme iazrozge1815) 等 ， 它 们 是 中 外 兰花 爱好 者 喜爱 的 对 

象 ， 也 是 高 黎贡山 的 骄傲 。 

。 必 9 。 



表 6 高 黎贡山 特有 兰 科 植物 

分 布 
海拔 

亚 科 或 族 名 种 名 贡 山 ” 福 贡 泸 水 “腾冲 知 
(GS) (CEFGD 二) 而 外) 

I 构 兰 亚 科 泸 水 匈 兰 ( Papjhiopedizzzzz 772Q7Ria7zz772 ) 臣 2000 

II 乌 某 兰 亚 科 : 乌 足 兰 族 “” 怕 江 头 芝兰 (Cebjalanthera bi7iamzgertsis ) = 2000 
II 乌 梨 兰 亚 科 : 鸟 足 兰 族 《” 竹 叶 对 叶 兰 (Listera pazzapzxsetoruz7z ) 生 3200 一 3500 

IV 红 门 兰 亚 科 : 红 门 兰 族 三叉 无 柱 兰 (Amzztostigzzaa triarcatuz7a ) 洁 2900 

IV 红 门 兰 亚 科 : 红 门 兰 族 ”长 苞 尖 药 兰 ( Dizpjhylaz contigura ) 坝 3200 

IV 红 门 兰 亚 科 : 红 门 兰 族 “” 启 无 角 盘 兰 ( 瑟 ermzzzzuzz car7zzosizapze ) 二 3600 

IV 红 门 兰 亚 科 : 红 门 兰 族 “” 贡 山 舌 唇 兰 ( Plateztjera herzzizzzocdes ) 了 3800 

V 树 兰 亚 科 : 沼 兰 族 绿 虾 蜡 兰 ( Lizparis Forrestiz) 了 2100 

V 树 兰 亚 科 : 沼 兰 族 喀 西 羊 耳 蒜 (Liparis &asiaza ) 十 “1800 一 2100 

V 树 兰 亚 科 : 沼 兰 族 独 龙 羊 耳 蒜 (Lizparis taromerasis ) -= 1700 

V 树 兰 亚 科 : 兰 族 紫花 美 冠 兰 (Euiozpjhia zzda ) 十 1800 一 2500 
V 树 兰 亚 科 : 兰 族 贡 山 凤 兰 CCyzzpzdzzzz gozgsjazzemse) 十 1800 

V 树 兰 亚 科 : 湿 兰 族 黄花 虾 背 兰 (Calazztpe cuiomgensis ) = 1900 一 2300 

V 树 兰 亚 科 : 湿 兰 族 泸 水 车 前 虾 将 兰 (Calazthe zamtagzrzea var. 了 2300 

LS7zLze7251S) 

V 树 兰 亚 科 : 贝 母 兰 族 贡 山 贝 母 兰 (CCoelogyme gozgsjna7zezzszs ) = 2800 

V 树 兰 亚 科 : 贝 母 兰 族 独 龙 贝 母 兰 (Coelogyrme tarozzerasis ) 引 让 2450 一 3450 

V 树 兰 亚 科 : 柄 唇 兰 族 怒江 毛 兰 (Eria salruizzzezzsis ) 5 

V 树 兰 亚 科 : 石 人 Q 族 云南 厚 展 兰 ( 已 pigeneiwzz yu7z7zQ7ze72se ) 5 1300 一 2300 

V 树 兰 亚 科 :石狮 族 独 龙 石 豆 兰 ( BulpoztpjyLLzzz dzxlomgerse ) :5 2080 

V 树 兰 亚 科 :石狮 族 贡 山 卷 瘀 兰 (BxLpoztpjyLiuzmaz gomzgsharezzse) 十 2000 

V 树 兰 亚 科 :石和 Q 族 腾冲 石 豆 兰 ( BzxlLpoztpjyL1zzz terzzgcjhomgerzse) == 2000 

4 亚 科 8 个 族 21 种 14 1 2 4 

注 : 十 ”表示 有 分 布 。 

高 黎贡山 特有 兰花 种 类 占 高 黎贡山 兰花 总 数 的 8% ， 特 有 化 程度 一 般 但 稍 偏 高。 由 

于 我 们 对 高 黎贡山 兰花 的 研究 深度 不 够 ， 特 有 种 数 远 远 低 于 自然 实际 存在 的 数目 。 仅 就 

这 有 限 的 种 数 分 析 ， 我 们 也 可 看 到 高 黎贡山 兰花 特有 现象 的 端倪 。 

(1) 类 型 多 样 

21 个 特有 种 分 别 归 属于 构 兰 亚 科 (Subfam. II Cypripedioideae)、 乌 巢 兰 亚 科 

(Subfam. III Neottioideae) 、 红 门 兰 亚 科 〈Subfam. IV Orchidoideae) 和 树 兰 亚 科 

(Subfam。Epidendroideae) 的 8 个 族 。 最 原始 的 拟 兰 亚 科 (Subfam. I Apostasioideae) 

在 高 黎贡山 没有 任何 代表 ， 兰 科 最 为 进化 的 万 代 兰 亚 科 〈Subfam. Vandoideae) 的 众多 

附 生 兰 属 也 没 能 孕育 出 适 于 高 黎贡山 环境 气候 的 特有 种 。 

(2) 特有 种 的 生成 率 与 纬度 的 高 低 成 正比 ， 与 地 球 表面 生物 集聚 的 规律 相左 

这 里 位 于 270"N 以 北 的 贡 山 县 境内 的 高 黎贡山 的 特有 种 比 处 于 250 N 左右 的 腾冲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多 得 多 ( 表 6)。 贡 山 县 内 的 高 黎贡山 有 特有 兰 14 种 ， 福 贡 因 高 黎贡山 

西 坡 主 要 在 缅甸 ， 东 坡 面积 狭小 ， 只 有 1 种 锦江 头 攻 兰 〈Cezppnalazathera 2z7za728e72515 )， 

位 于 260?N 南北 的 涉 水 有 两 种 特有 兰 一 一 泸 水 拖 兰 〈Papjpnzopedizlxza 72a7Rza7227702 ) 和 

泸 水 车 前 虾 脊 兰 〈C.，azanmztPe piaztagizzea var， Lushauiezsis); 腾冲 全 境 属 于 高 黎贡山 范 

es。 90 。 



畴 ， 兼 有 东 坡 、 西 坡 和 高 黎贡山 的 分 支 一 一 尖 高 山 ， 纬 度 偏 南 40 ， 热 量 条 件 肯定 优 于 北 

段 的 贡 山 县 境 ， 但 特有 兰 也 不 过 4 种 。 种 类 北方 多 于 南方 的 现象 在 地 球 上 并 不 常见 。 

(3) 海拔 1800 一 2100m 的 高 度 带 是 孕育 兰花 特有 种 的 最 适 地 带 

如 表 6 所 示 ， 福 贡 、 泸 水 、 腾 冲 的 全 部 兰花 特有 种 〈 共 7 种 ) 和 北 段 贡 山 的 6 个 特 

有 种 都 出 现在 这 一 地 带 。 高 黎贡山 海拔 1500m 以 下 的 河谷 虽然 水 、 热 、 光 等 各 种 因素 

都 适 于 大 多 数 热带 兰 的 发 展 ， 但 终归 未 能 形成 该 地 区 特有 的 兰 科 植物 。 
(4) 高 黎贡山 特有 兰 缺 乏 万 代 兰 亚 科 〈Subfam. Vandoideae) 植物 

万 代 兰 亚 科 是 中 国 兰 科 植 物 热带 性 最 强 、 系 统 上 比较 进化 的 亚 科 ， 在 高 黎贡山 有 万 

代 兰 亚 科 的 多 花 腹 兰 〈Acaxzzpe rigida)，4 种 隔 距 兰 [大 叶 隔 距 兰 〈Clezsostomaza race- 

7 ferz72) 、 汗 越 隔 距 兰 〈C.，szzzozdz) 等]，4 种 盆 距 兰 〈Gastrochnzlas calceolaris 等 )、 

蝴蝶 兰 〈Phalaexzopsis ilsoxzii ) 、 小 花 槽 舌 兰 〈 互 olcoglossxzz Juzacext7 )、 尖 吉 兰 

(Ki2gidiz72 taezzalis )、 圆 叶 是 唇 兰 〈Schnoenorchnzs gez2772Qta )、 船 唇 兰 〈Stiaxrozpszs 

ziRULatd )、 叉 展 万 代 兰 〈Vanda criste 妈 ) 和 白花 万 代 兰 (Vanzda denisoxiiaza ) 等 15 

种 左右 的 典型 热带 兰 ， 但 种 类 不 多 ， 在 兰花 多 样 性 系统 中 的 作用 很 小 ， 且 无 任何 属 在 此 

发 生 的 特有 种 。 

高 黎贡山 的 兰 科 特有 现象 中 已 经 表明 ， 高 黎贡山 的 地 带 性 生态 环境 是 亚热带 的 ， 并 

非 热带 气候 ， 虽 有 一 些 耐 湿 凉 的 热带 成 分 生长 ， 但 毕竟 是 少数 ， 也 只 不 过 是 高 黎贡山 局 

部 环境 的 局 部 现象 。 

s.3 在 高 黎贡山 出 现 的 云南 特有 兰花 ， 指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及 云南 其 他 地 区 
的 特有 种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兰 科 特有 种 共 10 种 和 变种 〈 表 7) ， 与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情况 
有 些 相似 : @ 种 类 北 多 南 少 ， 贡 山 有 8 种 〈80 加 )， 保 山高 黎贡山 仅 1 种， 腾冲 有 4 

表 7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兰 科 植物 〈10 种 ) 

分 布 
亚 科 种 名 全 二 

贡 山 ” 福 贡 泸 水 保山 腾冲 云南 其 他 地 区 

II 杏 黄 兜 兰 (Pazpjhizozpedilzxzz armzemziacu77 ) 本 三 维 西 

IV 反 展 兰 (Smzaz 太 orcphis calceoli ormzzs ) 了 三 大 理 、 德 钦 

IV 中华 舌 展 兰 (Piatamzthera simica ) = 维 西 .中 旬 2 、 丽江、 洱 源 

V 阔 瓣 音 尾 兰 (Operomia Latizpetala ) 也 景 东 ̀ 澜 沧 

V 蜂 腰 兰 (Bulleyia yzzzzzazzensis ) 证 十 下 

V 异 叶 白花 贝 母 兰 (Coeiogyme Lexcazztha 十 景 东 、 蒙 自 

var. heterozbphnyLLa) 

V 旱 生 贝 母 兰 ( Coelogyme zerozpjhnyta ) 十 维 西 

V 贡 山 毛 兰 (Eria obuza ) 二 动 腊 、 动 海 

V 神色 厚 展 兰 (下 pigereizu7a ascescenas ) 十 < 景 东 

Ca La 站 las asiael aaaaaai 出 十 龙 陵 、 镇 康 , 双 江 、 景 东 、 动 海 
合计 10 8 2 0 

1) 民 政 部 2001 年 12 月 17 日 批准 中 旬 县 更 名 为 香格里拉 。 -编者 注 

”9& = 



种 占 40 为 。@) 热带 性 强 的 万 代 兰 亚 科 仅 有 1 种 一 一 小 花 模 舌 兰 〈 再 ologlossxzza jazzce- 
xz)， 生 活 在 高 黎贡山 地 域 的 贡 山 、 腾 冲 ， 它 是 一 个 热带 种 ， 由 于 新 构造 运动 中 板块 北 

移 和 山地 抬升 ， 原 处 于 热带 环境 的 小 花 槽 舌 兰 随 着 森林 的 北 移 而 达到 现代 的 纬度 和 海拔 

高 度 ， 由 于 潮湿 森林 的 庇护 才 得 以 生存 至 今天 。G@) 高 黎贡山 兰 科 云南 特有 种 与 景 东 无 

量 山 的 相似 性 较 大 ，10 种 有 3 种 为 两 地 所 共有 ; 相反 ， 维 西 、 德 钦 、 保 山 “〈 怒 江 以 东 

部 分 ) 与 高 黎贡山 仅 一 水 相隔 ， 共 有 的 特有 种 往往 等 于 零 。 笔 者 认为 ， 造 成 这 类 相似 现 
象 的 原因 首先 是 水 热 条 件 的 相似 性 而 非 空 x 间 距离 的 大 小 。 

s.4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是 比较 多 的 。 高 黎贡山 兰 科 有 51 个 中 国 特有 种 〈 表 
8)， 占 总 种 数 的 19. 25%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云 南 特有 种 、 中 国 特有 种 三 者 之 和 为 82 

种 。 这 就 是 说 ， 高 黎贡山 的 兰花 中 ，30. 9 久 为 中 国 特有 种 。 

高 黎贡山 的 兰花 是 丰富 多 彩 的 ， 它 的 全 貌 和 真 诺 还 有 待 进一步 的 系统 研究 。 

表 8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种 号 种 名 分 布 

1 单 花 无 柱 兰 (Ammzztosgzzaa 7zomztc7za ) 贡 山 ; 德 钦 , 丽 江 ; 西 藏 ,四 川 ,甘肃 

2 毛 葵 无 柱 兰 (Amzitostigzza Momtaza var. orest) 贡 山 ; 德 钦 ， 中 和 ;西藏 

3 少 花 无 柱 兰 (Amzztosizg7aa pa7zczorxz7a ) 贡 了 山 ; 四 川 

4 汗 蜀 无 柱 兰 (Amzztostigzzza tetralobza77z ) 贡 山 ;丽江 ,大 理 , 澜 濞 , 东 川 , 巧 家 ;四 川 

5 西藏 无 柱 兰 (Amzztostzgzzaa tpetzcza77z )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丽江 ,大 理 ; 四 川 ;缅甸 北部 

6 贞 片 无 柱 兰 (Araztostzg7z4 ya7zz772 ) 贡 山 , 福 贡 ;西藏 

7 蜀 藏 兜 蕊 兰 (Amndrocorys szz7ralzs ) 察 阳 ;西藏 ,青海 ,四 川 

8 台湾 白 苑 (BLetilla /orzzosazza )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云南 ,四 川 ,贵州 ,广西 ,台湾 

9 波 密 卷 锥 兰 (BuLpozpjyLLzzaz pozazzezzse ) 贡 山 ;西藏 

10 短 距 虾 状 兰 (Calazzhe arcuata ) 贡 山 ;湖北 ,四 川 

11 箭 叶 虾 状 兰 (Calazthe davidi) 贡 山 , 福 贡 , 龙 陵 ;云南 ,四 川 ,贵州 ,湖南 ,湖北 ,陕西 

12 流苏 虾 背 兰 (Calantje Jizzpriata ) 贡 山 ;中旬 ,大理 , 维 西 ,漾濞 ;西藏 ,四 川 ,湖北 ,陕西 

13 线 叶 隔 距 兰 (CLeisostorza 2z 7orze ) 福 贡 , 泸 水 ; 风 亲 ;缅甸 北部 

14 圆柱 隔 距 兰 (Cleisostoza teres ) 腾冲 ;云南 南部 ,广东 

15 惠 兰 (Cyxzzpidizz7z Japerz ) 贡 山 , 泸 水 ;云南 西部 、 西 北部; 西藏, 四川, 广西, 广东 ,湖南 ， 

湖北 ,江西 ,江苏 ,安徽 ,福建 ,台湾 ,甘肃 ,陕西 ,河南 ,河北 

16 多 花 兰 (CymzpzQiz772 ForzpxmzCa77a ) 贡 山 , 福 贡 ; 云南 多 数 地 区 ;江南 和 西南 各 省 区 

17 短 叶 虎 头 兰 (Cymzpiciuza zozlsozz) 察 隅 ;云南 ,西藏 

18 川 汗 构 兰 (CyzrzpeqQizizza corrygQtaz7a ) 察 隅 , 贡 山 ;云南 西北 部 ,西藏 ,四 川 

19 黄花 构 兰 (Cyprzpeawizz772 Favx77z ) 贡 山 ; 德 钦 , 维 西 ,丽江 ;西藏 ,四 川 ,青海 ,甘肃 ,湖北 

20 绿 花 构 兰 (Cypridizzz henryi) 贡 山 , 德 钦 , 维 西 ; 甘 肃 ,湖北 ,陕西 

21 丽江 构 兰 (CCypridizzzz Lzchza7zgemse ) 缅甸 与 云南 交界 处 ;丽江 ;四 川 

22 离间 构 兰 (CCyzprzidiuzza lectrochzlom ) 察 隅 ;中旬 ,丽江 , 洱 源 , 宁 浪 ;四 川 ,湖北 

23 宽 口 构 兰 (Cypridiuza zwardi) 察 隅 ; 德 钦 

24 西南 尖 药 兰 (DizpjyLaz xmzyorzazy ) 贡 山 ;四 川 ,贵州 

25 大 叶 火 烧 兰 ( 已 pipactis zaairei) 泸 水 ;云南 西部 西北 部 ;四 川 ,湖北 ,陕西 ,甘肃 

26 台湾 盆 距 兰 (Gastrochizlus orzzosa7zzus ) 贡 山 , 泸 水 ;四 川 ,陕西 ,湖南 ,湖北 , 台 

27 鸡 肾 参 ( 矶 apoenraria davidiz) 贡 山 ; 维 西 ,丽江 , 蒙 自 ,昆明 ;西藏 四 川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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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号 种 名 分 布 

28 川 滇 玉 风 花 (CHapenaria mazazrei) 贡 山 ;会 泽 , 景 洪 ; 西 藏 ,四 川 ,湖北 

29 扇 展 舌 陈 兰 ( 囊 emzpilia Fiabeliata ) 贡 山 ; 兰 坪 , 维 西 , 中 多 , 澜 濞 , 鹤 庆 ,丽江 , 东 川 ;西藏 ,四 川 , 贵 

州 ,陕西 

30 五 角 舌 晓 兰 (万 emzpilia guizzgxa7zzgxLazrzs )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 维 西 至 云南 中 部 ,四川 

31 斤 角 盘 兰 ( 百 ermazzzzuza chlorazathaoa ) 察 隅 ;云南 ,西藏 ,四 川 

32 单 生 角 盘 兰 ( 古 eazzzuzz szzz8xLaza ) 贡 山 ;四 川 

33 川 汗 角 盘 兰 (ermazzzuzaz Souliez) 泸 水 ;中 旬 ,丽江 ;西藏 ,四 川 

34 日 本 羊 耳 藉 ( Liparzs japonica ) 贡 山 ; 澜 濞 至 滇 中 ;四 川 ( 不 全 ?) 

35 大 花 对 叶 兰 ( Listera granai7lora ) 贡 山 ,中旬 , 维 西 ; 西 藏 ,四 川 ,湖北 

36 侧 花 兜 被 兰 ( Neottianthe secuzdi7lora ) 贡 山 ; 锥 庆 ; 西 茂 

37 黄花 红 门 兰 ( Orchizs chnrysea ) 贡 山 ;中旬 , 德 庆 ; 西 藏 

38 和 硬 叶山 兰 (Oreorchis zana ) 贡 山 ;中 旬 ,丽江 ;四 川 ,湖北 ,陕西 ,甘肃 

39 蝴蝶 兰 C(Phalaenrozsis rwzlsoniz ) 贡 山 ; 维 西 ,丽江 ,大 理 ; 西 藏 ,四 川 

40 兰 生 石 仙 桃 (Pholidota ruzpestris) 贡 山 ; 兰 坪 , 中 多 , 德 庆 , 维 西 ,丽江 ;西藏 

41 云南 石 仙 桃 (Pholzcota yazzzazzenszy ) 泸 水 ; 蒙 自 ; 四 川 ,贵州 ,广西 ,湖南 ,湖北 

续 表 

42 察 瓦 龙 舌 展 兰 (PLotamzthera cjhniloglossa ) 贡 山 , 察 隅 , 福 贡 , 德 钦 ; 西 藏 ,四 川 

43 此 瓣 舌 唇 兰 (Platanthera oreobpjzla ) 福 贡 ;中 旬 ; 四 川 

44 夹 叶 舌 展 兰 (Platazzthera stezozpjyLlia ) 贡 山 ;西藏 

45 兰 生 独 忒 兰 (Pleiomne sazicola ) 贡 山 ;西藏 

46 二 叶 独 忒 兰 (Pleizore scopuLorz77z 

47 汗 独 蒜 兰 (Peione yatzzzzazzensis ) 

贡 山 , 福 贡 ,腾冲 ; 德 钦 ;西藏 

贡 山 ;大 理 和 云南 多 数 地 区 ,四 川 ,贵州 

48 朱 兰 (Pogonza yuzzzza7aemsis ) 贡 山 ;大 理 ; 西 茂 

49 少 花 大 苞 兰 (Sumzzzpia itermzedia ) 贡 山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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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ity of Orchidaceae in Caoligong 

Mountains，Yunnan 

LI Hengl Bruce BARTHOLOMEVW: 

(1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y) 

(2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San Francisco，CA 94118，USAI) 

Abstract The Orchidaceae，with 265 taxa (Species and infraspecies) in 75 genera， 

is the largest family of seed plant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Forty-five of the orchid 

genera (60% ) are primarily tropical while 29 (38. 67%% ) are primarily temperate。，For- 

ty-three of the genera (57. 33 听 ) are terrestrial，31 (41 听 ) are epiphytic，and 3 (4 听 ) 

are Saprophytic，Predominantly the orchid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temperate 

terrestrial taxa totally 184 taxa，69. 43% including many species that occur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o the East Himalayas and into Southeast China，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includes endemic orchids which exhibit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CD Two genera，Bzxlieyza and Sm7aztjorchnzs，are endemic to Yunnan with the center of 

distribution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C@) Twenty-one taxa are endemic to the Gaoli- 

gong Mountains area. G@) There is not any endemic Species from subfamily Vaniodeae， 

which is a typical tropical group. 由 There are more endemic speci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reglion (14 endemic taxa in Gongshan Xian) than in the southern part (only 4 en- 

demic taxa in Tengchong Xian).，G) There are only 10 species (4%% of the total orchid 

taxa in the region) which are endemic to Yunnan，excluding those endemic to the re- 

gion。 (@ Fifty-one of the orchid taxa (19. 25%) are endemic to China，excluding those 

endemic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r Yunnan. Thus，the total number of endemic or- 

chid species in the region reaches 82 (30. 91% ) ，including those endemic to the region， 

Yunnan and China，Orchids are a very specified group in the Gaoligong Mountalins.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Orchlidaceae，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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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龙虾 脊 兰 ( 兰 科 ) 的 合格 发 表 - 

李 恒 李 吧 刀 志 灵 
中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摘 要 描述 了 国产 虾 养 兰 属 〈 兰 科 ) 植物 一 新 种 一 一 独 龙 虾 俏 兰 。 该 种 因 其 唇 办 中 

裂片 上 有 3 个 具 短 柄 且 能 活动 的 金黄 色 球 状 附 属 物 而 有 别 于 本 属 的 其 他 类 群 。 本 种 在 体态 

上 与 下 花 虾 背 兰 〈Calantpe Penryi Rolfe) 、 车 前 虾 脊 兰 〈C.， zlantagzzea Lindl, ) 相近 ，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本 种 的 根 状 荃 明显 ， 叶 在 花期 全 部 展开 ， 花 瓣 倒 卵 状 披 针 形 ， 中 栖 片 无 毛 ; 本 

种 在 体态 上 也 与 三 宰 虾 脊 兰 [C.，triblicatae〈Willem. ) Ames] 相近 ， 区 别 在 于 本 种 的 唇 匆 

中 裂片 先端 内 凸 并 具 突 尖 ， 根 状 蕉 明显 ， 假 蕉 明显 ， 叶 柄 不 明显 ， 距 黄色 ， 中 划 片 无 毛 ， 

侧 葛 片 无 毛 。 

关键 词 ” 独 龙虾 脊 兰 ， 新 种 ， 云 南 ， 中 国 

1990 一 1991 年 的 独 龙 江 植物 越冬 考察 队 曾 3 次 采集 到 虾 养 兰 属 的 一 个 新 种 ， 但 一 

直 未 能 正式 发 表 ， 仅 以 黄花 虾 背 兰 〈Calazthe aulomzgextsis H，Li，sp. nov. ) 一 名 在 

《 独 龙 江 地 区 植物 》 及 《高 黎贡山 植物 》 两 书 中 做 了 记载 。 吉 占 和 教授 生前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馆 查阅 兰 科 植物 标本 时 ， 多 次 对 本 种 标本 进行 详细 的 研究 ， 并 确 

认 此 种 成 立 ， 随 后 他 于 2000 年 3 月 14 日 致 郴 本 文 作者 建议 尽快 发 表 此 新 种 ， 以 便 在 编 

写 Flora o Chizma 时 增补 。 现 将 该 新 种 〈 中 文 名 重新 拟 为 独 龙 虾 养 兰 ) 进行 描述 发 表 ， 

背 以 纪念 吉 占 和 教授 对 中 国 兰 科 植物 研究 的 齐 越 贡献 和 他 对 本 文 作者 的 指导 和 帮助 。 

独 龙 虾 状 兰 ”新 种 图 1 

Calanthe dulongensis 百 ，Li，R. Li et ZL.，Dao，sp， nov. ，Fig. 1 

Calaztpe duxlozgezszs HLiinFlora of Dulongjlang Region， 340，1993j; et in Flora 

of Gaoligong Mountains: 1086. 2000，without giving Latin description and designating 

holotype，nom。inval, 

Species nova C. Phez7yz Rolfe et C.， Lazztagzzeae Lindl， affinis，sed lobos labelli in- 

termedio Superne brachypodis sphaericis mobilibus aureolinis tribus obsito，rhizomate 

consplcuo，Ppetalis obovato-lanceolatis，sepalo intermedio utrinque glabro differt;，a CC. 

tirzzplzcata (Willem. ) Ames lobos labelli intermedio apice leviter retusis cum apiculo in- 

terjecto，rhlizomate conspicuo ，pseudocaule consplcuo ，Ppetiolo obscuro，calcarl flavo， 

sepalo intermedio utrinque glabro，sepajlis lateralibus utrinque glabris differt, 

Herba terrestrial，50cm alta，radicibus densis，elongatis，dense canis-fuscis pubes- 

x 本 文 2003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41(3): 267 一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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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独 龙虾 脊 兰 

A: 植株 ; B: 花序 一 部 分 示 花 苞 片 及 毛 被 ; C: 花苞 片 ; D: 中 昔 片 ; 下 : 花瓣 ; 

F: 侧 昔 片 ;， G: 带 有 营 柱 、 子 房 和 花梗 的 唇 办 。( 吴 锡 麟 绘 ) 

Fig. 1 Calanztjpe dxloagez15is 再 ，Li，R，Li et Z，L，Dao. 

A: Habit; 也 :Floral bract and pubescences with part of inflorescence; C: Floral bract; 

D:， Dorsal sepal; 正 : Petal; FE: Lateral sepal; G: Lip with column，ovary and pedicel 

(Drawn by WU Xi-Lin) 

centibus， Rhizoma circ 6. 5cm longum. Pseudobulbus viridio-nigrus， Subovatus， 

1.5cm longus，circ，2cm in diam. ，veternus extus fibrosus petiolis obsitus，Cataphylla 

4，viridula，ovata vel ovato-lanceolata，3 一 9. 5cm longa，apice subulata。， 了 Pseudocaujlis 

8 一 12cm longus.， Folia 3，viridia，elliptica usque subovator-elliptica，30 一 40cm longa 

《pseudocaulibus inclusis) ，4. 5 一 7. 5cm lata，apice acuta vel acuminata，basi attenuata， 

margline integra，utrinque glabra，nervi primaril 6; petiolus obscurus，Scapus 1 ，cum 

foliis novellis coaetanea，suberectus，ad 38cm altus，folia novella multosuperans，d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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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erulus; pedunculus 22cm longus，infra inflorescentiam vaginls 2 一 3 ornatus; Tace- 

mus 16cm longus，laxe 20 一 25-{florus; bracteae albae，membranaceae，lanceolatae，Pper- 

sistentes，9 一 11mm longae，apice acuminatae，dorso pubescentes vel subglabrae; pedi- 

celli cum ovaris 1. 8 一 2. 5cm longl，dense pubescentes; sepala et petajla flavo-viridia，se- 

palo intermedio oblongorelliptico，18mm longo，6mm lato，apice acuto，5-nervato， 

utrinque glabro，sepalis lateralibus ellipticlis，15mm longis，4mm latis，aplce mucrona- 

tis，5-nervatis，utrinque glabris; petala obovato-lanceolata，15mm longa，5mm lato， 

apice obtusa cum apiculo interjecto，3-nervata; labellum basi flavum，columnae adna- 

tum，antice album，tripartitum，lobis lateralibus angusteoblongis circ. ，6mm longis， 

2mm latis，apice obliquecuneatis，lobo intermedio reniformi，5mm longo，7. 5mm lato， 

apice leviter retuso cum apliculo interjecto，Ssuperne 3 appendicibus breve stipitatis globo- 

sis aureis instructo，longe unguiculato，ungue 4mm longo，1. 4mm lato; calumn flava， 

cylindraceum，patens，5. 5mm longum，apice obtusum，extus Sparse pubescente; co- 

lumna flava，circ，8mm longa，superne ampliata，utrinque glabra; rostellum flavidum; 

operculum flavidum，antice in rostellum angustatum。 下 1]，Apr. 

China Yunnan (云南 ):， Gongshan 〈 贡 山 )，Dulongjiang Valley ( 独 龙 江 流 域 )， 

Dizhengdang ( 迪 正 当 )，alt，1900m，under forest，1991-04-15，Dulongjiang Valley 

Exped,( 独 龙 江 考 察 队 ) 5896 (holotype，here designated，KUN) ;，Gongshan〈 贡 山 )， 

Dulongjiang Valley ( 独 龙 江 流域 ) ，Mugang (〈 木 岗 )，alt， 2200m，under forest，1991-04- 

17，Dulongjiang Valley Exped,. 〈 独 龙 江 考 察 队 ) 6144 ( 攻 UN);， Gongshan〈 贡 山 )，Du- 

longjiang Valley ( 独 龙 江 流域 ) ，Xianghong (加 红 )，alt， 2300m，under forest，1991-04- 

22，Dulongjiang Valley Exped,( 独 龙 江 考 罕 队 ) 6501 (KUN)， 

多 年 生 陆 生 草 本 ， 植 株 高 约 50cm。 根 密集 ， 伸 长 ， 密 被 灰 褐 色 柔 毛 ， 根 状 葵 长 

6.5cm， 假 鳞 葵 绿 黑色 ， 近 卵 形 ， 长 1. 5cm， 直 径 约 2cm， 老 假 鳞 蔡 外 被 纤维 状 叶 柄 残 

余 ; 鳞 叶 4 枚 ， 绿色， 卵 形 至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3 一 9. 5cm， 先 端 锐 尖 ， 假 葵 长 8 一 12cm。 

叶 3 枚 ,绿色 ， 椭 圆 形 至 倒 卵 状 椭圆 形 ， 叶 长 30 一 40cm 〈 含 假 葵 部 分 )， 宽 4.5 一 

7. 5cm， 先 端 急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渐 狭 ， 全 缘 ， 两 面 无 毛 ， 基 出 主 脉 3 对 ， 叶 柄 不 明显 。 

花 营 1， 与 新 叶 同 出 ， 近 直立 ， 长 达 38cm， 远 长 于 新 叶 ， 密 被 短 柔 毛 ; 花序 柄 长 

22cm， 朴 生 2 一 3 枚 不 育 苞 片 ; 总 状 花 序 长 16cm， 朴 生 20 一 25 采花 ; 花苞 片 白 色 ， 膜 

质 ， 宿 存 ， 披 针 形 ， 长 9 一 1lmm， 先 端 渐 尖 ， 背 面 被 短 柔 毛 或 近 无 毛 ; 花梗 和 子 房 长 

1. 8 一 2. 5cm， 密 被 短 柔 毛 ; 划 片 和 花瓣 黄 绿色 ， 中 苯 片 长 圆 状 覃 圆 形 ， 长 18mm， 帘 

6mm， 先 端 急 尖 ， 具 5 条 脉 ， 无 毛 ; 侧 划 片 椭圆 形 ， 长 13mm， 宽 4mm， 先 端 具 短 尖 ， 

具 5 条 脉 ， 无 毛 ; 花瓣 倒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11mm， 宽 5mm， 先 端 钝 并 稍 具 短 尖 ， 具 3 条 

脉 ， 唇 鸭 基 部 黄色 ， 贴 生 于 蕉 柱 上 ， 前 部 白色 ，3 深 裂 ; 侧 裂 片 狭长 圆 形 ， 长 约 6mm， 

宽 约 2mm， 先 端 斜 攀 形 ; 中 裂片 肾 形 ,长 smm， 宽 7.5mm， 先 端 内 凹 并 具 突 尖 ， 上 有 

3 个 具 短 柄 且 能 活动 的 金黄 色 球 状 附属 物 ， 具 长 爪 ， 爪 长 4tmm， 宽 1. 4mm; 距 黄 色 ， 

圆 简 形 ， 伸 直 ， 长 5. 5mm， 末 端 钝 ， 外 面 疏 被 短 柔 毛 ; 共 柱 黄色 ， 长 约 8mm， 上 端 扩 

大 ， 无 毛 ; 蓄 咏 淡 黄 色 ; 药 帽 淡 黄 色 ， 在 前 端 收缩 呈 吃 状 。 花 期 4 月。 



本 种 因 叶 柄 与 叶鞘 连接 处 无 关节 、 花 苞 片 宿 存 、 花 序 具 短 柔 毛 和 唇 准 基 部 贴 生 于 巷 

柱 上 等 特征 而 隶属 于 虾 脊 兰 亚 属 (subgen. Calazthe) 虾 状 兰 组 〈sect，Cazaztpe)。 本 

种 在 形态 上 与 丽 花 虾 背 兰 〈Calaztphe henryi 人 olfe) 和 车 前 虾 背 兰 〈Calazztjpe azztag- 

zea Lindl. ) 相近 ，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本 种 的 唇 办 中 裂片 上 有 3 个 具 短 柄 且 能 活动 的 金黄 色 

球状 附属 物 ， 根 状 蔡明 显 ， 花 办 倒 卵 状 披 针 形 ， 中 葛 片 无 毛 ; 本 种 在 形态 上 也 与 三 裙 是 
背 兰 [Calazatjpe trizplicatae (Willem. ) Ames] 相似 ， 区 别 在 于 本 种 的 展 办 中 裂片 先端 内 

凹 并 具 突 尖 ， 根 状 葵 明显 ， 假 荃 明显， 叶柄 不 明显 ， 距 黄色 ， 中 苯 片 无 毛 ， 侧 葛 片 

无 毛 5 

本 种 目前 仅 在 贡 山 县 独 龙 江 流域 的 山坡 针 阔 叶 混 交 林 下 有 所 发 现 ， 该 地 区 因 其 特殊 

的 地 质地 貌 和 多 样 的 生态 环境 ， 为 植物 的 生长 发 育 创造 了 优越 的 条 件 ， 在 长 期 的 物种 形 

成 与 演化 过 程 中 ， 该 流域 造就 了 丰富 的 地 方 特有 种 。 

致谢 吉 占 和 教授 生前 对 本 种 的 成 立 予 以 确认 ， 吴 锡 麟 先生 帮助 绘图 ， 特 此 表示 
感谢 ! 

Validation of Calamztpe duxiomrgefsis (Orchidaceae) 

LI Heng LIRong DAO Zhi-ling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By giving a full Latin description and designating the holotype，Cala7zt 太 pe 

dzwlomgensis H，Li，R. Li 儿 Z.L. Dao，a new species of Orchidaceae from Dulongjiang 

Valley of Gongshan County，Yunnan Province，is validated， The species is distinguish- 

ed by its mid-lobe with 3 shortly stipitate and golden-yellow globose appendages，It 1s 

similar to C.， Peryz Rolfe and C.，zpLazztagz7iea Lindl， by its conspicuous rhizome，obo- 

vate-lanceolate petals and glabrous dorsal sepal， It is also perhaps related to C，trzzplica- 

ii (Willem. ) Ames by its emarginated mid-lobe conspicuous rhizome，and pseudostem， 

obscure petioles，yellow spur of the lip and glabrous sepals. 

Key words “Cala7zztjpe dxlozge71515 再，Li，R，Li et ZL Dao，New species，Yun- 

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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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Colocasia (Araceae ) 

from Mts.， Gaoligong，China- 

LI Heng LONG Chun-li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ilongton，Kunming 650204，Chinay) 

Summary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Colocasia- Cgaoligozgenlsiy H，LI & CC. -L，LONG- 

from China，Yunnan，Tengchong County ils described. 

Zusammenfassung 

Eine neue Art der Gattung ColocasiaC. gaoligongensis H，LIKC，-L，LONG- 

aus China，Yunnan，Provinz Tengchong，wird beschrieben. 

Colocasia gaoligoxzpgez5is H._ LI 必 C.L，LONG，sp，nova 

Species nova Colocasia esculentd (L. ) SCHOTT affinis sed rhizomatibus breviori- 

bus，2 一 3cm longis，7 一 8mm crassus，Sspathae lamina obovata vel obtriangulata，7 一 

8. 5cm longa，5. 5 一 6cm lata，spadice exappendice differt. 

Type: China，Yunnan，Tengchong County。，Hills at south end of Tengchong val- 

ley，25 N，alt，3700m above sea level，moist shady，thickets，Plant of 2pt， Spath thick 

and fleshy，deep golden yellow，flowers same. July 1912，CEORGE FORREST 9137 

(holotype, ). 

Stem short，less than 2cm long，c.， 3cm in diameters，Rhizomates 4，short，(2 一 ) 

3mmX0.7 (一 8)mm，Petiole 55cm long，lower half sheathing. Blade peltate，ovate 

cordate，32cm 久 20cm，Pposterior lobes rounded，11cm long，7cm connate，basal ribs 

well developed，primary lateral veins 5 per side，pinnate，marginal vein 1 ，interprimary 

collective veins inconspicuous. 

Inflorescences 3 一 4，appearing with leaves。Peduncle about 50cm long，shorter 

than petiole。 Spathe 13 一 15cm long，constricted between tube and blade，tube with 

convolute margins，oblong,， 4. 5 一 5cm long，1. 4 一 1.7cm in diameter，blade deep golden 

yellow，obovate to triangulate，7 一 8. 5cm long，5. 5 一 6cm wide，opening，acute or ob- 

tuse at apex，convolute at base，Spadix sessile，deep golden yellow。 Female zone cylin- 

dric，30mm X 3 (4) mmj;i sterile zone narrower，15mm X 3mm; male zone cylindric， 

x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Feddes Repertorium，110(5 一 6):， 423 一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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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Colocasia gaoligomzgen5is H，LI 了 C，L， LONG，sp。nova 

1:， Flowering plant; 2: Spadix with spathe; 3: Spadix; 4: Gynoecium; 5: Gynoecium， 

longitudinal section; 6: Synandrium; 7: Synandrium，top view (Drawn by YITAO LI) 

45mmx 久 4mm。Apice acute，terminal appendix absent， 

Flowers unisexual，Male flowers: 4 一 6-androus，Sstamens connate into a Synandri- 

um，thecae lateral ，linear，dehiscing by apicale pole. Sterile flowers: synandrodes de- 

pressed-obpyramidal ，truncate，apically depressed oblong，rhombic。，Female {flowers: 

ovary ovold，1-locular，ovules many，fusiform; stigma sessile，discold. Flowering 

in July. 

Specimens examined: China，Yunnan，Tengchong，the South of Mts. Gaoligong. 

CEORCE FORRFEST 9137，July 1912 (holotype, 了 ). 

Distribution : endemic to MtS，Gaoligong region，western Yunnan，SW China. 

Notes: The specimen CEORGE FORREST 9137 was collected from Tengyueh 

(Tengchong) in 1912. In the original label some are not correct: It was determined as 

“Gozatathaus sp. ”On July 3rd 1962，D.，H. NICOLSON determined as“Colocaszia es- 

culLezta ([. ) SCHOTT”，However，by a detailed comparison ，the Tengchong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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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骼 花 科 特有 植物 ” 

刀 志 灵 : 郭 辉 军 
(1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 昆 明 650204) 

《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分 院 ， 昆 明 650033) 

摘 要 高 黎贡山 地 区 拥有 丰富 的 杜 人 艇 花 科 特有 植物 种 类 。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杜 鹏 花 

科 特 有 植物 达 93 种 及 变种 ， 占 该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总 种 数 和 变种 数 187 种 的 49%% 强 ， 其 中 有 

中 国 特有 种 38 种 及 变种 ， 云 南 特 有 种 5 种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特有 种 50 种 及 变种 。 本 文 分 别 

对 不 同类 别 的 杜 鹏 花 科 特有 种 及 其 分 布 进行 讨论 。 

关键 词 ” 杜 鹏 花 科 ， 特 有 植物 ， 高 黎贡山 ， 分 布 

分 类 号 Q 948 

1 高 黎贡山 是 杜 锡 花 科 主 产 区 和 特有 植物 的 高 产 区 

高 黎贡山 地 区 包括 云南 西部 和 缅甸 北部 的 一 部 分 地 区 ， 中 国境 内 包括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保 山 等 县 的 怒江 以 西部 分 和 腾冲 县 全 境 ， 以 及 西藏 察 隅 东南 部 的 日 东 和 察 瓦 龙 等 

部 分 地 区 ， 位 于 怒江 〈 萨 尔 温江 ) 和 恩 梅 开 江 〈 伊 洛 瓦 底 江 ) 两 大 水 系 之 间 的 一 个 狭长 

地 区 。 由 于 资料 有 限 ， 所 以 将 分 布 于 缅甸 东北 部 的 较 有 把 握 的 一 部 分 种 类 也 作为 高 黎 贡 

山特 有 种 。 以 下 将 要 讨论 的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就 是 指 仅见 于 这 一 区 域内 的 种 类 。 

高 黎贡山 地 区 是 中 国 杜 鹏 花 科 植物 主 产 区 之 一 ， 共 有 杜 介 花 科 植 物 9 属 187 种 及 变 
种 ， 分 别 占 云南 产 杜 鹏 花 科 植物 属 和 种 的 90% 和 49%% 强 。 对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研 

究 表明 ， 高 黎贡山 是 杜 艇 花 科 植物 特有 现象 十 分 突出 的 地 区 ， 高 黎贡山 的 187 种 杜 锡 花 
科 植 物 中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类 达 50 种 〈 包 括 变种 )， 占 该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总 种 数 的 26 略 

强 ;， 云南 特有 种 5 种 ， 占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种 数 的 2. 67 为 ; 中 国 特有 种 也 较为 丰 

富 ， 共 有 38 种 及 变种 ， 占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总 种 数 的 20% 强 。3 个 类 别 特有 种 合 
计 占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鹏 花 种 数 的 49%% 强 ， 这 充分 反映 了 高 黎贡山 独特 的 地 质 历 史 和 生 

态 环境 及 区 系 特征 。 以 下 将 分 别 对 杜 鹏 花 科 中 国 特有 种 、 云 南 特有 种 和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特 

有 种 分 别 进行 讨论 。 

2 杜 鹏 花 科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特有 种 及 其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如 此 狭小 的 地 域内 ， 杜 锡 花 科 植物 多 样 性 丰富 度 之 高 ， 其 特有 植物 出 现 

的 密度 和 频率 之 高 ， 是 中 国 和 云南 其 他 地 区 无 法 比拟 的 。 高 黎贡山 分 布 着 9 属 187 种 

(包含 变种 ) ， 属 于 地 区 特有 的 植物 种 类 就 达 5 个 属 50 种 ， 而 其 他 地 区 如 大 兴安 岭 整个 

杜 人 鹏 花 科 仅 有 6 属 9 种 ， 东 北 植物 区 系 地 区 有 ?7 属 19 种 ， 东 北平 原 植物 区 系 亚 地 区 有 1 

x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XI) : 16 一 23。 

。102. 。 



属 1 种 ， 华 北 地 区 有 3 属 11 种 ， 华 中 植物 区 有 5 属 106 种 ， 华 东 植 物 区 有 6 属 49 种 ， 

而 特有 种 所 占 的 数量 和 比例 就 小 得 多 。 高 黎贡山 的 杜 鹏 花 科 特有 种 数 占 该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总 种 数 的 26% ， 可 以 从 一 个 侧面 说 明 高 黎贡山 地 区 植物 区 系 的 特殊 性 和 重要 性 。 同 时 ， 

我 们 认为 ， 在 如 此 狭小 的 地 域内 ， 地 区 特有 植物 就 是 珍稀 植物 ， 这 更 充分 说 明 ， 高 黎 贡 

山 作 为 一 些 特殊 类 和 群 植物 的 分 布地 域 ， 具 有 重要 的 研究 和 保护 价值 。 

表 1 和 表 2 分 别 列 出 了 高 黎贡山 杜 锡 花 科 〈Ericaceae) 特有 种 及 杜 鹏 属 (Rhoco- 

dendroz) 特有 种 及 其 分 布地 区 和 海拔 范围 ， 经 分 析 ， 我 们 得 出 以 下 几 点 结论 。 

表 1 杜 鹏 花 科 地 区 特有 种 及 其 分 布 

种 名 分 布 海拔 /m 

岩 须 属 (Cassiozpe)1l 种 

膜 叶 岩 须 (Cassioze maemzpraniolia ) 泸 水 3600 

金 叶 子 属 (Crazipiodendron)1l 种 

怒江 金 叶子 (Craipiodenrdrom Forrestiz) 福 贡 ̀ 泸 水 1200 一 1500 

白 珠 属 (Caxltiheria)6 种 

粗糙 丛林 白 珠 (Caorltiheria dumizcola var. aszpera)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察 阳 、 缅 和 东北 部 2000 一 2100 

高 山 丛 林 白 珠 (GaurL 太 eria cumaicola var. petamzometromz)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腾 冲 、 保 山 、. 察 隅 2400~(2700) 

一 3100 

短 穗 白 珠 (GazLt 太 eria motapi2is ) 贡 山 .腾冲 1000 一 2400 

平 卧 白 珠 (GCaxltiperia zrostrata ) 贡 山 4200 

假 短 穗 白 珠 (Caxltiperia zsexcdonotapilis ) 贡 山 、 缅 甸 东 北部 1260 一 2400 

伏地 和 白 珠 (GarlLtipneria suporaicularisy) 贡 山 .西藏 察 隅 1200 一 1500 

珍珠 花 属 (Lyonia)1l 种 全 

大 葛 珍 珠 花 (Lyomnia mmacrocalyz) 和 1600~2000 

一 (3200) 

杜 锡 属 Rhododencdronz ( 按 系 统 排列 )41 种 (和 变种 ) 

LI Subgenus 互 ymzerazthes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23 种 及 变种 

1. Sect. Ponticum 常 绿 杜 鹏 组 

(1)Subsect Grandia(2) 

普 首 杜 鹏 (CRhodocdendyror rotistaz7z ) 贡 山 . 福 贡 腾冲、 缅甸 东北 部 1560 一 2500 

大 树 杜 鹏 CRhodoqdendrom protista7a var。 gzigaz?ztet772) 贡 山 ̀ 泸 水 、 腾 冲 2700 一 3300 

(2)Subsect Irrorata(5) 

贡 山 杜 鹏 (Rhnododendroz gomzgshamense ) 贡 山 1400 一 2800 

(3)Subsect Parishia(6) 

淡 黄 杜 鹏 CRhododenadrom FLaui Forxza ) 泸 水 2700 

星 毛 杜 鹏 CRhococdendrom wsterocjzoxz7z ) 贡 山 、 福 贡 泸 水 .缅甸 东 北部 1600~ 2700 

裂 苯 杜 鹏 CRhododendromn schistocalyz) 腾冲 3000 一 3300 

(4)Subsect Barbata(10) 

腺 背 长 粗毛 杜 鹏 CRhodocenaron crzmzigerz7a var euadenizz) 贡 山 2800 一 3900 

长 昔 杜 鹏 (CRhododendrom omzgicalyz ) 腾冲 3000 一 3300 

粗毛 杜 鹏 CRhododerdron haprotrichaea ) 腾冲 、 缅 甸 东 北部 3000 

红 粗 毛 杜 鹏 CRhocdocdenadyror race ) 贡 山 、 福 页 2400 

中 



种 名 

泡 毛 杜 鹏 CRhododendrom vesicuLi erzzz ) 

(5)Subsect, Griersoniana(11) 

朱红 大 杜 鹏 (Rhododendyrozz grierso7zza72270 ) 

(6)Subsect Campylocarpa(13) 

白花 柳 叶 杜 鹏 (CRPododenadror caZLzzzorzpjnazz7a var. 

772yIQSTM772 ) 

(7)Subsect. Thomsonia(15) 

粉 果 杜 鹏 (Rhnododenadroz 六 yzaexzz ) 

红 昔 杜 鹏 (Rhodocdenadrom mreddzaza7z ) 

腺 房 红 蔓 杜 鹏 (Rhocdodendrom 7mzecddia7zza772 var. 

QtFrORE)71ESZ722772 ) 

(8)Subsect. Neriiflora(17) 

珀 江 杜 鹏 (Rhocoqenadyrom pz7Jza7zge7mse ) 

分 布 

贡 山 西藏 察 隅 缅甸 东北 部 

腾冲 、 缅 甸 东 北部 

福 贡 , 泸 水 .腾冲 、 缅 甸 东 北部 

贡 山 ,西藏 察 隅 、 缅 甸 东 北部 

泸 水 .腾冲 .缅甸 东北 部 

泸 水 、 缅 甸 东 北部 

福 贡 
可 喜 杜 鹏 (Rhododendrom dichnroazthaa var apodectx7) 福 贡 、 腾 冲 

杯 蔓 两 色 杜 鹏 (CRhododenrarom dzichnroa7zztpmaa var. 

SCypPpjhocaLy 并 ) 

腺 醒 两 色 杜 鹏 (Rhnocdocendroz dicphroa7zt 太 xz var， 

Seztie72t7zO7QLe ) 

污 西 杜 鹏 CRPnocdocenrdrom excjnzrox7z )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腾冲 

贡 山 ̀ 福 贡 、 缅 甸 北 部 

福 贡 

腺 梗 杯 划 杜 鹏 CRhododenaroz bocobpjorz7a var， Peiadaxtz7) 贡 山 西藏 察 隅 

粉红 潮 藏 杜 鹏 (Rhododencromn itemzeziz7z var, cdealboatz72) 贡 山 、 察 隅 

IIGIV). Subgenus Rhoadodendroz 杜 鹏 亚 属 15 种 

1. Sect. Rhododendron 

(1)Subsect. Edgeworthia(1) 

黄花 泡 叶 杜 鹏 (Rhododenarom seimzg7jRxerase ) 

(2)Subsect. Maddenia(3) 

瘤 枝 杜 鹏 (Rhododenrdyrozr aszperulzz7z ) 

香花 白 杜 鹏 (Rhnocdocencrom cilzzzpes ) 

附 生 杜 鹏 CRhododenadron dercricola ) 

竹 柄 杜 鹏 (Rhododeredzrom Fetchnerica7zz77z ) 

褐 叶 杜 鹏 (Rhododendron psexdocilzzzpes) 

菱形 叶 杜 鹏 (Rhocodendyrom opz olizzz ) 

红晕 杜 鹏 CRhododenrcrom roseatzz72 ) 

薄皮 杜 鹏 CRAhododenradrom tarozzezzse ) 

(3)Subsect，Cinnabarina(4) 

侧 花 杜 鹏 (RHhow&odenrarozr laterz oruz77z ) 

(4)Subsect，Heliolepida(5) 

毛 冠 亮 鳞 杜 鹏 (CRhAododencron jnelzolepis var. Opori7zu772) 

凸 脉 杜 鹏 CRPodowendroz 户 27suzetiolata77a ) 

(5)Subsect， Triflora(6) 

白面 杜 鹏 (CRhodocezdrom zalexcaz7a ) 

(6)Subsect，Saluenensia(8) 

独 龙 江 杜 骨 CRhododendroz Reletzcuzz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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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山 西藏 察 隅 、 缅 甸 东 北部 

贡 山 ` 察 隅 、 缅 甸 东 北部 

贡 山 、 福 贡 ,腾冲 

贡 山 ̀ 福 贡 、 缅 甸 北 部 

贡 山 ̀ 察 隅 

福 贡 , 泸 水 、 缅 甸 东 北部 

贡 山 

福 贡 腾冲 

贡 山 

贡 山 

福 贡 腾冲 、 缅 甸 东 北部 

福 贡 

福 贡 腾冲 、 缅 甸 东 北部 

贡 山 、 福 贡 ,西藏 察 唱 、 缅 多 东北 部 

续 表 

海拔 /m 

2500 一 3000 

1680 一 2700 

3000 

2500 一 3400 

2620 一 3700 

3000 一 3300 

2900 

2600 一 3600 

2900 一 3900 

3000 一 4200 

3050 一 3300 

3300 一 4200 

3600 一 4200 

2200 一 3500 

1400 

2500 一 3300 

1350 一 1900 

3450 

2400 一 3050 

1800 一 1900 

2000 一 3000 

1250 一 1600 

2700 一 3400 

3400 

3400 

2800 一 3400 

3000 一 3880 



续 表 

种 名 分 布 海拔 /m 

(7)Subsect, Boothia(13) 

纯 黄 杜 鹏 (Rhododenzaroz chnrysocdorom ) 贡 山 、. 福 贡 缅甸 东 北部 2600~ 2800 

IIICV). Subgenus Pservdazxawlea 毛 枝 杜 鹏 亚 属 1 种 

常 绿 糙 毛 杜 鹏 (Rhoaodenrdror lezpidostyLuzz ) 腾冲 3050 一 3650 

IV(CVJT). Subgenus Axzaleastruza 马 银 花 亚 属 1 种 

长 戎 杜 鹏 (Rhocdoaweneror stemzaxLuz7a ) 贡 山 、 福 贡 、 缅 甸 东 北部 1700 一 2300 

VCVITD). Subgenus Psexudohnodorastrauz 糙 叶 杜 鹏 亚 属 1 变种 

少 毛 柳 条 杜 鹏 (CRhocdoaendron virgatta var, glapriiorz) 贡 山 2000 

表 2 高 黎贡山 杜 胸 花 科 云南 特有 种 及 其 分 布 
云南 特有 种 分 布 海拔 /m 

1. 银 毛 岩 须 (Cassiope argyrotricha ) 福 贡 轰 江 东西 两 岸 4250 

2. 柳 叶 金 叶 子 (Crwipiodezdron henry) 贡 山 、 维 西 . 丽 江 \ 大 理 、 澜 省 .思茅 、 景 东 、 蒙 自 1200 一 2800 

3. 丛林 白 珠 (GCaultheria damazicola )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腾冲 、 庚 河 龙 陵 、 维 西 、 德 钦 、 麻 栗 坡 1400 一 2200 

4. 云 上 杜 角 (CRhododendron pachypo- 腾冲 、 保 山 ̀ 云 龙 、 澜 濞 大理、 半山 、 弥 滤 、 凤 庆 、 双 江 \ 临 ”2800 一 3100 

da ) 沧 . 景 东 . 思茅 .楚雄 . 双 柏 、 新 平 . 元 江 , 富 民 、. 昆 明江 川 、 

金平 . 屏 边 文山 . 西 畴 、 广 南 、 麻 栗 坡 

5. 平 卧 怒江 杜 鹏 (CRAhododendzron sex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中 旬 呈 丽江 3300 一 4800 

e1e11Se Var 力 rOStrQtz72) 

外 民政 部 2001 年 12 月 17 日 批准 中 旬 县 更 名 为 香格里拉 。 一 一 编者 注 

2.1 高 黎贡山 地 区 是 杜 静 花 科 特有 种 的 高 产 区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187 种 杜 鹏 花 科 植物 中 ， 高 黎贡山 特有 的 杜 鹏 花 科 植物 达 5 属 

50 种 ， 特 有 种 主要 集中 在 杜 鹏 属 (Rhnododenzcroz) 内 ， 有 41 个 特有 种 及 变种 ， 占 该 地 

杜 鹏 属 140 种 和 变种 的 29. 28% ;其 次 为 白 珠 属 (Gaxlthneria) 有 6 个 特有 种 及 变种 ; 

而 岩 须 属 〈Cassiope) 、 金 叶子 属 (Craipiocendyroz) 和 珍珠 花 属 (Lyoxzia) 各 有 1 个 特 

有 种 。 

2.2 高 黎贡山 北 段 特 有 种 密度 远 远大 于 南 段 

分 布 在 整个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杜 鹏 属 的 41 个 特有 种 及 变种 中 ，24 个 种 为 北 段 特有 

种 ， 即 见 手 贡 山 、 福 贡 及 泸 水 三 县 ， 如 滇 西 杜 鹏 〈Rhnoaocenadror exchrox2 ) 、 贡 山 杜 

鹏 〈R，gomgshnazezlse) 、 红 粗毛 杜 鹏 〈R. 7ruce) 等 ;5 个 种 为 南 段 特 有 种 ， 即 仅见 于 

腾冲 、 保 山 两 县 ， 如 长 昔 杜 鹏 (Rdwippnrocalyz)、 朱 红 大 杜 鹏 〈 尺 gzrierSozzza72z770 ) 、 

粗毛 杜 锡 〈 尺 ，Ahaeprotrichz2) 、 常 绿 糙 毛 杜 鹏 〈R，LepzidostyLx) 及 烈 昔 杜 鹏 〈 及 . 

schistocaLyz); 南北 共有 的 特有 种 12 种 ， 如 香花 白 杜 鹏 〈R. citizpse)、 英 首 杜 鹏 〈 民 . 

zzrotistu7) 、 红 昔 杜 鹏 〈 尽 ，7aecdaizazz72)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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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特有 种 原始 类 群居 多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杜 艇 属 41 个 特有 种 〈 包 括 变种 ) 分 别 归 属于 5 个 亚 属 “〈 了 . 

Sleumer 系统 ) ， 以 较为 原始 的 常 绿 杜 人 鹏 亚 属 和 杜 鹏 亚 属 居多 。 其 中 ， 常 绿 杜 骨 亚 属 
(Subgenus I， 殖 ymenanthes) 有 14 个 特有 种 ，9 个 特有 变种 ， 约 占 41 个 特有 种 的 

56%; 杜 赐 亚 属 (Subgenus IV，RAhocdodendroz) 有 14 个 特有 种 ，1 个 特有 变种 ， 约 占 

特有 种 的 36% ; 余 为 毛 枝 杜 鹏 亚 属 (Subgenus V.， Psevdazalea)、 马 银 花 亚 属 〈Sub- 

genus VI，Azaleastrxu7) 、 糙 叶 杜 鹏 亚 属 (Subgenus VII，、 Psexdorhnodorastzrauz22) 各 1 

个 特有 种 〈 表 2)。 

2.4 高 黎贡山 是 杜 鹏 花 科 杜 鹏 属 植物 的 分 化 中 心 之 一 

杜 鹏 属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的 有 140 种 〈 及 变种 )， 是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最 大 的 属 。 其 

中 ， 有 中 国 特有 种 32 种 ， 云 南 特有 种 2 种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及 变种 ) 达 41 种 ， 三 者 
合计 占 全 属 140 种 〈 及 变种 ) 的 53 为 ， 其 特有 化 系数 极 大 ， 表 明 杜 角 属 在 高 黎贡山 的 
分 化 强度 大 。 在 杜 角 属 中 ， 除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特有 种 外 ， 其 他 类 别 的 特有 种 也 大 部 分 起 源 

于 高 黎贡山 地 区 。 无 论 从 种 群 密度 和 特有 种 的 丰富 度 等 方面 分 析 ， 高 黎贡山 都 是 杜 鹏 花 
属 的 主要 分 化 中 心 。 

3 杜 甬 花 科 云南 特有 种 在 本 地 区 的 分 布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云南 特有 种 虽然 只 有 5 个 种 〈 表 3)， 但 其 在 云南 的 分 布 具有 明 
显 的 特点 ， 除 了 云 上 杜 鹏 (Raodoaenzaroz pachnypodz ) 1 种 分 布 于 生态 对 角 线 的 两 侧 

外 ， 其 他 种 类 都 分 布 在 对 角 线 的 西南 侧 ， 形 成 一 个 弧 形 的 分 布 式 样 ， 说 明 高 黎贡山 杜 静 

花 科 植物 区 系 也 深 受 板块 位 移 的 影响 〈 图 1 及 表 2) 。 

表 3 ， 杜 鹏 花 科 中 国 特有 种 及 其 分 布 

中 国 特有 种 种 名 分 布地 区 

1. 若 叶 兰 须 (Cassiozpe pectizzata )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中旬 、 德 钦 、 丽江; 西藏 察 隅 、 林 芝 ; 四 川西 部 

2. 灯笼 树 (CEmRiarzztpnaxs chzzaexsis)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 中 多、 丽江 、 大理 、 鹤 庆 、 景 东 宜良、 文山 、 

麻 栗 坡 ; 四 川 .贵州 .广西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3. 四 川 自 珠 (Caerztperia czmeata )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 昭 通 ;西藏 墨 脱 ;四 川西 部 ; 贵州 

4. 地 檀 香 (GazLtheria orrestiz)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 丽江 、 大理 、 澜 濞 、 洱 源 、 景 东 、 文 山 、 砚 山 ; 

四 川 米 易 .会 东 

. 草地 白 珠 (CaxlLtpheria zraticola )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 西 藏 墨 脱 波 密 

. 白果 华 白 珠 (GazLt 妨 eria sizemsis var. 72ivea )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西藏 察 隅 ;四 川 

. 狼 柱 杜 鹏 (Rhododenraron pracjyazzthzz7z ) 云南 贡 山 .腾冲 大理、 景 东 ;西藏 墨 脱 

. 变 光 杜 鹏 (Rhocdoderdyroz caluescezzs )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 维 西 ;西藏 察 瓦 龙 .四 川 森 里 

. 毛 背 云雾 杜 鹏 (Rhododenrdrom chazaaethozso-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 西 藏 察 隅 

117 Var. Cha772QeCoro7z) 

10. 权 黄 杜 鹏 (CRhodocenrdror citrimz orazz )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 西 藏 察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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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 国 特有 种 种 名 

美 艳 杜 鹏 (CRhoaodenadrom citrimazLorxz7z var. 

Poraez772) 

革 叶 杜 锡 CRhododencrom coriacexza ) 

光芒 杜 鹏 CRhododenrarozm coryQamzzzz ) 

锈 红 杜 鹏 CRhoadocdenrdrom comzzpzezxzz ) 

长 柄 杂 色 杜 鹏 (CRhnododencromn eclectexzz var. 

DeLLattLu77z) 

华丽 杜 鹏 CRhocodenrarozm exdozzz7z ) 

白 毛 华丽 杜 鹏 (Rhododenrdromr exkcozx7z var. 

772E5O 力 OUzx777) 

绵 毛 杜 鹏 CRhododendron Foccigerazz7z ) 

蜡 叶 杜 鹏 (Rhododendroz ZuRiamgertse ) 

墨 脱 杜 鹏 (Rhodocenayror mazomtroseazzzz7z ) 

魁 斗 杜 鹏 CRhodocenarozm raestazs ) 

樱 草 杜 胸 CRhododencror prizzulae Forxzz) 

匈 尖 卷 叶 杜 鹏 (Rhodocenrdrom roziea7zaz7z 

VaI。CMCMLLatz772) 

红 棕 杜 鹏 (Rhododendromn rubigimosxzz ) 

血红 杜 鹏 CRhododenaromn samzguzimzex7z ) 

淡色 血红 杜 鹏 (Rhodoaenradrom samzgxzzzex77a 

Var，clozozpjnoru772) 

黄 血 红 杜 鹏 (CRhododenadrom sazzguwizexzz var. 

aiady7zoides) 

黑 红 血红 杜 鹏 (Rhodocenrdrom sazzgxi7zet77a 

Var，dicdy772U777) 

紫红 血红 杜 鹏 (Rhodoaenarom sazgwiyzzer77a 

Var， 用 ae772QLez772) 

糙 叶 杜 鹏 CRhododendror scapriyolizzzz ) 

多 变 杜 鹏 (Rhododendron selense) 

刚毛 杜 鹏 CRhododendron se 妇 erxz) 

大 果 杜 鹏 CRhocdodendrom sizzorzattta22i ) 

糠 和 杜 鹏 (CRPhododerzcron szperapilozdes ) 

爆 杖 花 CRjoadodendror Spirali eruzzz ) 

污 藏 杜 鹏 CRhododencyromr temazemizz7z ) 

黄花 汗 藏 杜 胸 (CRhodocenayroz temzemiz72 var. 

Six772) 

黄 杯 杜 鹏 (Rhocoaenadrom zuaraiz) 

续 表 

分 布地 区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 德 钦 ; 西 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 德 钦 、 丽 江 ; 西 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西藏 波 密 、 林 艺 

云南 贡 山 .中旬 .丽江 ;四 川 木 里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 西 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 德 钦 . 中 旬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 中 旬 , 兰 坪 、 丽 江 ;四 川 木 里 

云南 贡 山 ;西藏 墨 脱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 丽 江 ; 西 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 德 钦 . 中 多、 丽江 ;西藏 昌都 ̀. 八 宿 ̀  工 布 江 

达 、 妇 县 、 林 周 ,拉萨 ;四 川西 南部 

云南 福 贡 、 德 钦 \ 中 多、 剑 川 ;西藏 察 隅 ;四 川西 南部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中旬、 丽江 ,大 理 、 洱 源 、 宾 川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 西 藏 察 隅 波 密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 西 藏 察 隅 

云南 腾冲 、 丽 江 、 澜 濞 .大理 、 洱 源 、 稚 庆 、 永 胜 ̀  大 姚 ;四 川 盐 边 、 

盐 源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中 旬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 西 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维 西 ;西藏 察 隅 

云南 腾冲 、 景 东 , 大 理 、 建 水 .富民 、 双 柏 、 禄 丰 、 通 海 . 易 门 . 昆 明 、 

禄 劝 .路 南 、. 寻 和 旬 、 巧 家 ;四 川 渡口 、 会 东 ,西昌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西藏 察 隅 

云南 贡 山 , 德 钦 ;西藏 察 隅 

云南 福 贡 、 维 西 、 德 钦 .中 旬 丽江; 西藏 波 密 、 林 芝 、 米 林 、 墨 脱 ;四 

川 盐 源 

区 人 站 志 



图 1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云南 特有 种 分 布 图 
1: 银 毛 岩 须 〈Cassiobpe argyrotricha ); 2: 柳 叶 金 叶 子 〈Craibiodendroz henryi); 3: 丛林 白 

珠 〈GaxlLtheria camaicola ); 4: 云 上 杜 鹏 〈Rhocodendron pachypodza ); 5: 平 卧 奴 江 杜 静 

(Rhododendrom SQLzx7ezse Var。 轧 rost7rQtu772) 

4 杜 锡 花 科 中 国 特有 种 及 其 分 布 

属 中国 特 有 种 的 杜 赐 花 科 植物 在 本 地 区 非常 丰富 ， 共 有 38 种 〈 包 括 变种 )， 其 中 以 

杜 鹏 属 居多 ， 有 32 种 及 变种 ， 其 次 为 白 珠 属 ， 有 3 种 1 变种 ， 岩 须 属 〈Cassiope)、 灯 

和 芝 树 属 〈(E7zpRziaztpxs) 各 1 种 ( 表 3)。 

38 个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中 ， 仅 有 灯笼 树 〈EzRiaztpaus chnzzzezsis) 1 个 种 

分 布 到 华东 的 安徽 省 ， 其 余 37 个 种 的 分 布 都 止 于 西南 地 区 ， 主 要 集中 分 布 于 云南 西北 

部 、 西 藏 东南 部 、 四 川西 南部 ， 仅 有 四 川 白 珠 〈GaxlLtperia czxzeatae ) 1 个 种 分 布 于 

贵州 。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并 止 于 西南 地 区 的 中 国 特有 种 中 

(1) 沪 藏 共有 种 最 多 ， 达 24 种 及 变种 ， 即 草地 白 珠 (GaexLiheria pratzcola ) 、 狠 柱 

杜 鹏 〈RAhocdocenzarom prachyaztpz )、 毛 背 云 雾 杜 鹏 〈 民 cpPnazaaetpnozzso7277 Var， 

cna7aecozroz2) 、 权 黄 杜 赐 〈 尺 .citrz2z orz2) 、 美 艳 杜 赐 〈 尺 cztrzzz orx772 var。 Or- 

*。，108 。 



raex72) 、 革 叶 杜 鹏 〈 尺 .coriacex2) 、 光 攻 杜 鹏 〈 尺 .coryaznz) 、 长 柄 杂 色 杜 鹏 〈 尺 . 

eclectex7a var， Dellatulx77) 、 华 丽 杜 鹏 〈 尺 ，exdozz2) 、 白 毛 华 丽 杜 鹏 〈 民 exCozz77a 

var。7iesopoliz72) 、 纺 毛 杜 鹏 〈R， Joccigerx) 、 墨 脱 杜 鹏 〈 尺 pzozmtroseazzz772) 、 拷 

斗 杜 鹏 “〈 尺 ， praestazs) 、 红 标 杜 和 鹏 〈 尺 7rupzgizosz2) 、 血 红 杜 锡 〈 尺 .sa7zzguz7zex772) 、 

淡色 血红 杜 鹏 〈 尺 .sazgxwz7zex72 var。 clozopjhnoru72 )、 黄 血红 杜 鹏 〈 尺 sa7zzgxwz7zex77 

var，daidyzazotzdes) 、 黑 红 血 红 杜 艇 〈 尺 ，sazguwzizex7 var。， aidy7zz]) 、 紫 红 血 红 杜 船 

(及 sa72gwz71ez72 var。 jae72alex7 力 ) 、 多 变 杜 骼 〈 尺 .selense)、 刚 毛 杜 鹏 〈 尺 setz Fe- 

ju72) 、 大 果 杜 赐 〈 尺 .szzozxuttaLLiz) 、 糠 秋 杜 鹏 〈R. sperapoilioides)、 汗 藏 杜 鹏 《下 . 

ie7ze7zzz72) 、 黄 花 汗 藏 杜 鹏 〈 尺 .temaze7zzzx772 var。， gziLVu772) 。 

在 汗 藏 共有 种 中 ， 有 22 个 种 都 仅见 于 云南 西北 部 及 西藏 东南 部 相 邻 地 区 ; 有 2 个 

种 即 矮 柱 杜 鹏 〈RAaococezezrom prachayazatpaz ) 和 墨 脱 杜 鹏 〈 民 72zomtroseazzz72) 间 卢 

分 布 于 云南 西部 、 西 南部 及 西藏 墨 脱 。 
(2) 沪 藏 川 共有 种 为 5 种 ， 即 莉 叶 岩 须 〈Cassiope pectzzatd )、 变 光 杜 鹏 〈 尽 ，caL- 

zesce1iis) 、 兜 尖 卷 时 杜 鹏 〈Rhocodezadrozz roziea7z772 var。 cuculiata7) 、 黄 杯 杜 骨 〈. 

zazradiz) 、 樱 草 杜 鹏 〈 尺 przz7zxlLae Forz7z) 。 

(3) 川 汗 共 有 种 为 5 种 ， 即 地 檀 香 (GaxLtperia forresii ) 、 组 红 杜 鹏 〈 尺 podocemn- 

aro7zz coz1 为 zeZzW72 ) 、 蜡 时 杜 鹏 〈 尺 .一 wpRziazgezse)、 糙 时 杜 鹏 〈 民 scaprz fo ) 、 爆 杖 

花 〈 尺 .szpz7zzalz Ferz772) 。 

(4) 有 1 个 种 同时 分 布 于 云南 、 西 藏 、 四 川 、 贵 州 ， 即 四 川 白 珠 〈GCaxlLtperia cv- 

?ea 妈 )。 从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杜 鹏 花 科 中 国 特有 种 主要 集中 分 布 在 

汗 西 北 和 藏 东南 地 区 ， 这 说 明 两 地 区 植物 区 系 的 密切 关系 。 

致谢 首先 感谢 方 瑞 征 教授 百 忙中 帮助 鉴定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植物 标本 ， 同 时 感谢 
方 瑞 征 教授 和 李 恒 教授 在 本 文 撰写 过 程 中 提出 修改 意见 并 给 予 的 其 他 帮助 ， 标本 资料 整 
理 和 名 录 打 印 过 程 中 得 到 了 陈 艳 梅 和 肖 哲 容 同志 的 帮助 。 

主要 参考 文献 

曹 伟 ， 传 沛 云 ， 刘 淑 珍 等 . 1995. 华北 平原 植物 区 系 亚 地 区 种 子 植 物 区 系 研 究 ， 云 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I: 22 一 31 

方 瑞 征 ， 白 佩 瑜 ， 黄 广 宾 等 ， 1995. 汗 黔 桂 热带 亚热带 〈 滇 黔 桂 地 区 和 北部 湾 地 区 ) 种 子 植 物 区 系 研 究 .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I; 111 一 150 

汉 国 . 1983， 云 南 杜 鹏 花 . 昆明 : 云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传 沛 云 ， 李 责 云 ， 曹 伟 等 1995. 东北 植物 区 系 地 区 种 子 植物 区 系 研究 .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I: 11 一 21 

传 沛 云 ， 刘 淑 珍 ， 李 页 云 等 . 1995. 大 兴安 岭 植物 区 系 地 区 种 子 植 物 区 系 研究 .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I: 1 一 10 

何 大 明 ， 李 恒 . 1996. 独 龙 江 和 独 龙族 综合 研究 .昆明 : 云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李 恒 . 1993. 独 龙 江 地 区 植物 ， 昆 明 : 云南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刘 方 动 ， 刘 守 炉 ， 杨 志 斌 等 . 1995. 华东 地 区 种 子 植物 区 系 研究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I: 93 一 110 

头 天 禄 ， 李 恒 . 1992. 云南 独 龙 江 地 区 杜 鹏 属 植物 的 区 系 组 成 .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 65 一 70 

祁 承 经 ， 喻 勋 林 ， 肖 育 檀 等 . 1995. 华中 植物 区 种 子 植物 区 系 研究 .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I : 56 一 92 

王 倚 生 ， 张 镀 锂 ， 黄 颈 松 等 . 1995. 华北 地 区 种 子 植物 区 系 研 究 .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I: 32 一 54 

王 荷 生 . 1992. 植物 区 系 地 理 . 北京 : 科学 出 版 社 

吴征 匀 . 1991. 中 国 种 子 植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IV: 1 一 139 

”外 09 = 



薛 纪 如 .1995.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北京 : 中 国 林业 出 版 社 

云南 省 林业 调查 规划 院 . 1989. 云南 自然 保护 区 . 北京 : 中 国 林业 出 版 社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1984. 云南 种 子 植物 名 录 下 册 . 昆明 : 云南 人 民 出 版 社 ，1072 一 1133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究 所 ，1986. 云南 植物 志 第 四 卷 . 北京 : 科学 出 版 社 ，336 一 60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1996. 西双版纳 高 等 植物 名 录 . 昆明 : 云南 民族 出 版 社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 1992. 生物 多 样 性 译 丛 “〈 一 ). 北京 : 中 国 科 学 技术 出 版 社 

Endemic Plants of Ericaceae in Caoligong Mountains 

DAO Zhi-lingl GUO Hui-junz 

(1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2 Kunming Branch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033) 

Abstrac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rich in endemic Species of Ericaceae. 

Ninety three (49%) of 187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Ericaceae that occur in these 

mountains are endemic Species， Of this total，50 are endemic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nly 5 are endemic to Yunnan Province，38 are endemic to China，In this pa- 

per，we discuss the endemic plants of Ericaceae in relation to their endemism and distri- 

bution with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Key words Ericaceae，Endemic plants，Gaoligong Mountains，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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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植物 多 样 性 及 可 持续 利用 

刀 志 灵 : 。 郭 辉 军 ? 
《1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分 院 ， 昆 明 650033) 

摘 要 云南 是 国产 杜 鹏 花 科 植物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共 有 375 种 〈 包 括 11 亚 种 、85 变 

种 )， 而 仅 高 黎贡山 地 区 就 分 布 着 杜 人 鹏 花 科 植物 9 属 187 种 〈 包 括 2 亚 种 和 27 变种 )， 分 别 

占 云 南 省 所 产 杜 角 花 科 的 属 的 90% 和 总 种 数 的 49% 。 如 此 众多 的 种 类 充分 体现 了 杜 鹏 花 科 

植物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重要 价值 和 开发 利用 潜力 。 据 研究 ， 具 有 开发 利用 价值 的 杜 鹏 花 植 

物种 类 仅 观 赏 植物 就 达 71 种 ; 另外 ， 高 黎贡山 是 杜 鹏 花 科 特有 植物 高 密度 分 布地 区 ， 是 

70 种 杜 角 花 科 植物 模式 标本 产地 。 本 文 将 讨论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的 观赏 价值 、 环 境 价 

值 、 药 用 价值 、 食 用 价值 和 科学 研究 价值 ， 并 探讨 杜 人 艇 花 科 植物 保护 和 可 持续 利用 的 相互 

关系 。 

关键 词 ” 杜 鹏 花 科 ， 多 样 性 ， 可 持续 利用 ， 高 黎贡山 
分 类 号 Q949.9 

杜 锡 花 科 植物 〈 本 文 杜 人 鹏 花 科 是 狭义 概念 ， 即 不 包括 越 桔 科 ) 是 高 黎贡山 特殊 地 理 

单元 内 较 有 代表 性 的 类 群 ， 也 是 该 地 区 种 类 在 100 种 以 上 的 大 科 之 一 。 且 在 高 黎贡山 狭 
小 的 地 域内 ， 所 分 布 的 杜 锡 花 科 植物 种 类 的 比例 远 远 大 于 相 邻 的 云南 其 他 地 区 和 藏 东 

南 、 川 西北 地 区 。 本 文 仅 对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鹏 花 科 植物 多 样 性 及 可 持续 利用 等 方面 进行 
讨论 ， 

1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介 花 科 植 物 多 样 性 及 其 丰富 的 特有 现象 

1.1 生境 多 样 性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特殊 的 地 形 地 貌 和 独特 气候 条 件 的 形成 ， 造 就 了 从 低 海 拔 到 高 海拔 、 

由 南 而 北 、 由 东 坡 到 西 坡 丰富 多 样 的 植被 类 型 ， 低 海拔 的 河谷 稀 树 灌 木 草丛 到 寒 温 性 灌 

丛 草 旬 都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出 现 。 而 无 论 是 水 平方 向 由 南部 的 龙 陵 小 黑山 到 北部 的 西藏 察 

隅 日 东 ， 以 及 各 垂直 带 的 植被 类 型 中 ， 都 有 杜 赐 花 科 植物 分 布 。 尤 其 在 垂直 带 上 的 分 布 

蔡 代 现象 十 分 明显 ， 如 在 低 海拔 的 河谷 稀 树 灌木 从 中 出 现 的 是 灯笼 树 〈EmRiazzthats 

chizezsis) 〈900 一 3600m); 而 在 高 海拔 地 段 ， 杜 鹏 花 科 植物 是 高 山 灌 丛 的 主要 组 成 成 

分 。 杜 艇 花 科 植物 分 布 在 垂直 海拔 带 2500 一 4000m 的 种 类 最 为 丰富 ， 常 见 的 有 芳香 白 

珠 〈GaxlLtheria Pragrazatissia) (1300 一 3450m， 高 黎贡山 考察 队 7569) 、 凸 尖 杜 锅 

(Rhodoaenzaroz szi7zzog7zra7zCe) (2500 一 3600m， 独 龙 江 考察 队 5732) 、 长 粗毛 杜 鹏 〈RAo-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XD) : 24 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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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endadrozz cri7ziger7) (2800~3900m， 青 藏 队 7617) 、 马 组 花 (Rhododerzadrom dela- 

zayi) (1200~3200m， 刀 志 灵 和 人 肉 景 云 ”9472) 、 银 灰 杜 鹏 〈RAhodocerzayrom siqderezz7z ) 

(2500 一 3400m， 独 龙 江 考 察 队 6886) 、 杂 色 杜 鹏 〈Rhodocenaroz eclectex7 ) (2500~~- 

4200m， 独 龙 江 考察 队 5734) 和 红 棕 杜 鹏 〈Rhododenadyroz rwpigi7zosw2 ) 〈2500 一 

2800m， 高 黎贡山 考察 队 7806) 等 。 

1.2 种 类 多 样 性 

全 球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约 产 54 属 1700 种 。 其 主 产 区 为 南北 半球 温带 及 北半球 亚 寒带 地 

区 。 中 国 约 产 15 属 550 种 ， 主 产 于 云南 、 四 川 、 西 藏 东南 部 。 云 南 有 杜 骼 花 科 植物 10 

属 375 种 〈《 云 南 植物 志 》 第 四 卷 ， 包 括 亚 种 、 变 种 、 变 型 及 杂交 种 ) ， 而 其 主 产 区 为 滇 

西 、 汗 西北 地 区 。 高 黎贡山 地 区 虽 地 处 中 、 北 亚热带 ， 但 由 于 特殊 的 地 质 历史 和 独特 的 

自然 环境 ， 是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的 主要 分 布 区 ， 云 南 所 产 10 属 中 有 9 属 在 高 黎贡山 有 分 布 

(1 属 1 种 未 见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分 布 )， 共 产 187 种 〈 包 括 亚 种 、 变 种 )， 分 别 占 中 国 总 

种 数 的 约 34% 及 云南 种 数 的 49%% 强 。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艇 花 科 植物 种 类 最 多 的 是 杜 鹏 属 
(Rhododenradroz)， 计 140 种 〈 变 种 )， 占 该 属 云南 种 数 的 45% 强 ; 其 次 是 白 珠 属 

(Gaxltheria)， 共 25 种 和 变种 ， 占 该 属 云南 种 数 的 89% 强 ; 以 下 为 岩 须 属 〈Cassio- 

ze)， 计 7 种， 占 该 属 云南 种 数 的 70%;， 珍珠 花 属 (Lyonia) 6 种 ; 金 叶 子 属 

(Crazpbzodezzazoz) 3 种; 吊 钟 花 属 (ERzaztpxs) 3 种; 杉 时 杜 属 (Dizparchne)、 木 获 

芦 属 (Lexcothoe) 、 马 醉 木 属 (Pieris) 各 一 种 〈 表 1) 。 

表 1 高 黎贡山 地 区 与 云南 省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种 属 构成 比较 

属 云南 种 数 /种 高 黎贡山 种 数 /种 高 黎贡山 种 数 占 云 南 种 数 / 为 

岩 须 属 (Cassioze) 10 7 70 

金 叶子 属 (Crazibiodenrdyroz) 4 3 1 人 

杉 叶 杜 属 (Dizpliarche) 2 1 50 

吊 钟 花 属 (ERia7zatphas) 7 3 43 

白 珠 属 (Gaxltheria) 27( 其 中 8 个 变种 ) 25( 其 中 5 个 变种 ) 92 

木 获 芦 属 (Lexcothoe) 2 1 50 

珍珠 花 属 (Lyorzzia) 10( 其 中 5 个 变种 ) 6( 其 中 2 个 变种 ) 60 

马 醉 木 属 (Pieris) 2( 其 中 1 个 变种 ) 1 50 

杜 鹏 花 属 (Rhocoderdron) 311( 其 中 11 个 亚 种 ， “140( 其 中 2 个 亚 种 ， 45 

71 个 变种 ,2 个 变型 ) ”20 个 变种 ) 

合计 3 站 187 49.8 

1.3 丰富 的 特有 现象 

高 黎贡山 是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特有 现象 较为 丰富 的 地 区 。 在 高 黎贡山 的 187 种 杜 和 鹏 花 科 

植物 中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特有 种 类 50 种 〈 包 括 变种 )， 占 该 科 该 地 区 总 种 数 的 近 27， 

如 膜 叶 兰 须 〈Cassiope aezpzra7i folia )、 香 花白 杜 鹏 〈Rhnododendrom cilizpes)、 大 树 

杜 鹏 〈RApocoaerzadzozz protzsta72 var。 gzga7ttexdt7) 、 淡 黄村 鹏 〈RAhododenzdzroz a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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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 、 贡 山 杜 鹏 〈RAhoaoaenadrom gomzgshazezse) 等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5 种 ， 占 该 地 区 杜 鹏 花 种 数 的 2%% 强 ， 如 柳 叶 金 叶 子 〈Craipiodenadrozm henryi )、 云 上 杜 

鹏 (Rhoaoaenzaroz pachnyzpodwz7a ); 见于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 有 种 38 种 〈 及 变种 )， 占 该 

地 区 该 科 种 数 的 20%% 强 ， 如 葛 叶 岩 须 〈Cassiope pecti7zata ) 、 美 艳 杜 鹏 〈Rhocdodenczrom 

cit7z2722 Forz772 var，Poraex7) 、 革 叶 杜 鹏 〈Rhoadodenadrom coriacez ) 、 华 丽 杜 鹏 〈RPo- 

dodendrozn exdozxm) 等 。3 个 类 别 特有 种 合计 占 该 地 区 杜 鹏 花 种 数 的 49%% 强 ， 这 充分 

反映 了 高 黎贡山 独特 的 地 质 历史 和 生态 环境 。 

丰富 的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种 类 ， 不 但 在 构成 高 黎贡山 地 区 多 样 化 的 植物 区 系 特征 方面 扮 

演 着 重要 作用 ， 而 且 为 保护 和 利用 高 黎贡山 独特 的 生态 环境 和 植物 资源 商定 了 重要 的 物 

质 基 础 。 

2 高 黎贡山 杜 锡 花 科 植物 可 持续 利用 途径 

2.1 观赏 价值 及 其 利用 

杜 角 花 为 云南 八大 名 花 之 一 ， 以 灌木 种 类 为 主 ， 也 不 乏 高 大 乔木 种 类 ， 具 有 树 形 美 
观 、 花 条 大 而 艳丽 多 彩 、 花 期 较 长 等 特点 。 在 高 黎贡山 ， 各 色 杜 艇 花 一 年 四 季 争 妍 斗 

艳 ， 美 不 胜 收 ， 为 高 黎贡山 自然 景观 增添 了 一 道 独特 的 风景 线 。 杜 艇 花 作 为 高 价值 的 观 
偶 植 物 ， 是 自然 界 给 予 人 类 不 可 多 得 的 财富 ， 有 着 巨大 的 开发 潜力 和 应 用 前 景 。 

杜 角 花 科 植 物 一 般 分 布 在 海拔 2500 一 4500m， 最 低 可 分 布 到 900m， 最 高 到 5100m 
左右 。 作 为 高 山花 卉 和 园林 绿化 的 优良 树种 ， 杜 鹏 花 科 植物 具有 极 高 的 开发 利用 价值 。 

众所周知 ， 多 数 杜 人 鹏 花 都 可 作为 观赏 植物 ， 生 长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187 种 杜 鹏 花 科 植物 
中 ， 具 有 开发 利用 潜力 的 观赏 植物 高 达 71 种 〈 表 2)， 并 且 大 多 数 属于 稀有 珍贵 的 观赏 
植物 种 类 。 

表 2 高 黎贡山 观赏 杜鹃 花 科 植物 

种 类 花期 /月 、 花 类 花色 分 布 海拔 /m 

1. 朝天 兰 须 (Cassiozpe balpepbrata ) 6 一 9 ,夏秋 白色 3000 一 4200 

2. 岩 须 (Cassioze selagizoides ) 6 一 9 ,夏秋 乳白 色 2600 一 4500 

3. 灯笼 树 (CEmRiazthas chnzmensis ) 5 ,夏季 肉 红 色 900 一 3600 

4. 毛 叶 吊 钟 花 CEmzRiantphas delezus) 4~-5, 春 夏 黄 红色 1400 一 3700 

5. 窗 叶 杜 鹏 CRhododendror araiozpjhmyzlzzrz ) 4~5, 春 夏 白色 至 淡 粉 红色 2000 一 3400 

6. 夺目 杜 鹏 CRhododendyron arizelaz ) 5 一 6 ,夏季 白色 、 乳 黄色 2600 一 4200 

7. 瘤 枝 杜 鹏 CRhodoaendrom asperxlzzz ) 1400 

8. 粗 枝 杜 鹏 (Rhodoacencror pasilzcz77z ) 5 一 6 ,夏季 淡 黄 色 2400~3900 

9. 矮 柱 杜 鹏 CRhoqwodenadyroz prac 凡 yazatPztzaz ) 5, 夏 季 淡 黄 色 或 黄 绿色 3000 一 3650 

10. 绿 柱 杜 鹏 CRhodocenrdron brachyazathaztzz Subsp. 5 ,夏季 淡 黄色 或 黄 绿 色 3100 一 3600 

记 yzpolezpzcotx77z) 

11. 毛 喉 杜 鹏 CRhododencyror cezjnalazathacz ) 5 一 6 ,夏季 白色 或 粉红 3200~4400 

12. 绢 毛 杜 鹏 CRhododenaror chaetomzazlzz7z ) 5 一 6, 夏 季 深 红色 3100 一 4500 

13. 纯 黄 杜 鹏 CRhododencror chrysocorom ) 5, 夏 季 鲜 黄 色 2600 一 2800 

14. 香花 白 杜 鹏 (Rhocodenaron ciliipes ) 1 一 5, 春 夏 白色 2500 一 33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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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橙黄 杜 鹏 (Rhocodencrom citrimzorxzz ) 

美 艳 杜 鹏 CRhoaocenaron citrzzzz orzz7z var，Aoraezz7z) 

革 叶 杜 艇 (CRhocodenadrozr coriacexzzz ) 

光芒 杜 鹏 CRPododenradromr corya7zzz7a ) 

长 粗毛 杜 鹏 (CRhododenadromn crizaigeruz7a ) 

腺 背 长 粗毛 杜 鹏 (Rhodoaenarom crimigeru7z var. 

EMQGe7zz2772) 

马 普 花 (Rhoaodenrdrom celavayz) 

高 尚 杜 鹏 (Rhododeradron decorx7z subsp。 dia- 

zrezbes) 

附 生 杜 鹏 CRhoaoaenrdror deraricola ) 

可 嘉 杜 鹏 (Rhodocencrom dizchroazatja7a var. azpo- 

dectz777) 

杂 色 杜 鹏 (Rhodocencrom eclectezx7z ) 

长 柄 杂 色 杜 鹏 (Rhpododenadrom eclectex7a var. DelLla 大 - 

MLZ772 ) 

泡 泡 叶 杜 鹏 CRhododenrdrorn egerooz 太 五) 

华丽 杜 鹏 CRhocwodendromr exCozaza ) 

白 毛 华丽 杜 鹏 (Rhocdodenadrom exudoztz7z var、 712e- 

SODolzz771) 

绵 毛 杜 鹏 (Rhododenradrom 大 电击 矶 ) 

紫 背 杜 鹏 (CRhodocenadrom Forrestzz) 

灰白 杜 鹏 (CRAhow&odenzCzrom gezestzeria72z7]0 ) 

贡 山 杜 鹏 (CRhocdocendyrom gomzgshnazzezzse ) 

粗毛 杜 鹏 (CRPocodenrdrozz japrotrichaz7z ) 

亮 鳞 杜 鹏 CRjhodocerarom helio1ezis ) 

独 龙 江 杜 鹏 CRhocodendroz Reletzczz7z ) 

星 毛 杜 鹏 CRAhococendyrozr Ryaroz ) 

侧 花 杜 鹏 CRhododenaror laterz orzza ) 

薄 叶 马 银 花 CRhododendroz eptothzrzz7a ) 

螨 叶 杜 鹏 CRRocodenczrom LuRzazazgezzse ) 

大 苯 杜 鹏 (CRhocodenaroz mazegacQalLyz) 

招展 杜 鹏 (CRAhocodenrcrom 7aegeratza772 ) 

弯 月 杜 鹏 CRhocoqencyrozm zzeRozge7zzse ) 

异 鳞 杜 胸 CRhodocencyroz maicrozzeres ) 

亮 毛 杜 鹏 CRPococdenrdzroz zazcrozp 关 ytom ) 

一 条 花 杜 鹏 (CRPnodocenayoz 772o7zQ72zx772 ) 

墨 脱 杜 鹏 (Rhododenaror 77zo7zt7rosea7zz772 ) 

丢 斗 杜 鹏 (CRhocdodendzroz praestazsy) 

樱 草 杜 鹏 (Rhodocenradrom prz7zwLae orzz7a ) 

“让 。 

花期 /月 、 花 类 

6 一 7 ,夏季 

6 一 7 ,夏季 

5 一 6, 夏 季 

5 一 6, 夏 季 

5 一 6, 夏 季 

5 一 6, 夏 季 

3 一 5, 春 夏 

4 一 7, 春 夏 

4~5, 春 夏 

6 一 7 ,夏季 

4 一 5, 春 夏 

4~5, 春 夏 

5 ,夏季 

5 一 17 夏季 

5 一 7 ,夏季 

5 一 6, 夏 季 

5 一 7 ,夏季 

4 一 5, 春 夏 

2 一 5, 冬 季 

4 一 5, 春 夏 

7 一 8, 夏 秋 

7 一 9 ,夏秋 

5 一 65 夏 季 

4 一 5, 春 夏 

4 一 6, 春 夏 

4 一 5, 春 夏 

5 一 7 ,夏季 

5 一 6, 夏 季 

5 一 6, 夏 季 

7, 夏 季 

155 10I 一 11y 

春秋 

9 ,秋季 

6 一 7 ,夏季 

4 一 5, 春 夏 

5 一 6, 夏 季 

花色 

黄色 至 橙黄 

蔷薇 色 、 橙 红 至 深 红色 

白色 或 白色 带 蔷 薇 色 

乳 自 色 

白色 至 粉红 色 

白色 至 粉红 色 

深 红色 

白色 ,有 幽香 

白色 ,芳香 

橙黄 色 至 橙 红 色 

自 色 黄色 ;粉红 多 

和 白色、 黄色 、 粉 红色 

乳 上 和 带 粉红 色 ,芳香 

粉红 色 至 深 茧 微 色 

粉红 色 至 深 蔷 葵 色 

深 红色 、 黄 红色 

深 红色 

紫色 

自 色 

白色 至 淡 蔷 蕉 色 

粉红 色 ̀ 淡 紫红 色 

鲜 紫 色 或 淡 紫 红色 

深 红色 

黄色 

淡 红 紫色 或 蔷 葵 红色 

粉红 色 至 淡 蔷 筱 色 

白色 ,芳香 

黄色 

黄色 

奶油 黄色 

淡 紫 红色 ,粉红 色 、 鲜 紫色 

柠檬 黄色 

淡 黄 色 、 粉 红色 

白色 具 黄 色 简 部 

续 表 

分 布 海拔 /m 

3900 一 4500 

3600 一 4500 

2000 一 3900 

2400 一 3560 

800 一 3900 

3300 一 3600 

1200 一 3200 

1700 一 3300 

1350 一 1900 

2600 一 3600 

2500 一 4200 

2600 一 3800 

2400 一 3300 

3300 一 4200 

3900 一 4200 

2300 一 3500 

3300 一 4100 

2400 一 3700 

2100 一 2400 

3000 

3000 一 4000 

3000 一 3880 

1600 一 2700 

2700 一 3400 

1700 一 2950 

1800 一 3800 

2200 一 3000 

2500 一 3600 

3000 一 3800 

2400 一 3150 

1000 一 3000 

2000 一 3600 

1950 一 2300 

3100 一 3900 

2900 一 5100 



续 表 

种 类 花期 /月 、 花 类 花色 分 布 海拔 /m 

50. 类 首 杜 胸 (Rhododendron protistum) 4~5, 春 夏普 葵 色 或 基部 带 白 色 2450~3350 ， 
51. 大 树 杜 鹏 CRhododenraror zrotistazz var， Sigantexz) 4 一 5, 春 夏 水 红色 2700~-3300 

52. 尧 形 叶 杜 鹏 (Rhododenayroz iompi yoliuzaz ) 5 一 7, 夏 季 1800 

53. 红晕 杜 鹏 CRhododendror roseatazz ) 5 一 7, 夏 季 白色 ,芳香 2000 一 3000 

54. 红 棕 杜 鹏 CRhoadodendror rubigizzosuzz ) 3 一 6, 冬 季 淡 紫 色 、 紫 红色 、 2500 一 4200 

玫瑰 色 ̀ 淡 红色 

55. 金黄 杜 鹏 CRhodocenrdror rupicola var. chrysex72) 5~7, 夏 季 深 紫 色 、 深 血红 色 或 洋 3200 一 4200 

红色 

56. 怒江 杜 鹏 (Rhododernrcrom saluerentse ) 6 一 8, 夏秋 紫色 .紫红 色 或 深 红 色 3000 一 4000 

57. 平 卧 奴 江 杜 鹏 CRhododencrom saluenense var，zpros- 6 一 8 ,夏秋 紫色 .紫红 色 或 深 红色 3300 一 4800 

t7Qtzl771) 

58. 血红 杜 鹏 CRhoaoaerzdromn sazzgxzi7zex772 ) 6~7, 夏 季 深 红 色 2800 一 4200 

59. 淡色 血红 杜 鹏 (CRhododenradromr sazzguwizex7z var， clo- 6~7 ,夏季 白色 黄色 至 粉红 色 3300 一 3900 

zi0 力 orz772) 

60. 黄花 泡 叶 杜 鹏 CRhododenadromn seigjhRzuezzse ) 5, 和 夏季 黄色 2200 一 3500 

61. 多 变 杜 鹏 CRhododendron selense) 5 一 6, 夏 季 粉红 色 至 蔷薇 色 2500 一 4350 

62. 银灰 杜 鹏 (Rhododendror Siderezzz ) 4~5, 春 夏 乳白 色 至 淡 黄 色 2500 一 3400 

63. 凸 尖 杜 鹏 (CRhodocendror sizograzzde) 4~5, 春 夏 乳白 色 至 淡 黄 色 1700~3600 

64. 大 果 杜 鹏 CRhododendzrom simzozmxuttaZ2iz) 5~6, 夏 季 淡 黄 白色 ,芳香 1200 一 2800 

65. 糠 秋 杜 鹏 CRhododenrdron szbperapiloides ) 5~6, 夏 季 鲜红 色 、 2600 一 3900 

66. 长 藉 杜 鹏 CRhododendror stezaxlzzz ) 2 一 4, 冬 季 淡 紫 红色 ,芳香 1700 一 2300 

67. 多 趣 杜 鹏 (Rhododendrorz steruartia7zzx7az ) 5 一 6 ,夏季 纯 白 色 ̀  淡 红色 黄色、 3000 一 4200 

黄 红色 或 茧 蔽 色 

68. 白 喇 叭 杜 鹏 CRhocdodenarom teggiazzzz7z ) 5 一 6, 夏季 白色 1800 一 2300 

69. 薄皮 杜 鹏 (Rhododenaromn iaromense) 11 ,秋季 白色 ,芳香 1250~1600 

70, 滇 藏 杜 鹏 (Rhog&odenarom temzemzz7z ) 5 一 6 ,夏季 深 红 色 3000 一 4350 

杜 鹏 花 植 物 花 期 最 长 可 达 4 个 月 ， 如 贡 山 杜 鹏 〈 民 hododenadyroz gozgshnazezse ) 的 

花期 在 2 一 5 月 ， 大 多 数 种 类 花期 为 2 一 3 个 月 。 各 个 种 类 现 花 季节 不 尽 相 同 ， 一 般 从 春 

天 现 花 、 直 到 夏天 才 败 落 的 称 为 春 夏 花 (3 一 5 月 )， 以 附 生 杜 鹏 〈R.，cendricota) 、 香 
花白 杜 鹏 〈 尽 . cziliizpes) 等 为 代表 ; 在 5 一 7 月 开花 的 称 为 夏季 花 ， 以 革 叶 杜 鹏 〈 下 : 

coriQce7 、 可 嘉 杜 鹏 〈 尺 ,dizchnzroczatpaza var。 azpodecttz72) 、 血 红 杜 鹏 〈 尺 sazzgaz7ze- 

72) 等 为 代表 ; 另 一 类 为 夏天 现 花 ， 秋 天 败 落 ， 称 为 夏秋 花 〈7 一 9 月 )， 以 独 龙 江村 

鹏 〈 尺 ，R&Releticx72) 、 怒 江 杜 鹏 〈 尺 saluenense) 为 代表 ; 秋季 开花 的 以 薄皮 杆 鹏 〈 有 . 

iaroezse) 为 代表 ; 另 有 较为 珍贵 的 冬 花 类 ， 以 贡 山 杜 鹏 〈 尺 gozgshnazzexzzse) 〈( 李 恒 

1990 一 1991 年 有 越冬 记录 ， 独 龙 江 考察 队 3995，4932，4991 等 )、 长 戎 杜 鹏 〈 玉 . 

Ste7a&Lz7) 、 红 标 杜 鹏 〈 尺 .xpzgzzosx72) 为 代表 ; 而 亮 毛 杜 鹏 〈 民 ，72zcropnytoz) 有 

一 年 两 次 开花 特性 ， 分 别 在 每 年 的 3 一 5 月 及 10 一 11 月 〈 表 2)。 



根据 对 高 黎贡山 杜 人 艇 花 科 植物 的 研究 分 析 ， 我 们 认为 许多 种 类 具备 了 野生 花卉 开发 
的 基本 条 件 ， 具 有 和 良好 的 开发 利用 价值 ， 但 在 杜 人 鹏 花生 长 环境 、 繁 殖 、 引 种 驯化 及 保护 
与 利用 等 各 方面 研究 和 投入 不 足 ， 致 使 杜 鹏 花 类 观赏 植物 的 利用 潜力 得 不 到 合理 挖掘 。 
所 以 ， 我 们 建议 在 对 杜 鹏 花 的 生长 环境 、 保 护 与 利用 、 选 种 、 杂 交 育 种 、 插 揪 繁 殖 及 营 
销 等 各 个 环节 加 强 科 学 研究 与 探讨 ， 寻 找 可 持续 利用 的 途径 。 人 所 共 知 ， 英 国 如 果 没 有 
云南 的 杜 人 鹏 花 ， 就 没有 英国 的 现代 园林 ， 而 云南 作为 杜 鹏 花 植物 的 分 布 大 省 ， 目 前 在 研 

究 和 开发 利用 方面 都 远 远 落后 于 世界 园林 发 达 国家 和 地 区 。 

2.2 环境 价值 及 其 利用 

杜 锡 花 科 植物 是 高 黎贡山 各 类 型 植被 带 中 不 可 替代 的 种 类 ， 是 高 黎贡山 独特 的 生态 

景观 主要 组 成 成 分 ， 尤 以 杜 和 鹏 属 和 白 珠 属 较为 突出 ， 是 高 山 灌 丛 带 及 各 种 森林 植被 灌 

木 层 的 优势 种 、 建 群 种 ， 并 常常 单独 成 林 ， 如 凸 尖 杜 锡 林 〈Rhododeraroz 5- 

10Og71G1de)、 马 组 花 林 (Rhoaoaenadrom delazay ) 等 ， 其 重要 性 体现 在 以 下 植被 构 

成 中 。 
(1) 在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林中 ， 星 毛 杜 鹏 〈Rhnodocenadroz &yaroz ) 和 凸 尖 杜 驶 

(R. sizograzde) 是 I、 开 林 层 的 建 群 种 ， 同 时 也 是 林 下 灌木 层 的 主要 种 类 。 凸 尖 杜 更 

还 是 高 黎贡山 西 坡 山顶 蔡伦 狠 林 的 优势 种 ， 而 马 组 花 〈R，cdelavayi) 则 是 东 坡 马 缀 花 

林 优 势 种 。 

(2) 亮 毛 杜 鹏 〈Rhodoaenaroz zzzcrozjmytoz ) 是 高 黎贡山 落叶 冰 叶 林 林 下 灌木 层 的 

建 群 种 。 

(3) 凸 尖 杜 鹏 和 马 组 花 还 是 针 阔 混交 林 II 林 层 的 建 群 种 。 

(4) 暖 性 针 叶 林 的 云南 松林 下 则 以 珍珠 花 〈Lyoxza ovalifolia)、 马 组 花 (Rhodo- 
dezadzoz delavayz )、 大 白花 杜 鹏 〈 有 decorxmm ) 为 优势 种 ， 构 成 下 木 层 。 

(5) 华山 松林 下 木 则 有 珍珠 花 〈 工 yomia ovali folia ) 、 大 白 杜 鹏 〈 民 ，daecorzxxzz) 等 

优势 种 。 
(6) 在 整个 高 黎贡山 海拔 2700 一 3600m 范围 内 ， 主 要 以 地 檀 香 〈GaxLzjerzia z 盖 

res1) 构成 寒 温 性 灌 丛 带 。 

总 之 ，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 从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中 出 现 的 灯笼 树 〈EzRiaztpazs 

chzzezsis) ， 直 到 高 山 灌 丛 草 旬 各 类 植被 类 型 中 分 布 的 种 类 ， 杜 赐 花 科 植物 都 扮演 了 非 

常 重要 的 角色 ， 杉 花 科 植物 是 构成 高 黎贡山 多 样 化 植被 类 型 不 可 缺少 的 重要 成 分 。 

2.3 药 用 及 食用 价值 及 其 利用 

对 植物 的 药物 利用 和 食用 向 来 是 生物 多 样 性 有 效 利 用 的 重要 途径 之 一 ， 但 也 许 是 杜 

锡 花 科 植物 一 般 生 长 在 高 海拔 地 区 ， 其 药 用 价值 尚未 被 很 好 地 认识 。 高 黎贡山 地 区 杜 竟 

花 科 可 查证 的 药 用 植物 种 类 仅 为 10 种 〈 表 3)， 其 中 已 有 多 种 被 收入 《新 华 本 草 纲要 人 

《云南 中 草药 选 》 等 医药 书籍 ， 如 大 白花 杜 鹏 〈RAhododerzcrom decorz72 ) 、 马 绷 伦 〈 下 . 

delavayi) 、 亮 毛 杜 艇 〈 小 杜 赐 ) (Raicrophytoz)、 云 南 金 叶子 〈 云 南 假 木 荷 ) 

(Craipiodendrozm yuzz7zaztezlse ) ， 其 他 药 用 植物 种 类 则 为 民间 广泛 利用 。 因 有 和 良好 的 资源 

优势 ，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的 药 用 价值 有 待 于 进一步 研究 与 开发 。 
se 



表 3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药 用 植物 

植物 种 名 药 用 部 位 功能 主治 备注 

1. 兰 须 (Cassiozpe selaginoides) 全 株 行 气 止 痛 、 安 神 肝 胃 气 痛 、 食 欲 不 振 .神经 误 弱 

2. 云南 金 叶 子 (Craibioderdroz 。 根 散 瘀 止痛 、 祛 风 除 跌 打 损伤 .腰酸 腿 痛 、 半 身 不 全 株 有 麻 醇 

ya7271Q71E72SE ) 湿 、 止 血 通 罕 遂 、 闪 闪 、 风 湿性 关节 炎 、 外 伤 作用 、 有 大 

出 血 毒 , 慎 用 

3. 地 檀 香 (Gaxltheria forresti) 根 、 叶 祛 风 除湿 ,止咳 风湿 瘫痪 、 冻 疮 咳嗽, 肺 结核、 枝叶 可 提 芳 

内 出 血 香油 

4. 珍珠 花 (Lyonmia ova1i olia) 全 株 活血 散 竣 、. 止 痛 跌 打 损伤 .闭合 性 骨折 

5. 大 白花 CRhododerdron decorzmz ) 花 、 叶 肾虚 阳痿 、 通 淋 痢疾 、 淋 症 、 神 经 衰弱 、 阳 痿 

6. 马 妆 花 CRjpododendroz ceia- 花 、. 叶 、 根 清热 、 拔 毒 、 止 血 、 骨 仙 炎 、 消 化 道 出 血 . 月 经 不 有 小 毒 

vayI) 调经 调 、 外 伤 出 血 流感 、 痢 疾 

7. 亮 毛 杜 鹏 (Rhododendron aicro- 根 镇 痛 消 炎 、 活 血 止 血 小 儿 惊 风 、 红 炎 、 风 湿 跌 打 、 肾 

zjhytom ) 重 肾 炎 

多 丝线 吊 芙 鞭 (Rhododenrdron 根 . 皮 、 叶 止咳 化 痰 、 消 肿 肺结核 内伤 水 肿 

7720MZL772Q172e72Se ) 

杜 鹏 (Rhocodencyrom szzzsiz) 花 、. 叶 、 根 叶 有 清热 解毒 .止血 叶 用 于 首 肿 疗 疮 、 外 伤 出 血 、 荨 

功能 ; 花 果 有 活血 、 麻 疹 ; 花 果 用 于 月 经 不 调 、 闭 

调经 、 祛 风湿 功能 ; 经 、 骨 漏 . 跌 打 损 伤 .风湿 痛 ; 根 

根 有 活血 、 祛 风 止 痛 用 于 吐血 .月 经 不 调 、 骨 漏 、 痢 

功能 疾 、 风 湿 疼 痛 

10. 爆 杖 花 (Rhododendron sbzzzx- 根 、. 叶 、 花 祛 风 除 湿 、 通 经 活 崩 漏 .白带 ,外 用 于 跌 打 损伤 、 有 毒 

Lerzzz ) 络 、 消 炎 疮 、. 症 首 . 交 

杜 鹏 花 科 植物 一 般 花 大 而 营养 丰富 ， 也 具有 极 好 的 食用 价值 。 目 前 较为 常见 的 是 民 
间 传 统 食用 的 大 白花 杜 鹏 〈R，decorxxm) ， 已 被 开发 利用 ， 并 出 口 到 日 本 。 以 绿色 食品 
盛行 的 今天 ， 从 食用 花 角度 对 杜 鹏 花 进行 开发 研究 ， 也 是 探讨 现 有 资源 可 持续 利用 的 途 
人 

2. 4 科学 研究 价值 
2.4. 1 杜 鹏 花 科 特有 植物 和 保护 植物 有 待 进一步 研究 
根据 我 们 的 观点 ， 在 高 黎贡山 这 样 狭小 的 地 理 区 域内 ， 该 地 区 的 特有 种 就 是 珍稀 树 

种 ， 有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已 被 国家 列 为 保护 植物 ， 如 大 树 杜 人 鹏 〈 忆 Zrotistauzz var， Si8a7- 
tex72) 、 硫 磺 杜 鹏 〈RAoaodenzazrom sxLphurex7) 等 属国 家 级 渐 危 种 进行 保护 。 而 高 黎 贡 

山 尚 有 其 他 48 种 杜 鹏 花 科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目 前 由 于 其 分 布 区 大 小 、 种 群 数量 等 不 十 

分 清楚 ， 保 护 等 级 难以 确定 ， 有 待 于 进一步 研究 。 此 外 ， 该 地 区 还 有 38 种 中 国 特 有 种 

和 5 种 云南 特有 种 ， 说 明 高 黎贡山 在 植物 区 系 、 特 有 现象 、 植 物 地 理 及 植物 演化 、 保 护 

生物 学 等 方面 研究 中 的 重要 价值 。 

2.4.2 高 黎贡山 是 重要 的 模式 标本 产地 

由 于 高 黎贡山 是 杜 鹏 花 科 特有 植物 的 高 产 区 ， 也 就 成 为 杜 鹏 花 科 植物 重要 的 模式 标 
1 



本 产地 之 一 ， 有 些 种 不 但 模式 标本 采 自 该 地 区 ， 且 植物 名 称 的 种 加 词 也 往往 采用 当地 

地 名 ， 如 较为 显著 的 锦江 杜 艇 〈 有 pzjiazgezse)、 贡 山 杜 鹏 〈 民 gozgsjnajiezzse) 等 。 

据 统 计 ， 有 69 个 种 及 变种 的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的 模式 标本 采 自 高 黎贡山 地 区 ， 其 中 杜 鹏 属 

62 种 (腾冲 22 种、 贡 山 12 种 、 福 贡 3 种 、 泸 水 5 种 、 缅 北 及 缅 东 北 13 种 、 察 隅 3 种 、 

保山 1 种 、 只 注 明 高 黎贡山 的 3 种 )， 其 他 岩 须 属 2 种 分 别 采 自 福 贡 和 泸 水 ， 珍 珠 花 属 

1 种 采 自 贡 山 ， 金 叶子 属 1 种 采 自 泸 水 ， 白 珠 属 2 种 采 自 腾冲 ，!1 种 采 自 贡 山 〈 表 4) 。 

这 可 充分 说 明 高 黎贡山 是 杜 鹏 花 科 物种 多 样 性 研究 较为 深入 的 地 区 ， 具 有 基础 研究 的 丰 

富 资料 ， 积 累 了 可 借鉴 的 有 效 保护 及 合理 利用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的 条 件 。 

种 名 模式 标本 产地 定名 人 定名 时 间 

杜 鹏 属 (Genus Rhocodenrcrom) 

1. 粗 枝 杜 鹏 (Rhococendyrom pasilicxz7z ) 腾冲 Balf. f. et W. W. Smith 1916 

2. 夺目 杜 鹏 (CRhododenzadrom arizelzz7z ) 腾冲 Balf. f. et Forrest 1920 

3. 复 毛 杜 鹏 (CRhododendroz zrezptazz ) 缅 北 高 黎贡山 Balf.f. et Forrest 1920 

4. 翅 首 杜 鹏 (Rhododendrozm zzrotistz772 ) 贡 山 Balf. f. et Forrest 1920 

5. 大 树 杜 鹏 CRhodoaenradrom ptrotistz7a var, gigaztext72) 腾冲 (Forest et Tagg )Chamberlain 1926 

6. 凸 尖 杜 鹏 (CRhocdocenadzrozm sz7zograzzde ) 腾冲 Balf, {，W. W. Smith 1916 

7. 银灰 杜 鹏 (Rhododengrom siderezxz7zz ) 缅 北 高 黎贡山 Balf.f{ 1920 

8. 高 尚 杜 鹏 (Rhododenrdyron decoruzmz subsp. diazbrezbes) 腾冲 (Balf. f. et W. W. Smith ) 工 , 1917 

L. Ming 

9. 狭 叶 马 继 花 CRhododenadron deiavayi var. beramzoerzu]2) 腾冲 (Balf.f et Forrest) 工 L Ming 1920 

10. 汗 西 桃 叶 杜 鹏 (Rhododendronm azzzae subsp, /azi io- 腾冲 (Balf. f. et Forrest) 和 

7-z770) 工 . L. Ming 

11. 光 柱 杜 鹏 (CRPododenradyroz ta7zzastyLz7z ) 泸 水 片 马 Balf.f. et Ward 1917 

12. 窗 叶 杜 鹏 (Rhododenrdrozz araziozpjyLZz77z ) 腾冲 Balf. f. et W. W. Smith 1917 

13. 贡 山 杜 鹏 CRPoaodenrdroz gozgsRna7zze7zse ) 贡 山 工 , L. Ming 1984 

14. 光 柱 迷人 杜 鹏 CRPododerayoxz agastzo7z var, permzzcenizo2) 腾冲 (Balf. f. et Forrest) 工 L. Ming 1920 

15. 裂 昔 杜 鹏 (Rhodoaenrdyrozr schnzstocazy 并 ) 腾冲 Balf. f. et Forrest 1920 

16. 淡 黄 杜 鹏 (Rhodoaenrdrom Favz Forxzz ) 泸 水 下 , 臣 Minag 1984 

17. 星 毛 杜 鹏 CRhocdodendyroz Ryazrwz ) 高 黎贡山 Lace et W. W. Smith 1914 

18. 乌 果 杜 鹏 (Rhododendzroz Fluz772 ) 腾冲 Balf.f et W. W. Smith 1917 

19. 长 昔 杜 鹏 CRhododendroz Cizzpjpzrocalyz) 腾冲 Balf. 1919 

20. 粗毛 杜 鹏 CRhodocencyrom japrotrichaz7zz ) 腾冲 Balf.f. et W. W. Smith 1916 

21. 泡 毛 杜 鹏 CRhodocenrarom vesicuLz eraz7a ) 缅 东 北 高 黎贡山 Tagg 1930 

22. 红 粗 毛 杜 鹏 CRhocodenrdroz rude ) 贡 山 Tagg et Forrest 1930 

23. 腺 背 长 粗毛 杜 鹏 (Rhnododenayrom criz2zgeru772 var. ea- 贡 山 Tagg 1930 

Cle7zzz772) 

24. 朱红 大 杜 鹏 (Rhocoaerzczroz grziersozzQ722772 ) 腾冲 Balf. f. et Forrest 1919 

25. 卵 叶 杜 鹏 CRhocCodenzarozr caLZz7zorzpjz777 ) 腾冲 Balf. f. et W. W. Smith 1917 

26. 粉 果 杜 鹏 (Rhododendromz 丸 yLaez77z ) 缅 东 北 高 黎贡山 Balf.f. et Farrer 1922 

27. 红 蓝 杜 胸 CRhodocenzaroz zecdQia7zzzx772 ) 腾冲 Forrest 1920 

28. 腺 房 红 蔓 杜 锡 (CRhocdodenrcromr mazeddiazzz72 var. atro- 泸 水 Tagg 1930 

Re7P772ESZ2722772) 

有 

表 4 模式 标本 产 自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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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名 

怕 江 杜 鹏 (Rhocwodenarom pz7za7zgezzse ) 

汗 西 杜 鹏 CRhocdodenaror exchnroxzz ) 

纯 红 杜 鹏 CRAhodocdencroz szberapile ) 

糠 秋 杜 鹏 (Rhododendzromn szerapiloides ) 

羊毛 杜 鹏 CRhododendromn 7zallotzz7z ) 

杯 蔓 杜 鹏 CRhocwocendrom pocozbpjnorzzz ) 

腺 醒 杯 蔓 杜 鹏 (Rhododencroz pocopjhnoruzz var. jez72i- 

Ca7tt772) 

宿 鳞 杜 鹏 CRhocwocendroz azeramtzz7z ) 

杯 昔 两 色 杜 鹏 CRhododenaror dzchnzroazatjhaz7a var. scCy- 

思 hocaLyZ) 

可 喜 杜 鹏 (Rhododendron qdichnzroazthaza var. azpodec- 

zz772 ) 

腺 梗 两 色 杜 鹏 (Rhoaoaenarom dzchnzroazathaz7z var. sez 轧 - 

temt7rio72QLe) 

黑 血 红 杜 鹏 (Rhocodendrom sa7zguzi7zex772 var，didy- 

7722772 ) 

黄花 泡 叶 杜 鹏 (CRhoaodenrazronr seizzgjRuezzse ) 

大 果 杜 鹏 (Rhododenrdrom sizomauttaZ2iz ) 

毛 柄 杜 鹏 (Rhododenrarom valenti7zza7zz77a ) 

翅 柄 杜 鹏 CRhococenrarom Fetchneria7zx7a ) 

香花 白 杜 鹏 CRhocdodenadroz ci2iizpes) 

神 叶 杜 鹏 CRhododendyror zsexdocillizes) 

附 生 杜 鹏 (Rhnodoaencrom denzdricola ) 

薄皮 杜 鹏 (Rhododenrarom taromense) 

萎 形 叶 杜 鹏 (Rhoaodenaromn 7jozxz2i Foliuzz ) 

红晕 杜 鹏 CRhododendyrom roseatzzzz ) 

侧 花 杜 鹏 CRhododenaror 1ateriylorz7z7z ) 

凸 脉 杜 鹏 (CRhoa&odenaroz 亡 7rsutzbetiolatazz ) 

毛 冠 亮 鳞 杜 鹏 (Rhododendroz heliolepis var. ozpori- 

722772 ) 

白面 杜 鹏 (CRhocodenarom xclexczz7z ) 

毛 叶 白面 杜 鹏 (CRHhododenrdrom zalexca7a var. zupi Fo- 

Lzz772) 

小 叶 美 被 杜 鹏 (Rhododenaroz calostrotuza _ var。 caLci- 

力 几 zLz772) 

独 龙 杜 胸 CRhododendzron Releticazza ) 

玉 丽 杜 鹏 CRhococendrom shrzoelierse) 

纯 黄 杜 鹏 CRAhododenarom cnrysodorozz ) 

常 绿 粗 毛 杜 鹏 (Rhocodendyroz Lepidostyzzzzaz ) 

. 长 蒜 杜 鹏 CRhododendror stezaxlzzza ) 

模式 标本 产地 

福 贡 

缅 东 北 高 黎贡山 

泸 水 片 马 

贡 山 

泸 水 片 马 

贡 山 

贡 山 

缅 东北 高 黎贡山 

缅 东 北 高 黎贡山 

腾冲 

缅 东 北 高 黎贡山 

贡 山 

缅 北 高 黎贡山 

察 隅 察 瓦 龙 

腾冲 

察 隅 察 瓦 龙 

腾冲 

高 黎贡山 

缅 北 高 黎贡山 

贡 山 

贡 山 

腾冲 

贡 山 

福 贡 

缅 东北 高 黎贡山 

缅 东北 高 黎贡山 

察 隅 察 瓦 龙 

高 黎贡山 

缅 东 北 高 黎贡山 

腾冲 

保山 

定名 人 

工 . L. Ming 

Balf.f. et Ward 

Balf. f. et Farrer 

Tagg et Forrest 

Balf.f. et Ward 

Balf.f ex Tagg 

(Tagg )Chamberlain 

Balf.f. et Ward 

(Balf. {. et Forrest) 

T 工 .. Ming 

(Balf.f et W. W. Smith) 

工 . L. Ming 

(Cowan) 工 . L. Ming 

(Balf. f. et Forrest) 

工 . L. Ming 

Kindon Ward 

Balf.f. 了 Forrest 

Forrest ex Hutch. 

Davidian 

Hutch. in Stevensen 

Cullen 

Hutch. 

Hutch. in Stevensen 

R. C. Fang 

Hutch. 

R. C. Fang & A.L. Chang 

A.L. Chang & R.C,. Fang 

(Balf.f. et Ward) 

A.IL. Chang & R.C. Fang 

Balf.f 必 W. W. Smith 

有人. C. Fang 

CHutch. et Ward) 

Davidian 

Balf. 工 扩 Forrest 

Balf.f & Forrest 

Tagg ex Hutch. 

Balf. fw Forrest 

Balf.f & W. W. Smith 

续 表 

定名 时 间 

1981 
1916 
1922 
1927 
1917 
1927 

1927 

1922 

1922 

1917 

1940 

1922 

1930 

1920 

ES 

1961 

1930 

1978 

1919 

1930 

1982 

吧 踊 

1983 

1983 

1917 

3 

1982 

1930 

1920 

1922 

1934 

1920 

下 

LO 天 



下 

续 表 

种 名 模式 标本 产地 定名 人 定名 时 间 

62. 少 毛 柳条 杜 鹏 (Rhododenradroz Virgatzu7z var. glLapri- 贡 山 K. M. Feng ex 1982 

Jorz7z) 有 人. C. Fang 和 

岩 须 属 (Genus Cassziozpe) 

63. 银 毛 岩 须 (Cassioze argyrotricha ) 福 贡 ENTEIST 1982 

64. 膜 叶 兰 须 (Cassiozpe memzpra7zz Folia ) 泸 水 R. C. Fang 1999 

珍珠 花 属 (Genus 革 yomia) 

65. 圆 叶 珍珠 花 (Lyomia doyozerasis) 贡 山 Hand. -Mazz 1936 

金 叶子 属 (Genus Craipiodemnzcyro7m) 

66. 怒江 金 叶子 (Craizipzodena7rom Forrestiz) 泸 水 W. W. Smith 1912 

白 珠 属 CGenus GaxLtiperia) 

67. 从 林 白 珠 (GazxL 太 eria dxmazcola ) 腾冲 W. W. Smith 1916 

68. 短 穗 白 珠 (GaxZtheria. zzotapilzs) 腾冲 Anth. 1933 

69. 平 卧 白 珠 (GCaxLtReria zrostrata ) 贡 山 W. W. Smith 1919 

2.4.3 遗传 多 样 性 研究 价值 

高 黎贡山 地 区 为 杜 鹏 花 植 物 多 样 化 中 心 之 一 ， 如 此 丰富 的 种 类 成 为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研 
究 的 天 然 基因 库 。 遗 传 多 样 性 还 体现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有 大 量 杜 鹏 花 科 植物 特有 种 和 变种 
的 存在 ， 这 是 自然 选择 的 结果 ， 同 时 也 为 进一步 研究 杜 鹏 花 科 植物 起 源 、 演 化 、 变 异 提 
供 了 天 然 的 实验 场所 ;高 密度 存在 的 特有 现象 ， 也 为 从 基因 或 DNA 角度 研究 其 分 化 、 
扩散 积累 了 不 可 多 得 的 原材料 。 而 且 ， 由 于 特有 个 体 种 群 分 布地 区 狭小 的 局 限 性 ， 从 保 
护 的 角度 对 遗传 多 样 性 方面 进行 研究 ， 以 使 部 分 处 于 遗传 多 样 性 消失 的 种 类 得 到 抒 救 。 

2.5 杜 鹏 花 科 植物 保护 与 利用 的 关系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与 利用 是 相互 矛盾 又 相互 依存 的 两 个 方面 ， 保 护 的 目的 是 为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永 续 利用 ， 而 要 达到 可 持续 利用 ， 必 须 制 定 合 理 有 效 的 保护 措施 。 

众所周知 ， 物 种 的 消失 往往 是 随 生 态 系统 的 消失 而 消失 的 ， 保 护 的 最 有 效 的 方法 就 
是 对 现 有 物种 进行 就 地 (in situ) 保护 ， 自 然 保 护 区 就 是 实施 就 地 保护 最 有 效 的 措施 。 
虽然 高 黎贡山 海拔 2000m 以 上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已 划 为 自然 保护 区 ， 但 保护 区 的 功能 并 未 

得 到 充分 发 挥 ， 尤 其 是 保护 区 的 能 力 建设 还 远 远 达 不 到 要 求 。 所 以 ， 应 在 积极 开展 研究 
的 同时 ， 进 一 步 加 强 保 护 区 的 能 力 建设 ， 使 生长 于 保护 区 〈 高 黎贡山 ) 的 各 个 物种 〈 包 

括 杜 鹏 花 科 植物 ) 得 到 有 效 保护 。 
其 次 ， 迁 地 〈ex situ) 保护 也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有 效 途 径 之 一 。 在 旅游 业 迅 猛 发 

展 的 今天 ， 在 高 黎贡山 范围 内 选择 适 于 杜 鹏 花 科 植物 及 其 他 高 山 植物 生长 环境 地 段 ， 建 
立 “ 高 黎贡山 珍稀 、 特 有 植物 园 ”， 对 一 些 珍 稀 名 贵 的 杜 角 花 种 类 及 特有 、 濒 危 种 类 进 
行 引 种 、 移 栽 、 迁 地 保护 ， 一 方面 达到 保护 的 目的 ， 另 一 方面 作为 有 特色 的 旅游 景点 开 
发 ， 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吸引 资金 ， 以 便 更 好 地 解决 保护 与 利用 的 矛盾 ， 达 到 保护 与 可 持 
续 利 用 相 协 调 的 目的 。 

其 三 ， 应 发 挥 高 黎贡山 特有 杜 鹏 花 植 物种 类 丰富 的 天 然 优势 ， 使 其 现 有 的 丰富 资源 
0 



优势 转化 为 经 济 优势 ， 使 当地 经 济 得 到 快速 发 展 ， 为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创造 良好 的 社会 环 

境 。 如 大 树 杜 鹏 〈 尺 ，zprotistauza var。 gzigazztexd7) 、 葵 形 时 杜 鹏 〈 尺 77omazpz folzxzz ) 、 

长 藉 杜 鹏 〈R，stenaxlx) 等 高 黎贡山 特有 杜 鹏 花 都 具备 成 为 名 优 产品 的 基本 条 件 ， 

目前 缺少 的 是 如 何 把 这 些 “ 土 特产 ” 推 向 市 场 。 应 该 在 引种 驯化 、 嫁 接 繁 殖 等 各 个 环节 

及 其 将 产品 变 为 商品 等 方面 进行 深入 而 广泛 的 研究 和 开发 ， 不 要 继续 扮演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和 贫穷 落后 的 人 民 共 存 这 一 吾 古 不 变 的 历史 。 

高 黎贡山 地 区 如 此 丰富 的 杜 锡 花 科 植物 资源 ， 为 有 效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了 不 可 多 得 的 物质 基础 ， 尤 其 在 观赏 和 园林 绿化 方面 ， 杜 鹏 花 具 有 极 大 的 潜在 价 

值 ， 充 分 研究 保护 和 可 持续 利用 的 关系 ， 合 理 开 发 高 黎贡山 杜 鹏 花 科 植物 ， 是 达到 有 效 

保护 的 途径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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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 on 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Use of Ericaceae 

in Caoligong Mountains 

DAO Zhi-ling: GUO Hui-jun2 

(1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玫 unming 650204) 

(2 人 Kunming Branch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033) 

Abstract Yunnan Province is a rich area for its Ericaceae Species where 375 Species 

(Gincluding 11 subspecies and 85 varieties) occur。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here are 

9 genera and 187 species (including 2 subspecies and 27 varieties) of Ericaceae which is 

about 90% of the total genera and 49% of total species of Ericaceae in Yunnan Province， 

Very diverse Species of Ericaceae occur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which reflect tha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a center of distribution of Ericaceae，]Many Species of Eri- 

caceae are potential economically， There are 71 species with high value as garden orna- 

mentals，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also an area of high endemism in Ericaceae，and 

the type locality of many taxa，There are 70 taxa that the type locality is within this re- 

gion。 JIn this paper，we discuss the value of Ericaceae plants as ornamentals，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medicine，food，and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Key words Ericaceae，Diversity，Sustainable use，Gaoligo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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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的 植物 地 理学 研究 

李 峡 龙 春 林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植 物 研 究 所 ， 昆 明 650204) 

摘 要 本 文 从 属 、 种 及 地 史 文 献 资料 三 方面 对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进行 了 植物 地 理 

学 研究 。 结 果 表 明 : 巴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包括 15 属 56 种 及 13 变种 。@ 从 起 源 来 看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以 热带 起 源 为 主 ， 热 带 属 占 66.7% 〈10 属 )， 温 带 属 占 33. 3 〈5 属 )， 

而 与 地 中 海地 区 和 中 亚 地 区 的 联系 十 分 微弱 。@@ 从 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来 看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物 以 温带 分 布 型 为 主 ， 温 带 分 布 型 的 物种 占 全 科 种 数 的 88. 4% 〈61 种 )， 这 一 统计 结果 

与 属 的 统计 结果 〈66. 7 办 的 属 系 热带 属 ) 形成 很 大 的 反差 ， 其 原因 在 于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上 

的 高 黎贡山 植物 区 系 源 于 赤道 热带 ， 在 板块 位 移 过 程 中 ， 随 着 高 黎贡山 的 北 移 ， 喜 马 拉 雅 

山脉 的 强烈 隆 升 ， 五 加 科 这 一 起 源 于 热带 的 古老 木 本 植物 ， 因 不 适 于 比 赤 道 带 冷 得 多 的 气 

候 环境 而 先后 被 淘汰 ， 部 分 属 种 则 在 新 的 环境 中 经 过 适应 、 演 化 和 重新 分 化 ， 除 个 别 热带 

属 的 北 缘 种 在 高 黎贡山 北端 独 龙 江河 谷中 幸存 下 来 [如 树 参 属 〈Denrdropanraz)] 以 外 ， 其 

余 新 分 化 出 来 的 植物 则 是 温带 性 的 [如 常春 木 属 〈Merrilliozpanraz)]j， 因 此 ， 现 在 高 黎 贡 

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中 ， 热 带 起 源 的 属 多 于 温带 属 ， 但 温带 种 大 大 多 于 热带 种 。 所 有 这 些 成 

分 中 ， 中 国 -喜马拉雅 分 布 的 成 分 15 种 ) 和 中 国 特有 的 成 分 43 种 ) 构成 了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的 基本 骨架 ， 这 些 成 分 标志 着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的 东亚 温带 性 质 。 

曲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特 有 现象 突出 。 一 方面 表现 在 种 类 丰富 ， 计 有 中 国 特有 类 和 群 22 种 和 

变种 ， 云 南 特有 类 群 12 种 和 变种 ， 高 黎贡山 特有 类 和 群 9 种 ; 另 一 方面 表现 在 特有 类 群 的 丰 

富 度 与 纬度 成 正比 ， 就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来 说 ， 北 段 〈 贡 山 ) 的 特有 类 群 〈8 种 和 变种 ) 远 

远 多 于 南 段 的 腾冲 〈 仅 1 种 )。@@ 由 于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位 移 对 高 黎贡山 生物 区 系 的 影响 ， 

部 分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从 滇 东南 或 汗 南 至 高 黎贡山 的 一 些 连续 分 布 区 被 间断 为 滇 西北 与 

汗 东 南 的 对 角 分 布 式 样 [如 少 毛 云南 攀 木 (Aralia 态 omosozii var。， glaerescezs) 、 单 枝 五 叶 

人 参 (Pentazpazaz Leschenaxltii var， sizez)、 拟 白 背 时 忽 掌 上 菜 (SchnepFlera jyzpoler- 

coiaes)]。 而 与 此 同时 ， 在 云南 形成 了 一 条 从 滇 西北 - 滇 东南 走向 的 生态 地 理 对 角 线 ， 由 于 

该 对 角 线 的 形成 ， 部 分 五 加 科 植 物 仅 能 在 对 角 线 以 西 及 以 南 生存 和 繁衍 [如 大 叶 悉 掌 柴 

(CSche iera maacropjnyLia )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五 加 科 ， 植 物 区 系 ， 植 物 地 理学 

分 类 号 Q 948 

五 加 科 〈Araliaceae) 是 一 个 比较 古老 的 科 ， 以 木 本 植物 为 主 ， 含 有 少数 草本 属 。 

全 科 80 属 900 多 种 ; 我 国有 22 属 160 余 种 ， 主 要 分 布 于 世界 热带 地 区 ， 在 温带 地 区 也 

有 生长 ， 如 人 参 属 (Pazaz) (6 种 ) 就 分 布 于 北美 及 东亚 温带 地 区 。 

x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XI) : 1 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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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物 种 丰富 

横断 山脉 从 云南 西南 部 沿 滇 西北 、 四 川西 部 、 西 藏 东部 一 直 延 伸 到 青海 南部 ， 编 吾 

我 国 西南 四 大 省 区 .《 横 断 山区 维 管 植物 》 一 书 仅 涉及 这 一 广大 地 域 的 60 个 县 ， 即 所 列 

植物 远 非 横断 山区 的 全 部 〈 王 文采 等 “1994)， 但 比较 高 黎贡山 地 域 而 言 ， 面 积 之 大 至 

少 是 我 们 当前 研究 高 黎贡山 范围 的 10 倍 以 上 ， 物 种 数量 也 应 与 此 比例 相似 ， 但 五 加 科 

则 大 为 不 然 。 

从 表 1 可 以 看 出 ， 无 论 是 地 跨 两 个 州 〈 地 区 ) 的 高 黎贡山 或 弹丸 之 地 的 贡 山 县 独 龙 

江 乡 ， 其 五 加 科 植 物 都 比 庞 大 的 横断 山区 丰富 复杂 : 独 龙 江 〈 李 恒 “1994a) 和 横断 山 

区 〈 王 文采 等 ”1994 ) 拥有 同样 多 的 属 数 一 一 10 属 ， 高 黎贡山 则 有 15 属 ， 为 横断 山区 

的 150% 。 物 种 的 丰富 度 与 属相 似 ， 独 龙 江 有 39 个 种 和 变种 ， 比 横断 山区 全 区 种 数 多 3 

种 ， 高 黎贡山 有 69 种 和 变种 ， 比 横断 山区 多 28 种 和 5 变种 ， 总 共 为 横断 山区 的 

1922%% 。 众 所 周知 ， 独 龙 江 是 高 黎贡山 北端 一 角 ， 而 高 黎贡山 一 般 被 认为 是 横断 山脉 西 

部 的 一 侧 ， 均 为 横断 山脉 的 一 部 分 ， 虽 然 局 部 地 区 的 物种 多 于 全 部 地 区 的 在 逻辑 上 说 不 

通 ， 但 却 是 当前 的 事实 ， 这 一 方面 是 因为 《横断 山区 维 管 植 物 》 一 书 人 为 地 把 其 南部 的 

腾冲 、 保 山 、 龙 陵 分 割 在 实际 研究 的 横断 山区 之 外 ， 横 断 山 区 的 植物 名 录 便 失去 了 许多 

分 布 在 南部 的 热带 属 种 ， 第 二 个 原因 则 是 因为 该 书 基于 1983 年 及 以 前 的 资料 ， 对 近 15 

年 新 采集 的 标本 尚未 研究 ， 这 是 科学 发 展 道路 上 的 必然 现象 。 

表 1 横断 山脉 、 高 黎贡山 、 独 龙 江 五 加 科 数 量 比较 

横断 山脉 高 黎贡山 独 龙 江 

属 10 15 10 

种 28 56 33 

变种 8 13 6 

2 五 加 科 属 以 古 南 大 陆 热带 型 为 主 

中 国 种 子 植物 区 系 大 体 上 来 自 15 个 方面 ， 即 包括 15 个 地 理 成 分 或 分 布 式 样 〈 类 

型 )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含 有 其 中 的 6 个 分 布 类 型 ( 表 2 和 表 3) ， 即 泛 热带 分 布 的 树 

参 属 (Dendropazaz)、 五 时 参 属 (Pentezpazaz)、 鹅 掌 柴 属 (ScherPera)、 热 带 亚 洲 

至 热带 非洲 分 布 的 常春 藤 属 〈 互 edera) 、 热 带 亚洲 分 布 的 柏 那 参 属 (Brassazozsis)、 掌 

叶 树 属 〈Euaraliopsis)、 大 参 属 (Macropazaz)、 广 叶 参 属 (Trevesza)、 多 和 营 木 属 

(Txzpidaztzpxs)、 东 亚 和 北美 间断 分 布 的 攀 木 属 (Araliae)、 人 参 属 (Panraz)、 东 亚 分 

布 的 五 加 属 (Acazthopaxzaz)、 刺 枯 属 (Kaiopazaz)、 常 春 木 属 (Merrzizliozpazza 工 )， 

在 这 6 种 分 布 类 型 当中 ， 各 种 热带 成 分 共 10 属 ， 占 全 科 15 属 的 66. 67% ， 热 带 属 以 热 

带 亚洲 分 布 的 属 〈5 属 ) 和 泛 热 带 分 布 的 属 〈3 属 ) 为 主 ， 温 带 分 布 型 有 5 属 ， 占 全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属 数 (15 属 ) 的 33. 33%， 温 带 属 中 又 以 东亚 分 布 的 属 〈3 属 ) 为 主 。 五 

加 科 的 热带 属 都 起 源 于 古 南大 陆 ，66. 67 %% 的 属 为 热带 属 ， 显 而 易 见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是 古 南大 陆 热 带 起 源 ， 东 亚 温 带 属 是 东亚 即 古 北大 陆 起 源 的 。 高 黎贡山 温带 属 虽 然 不 

多 ， 它 们 在 这 里 与 古 南大 陆 成 分 长 期 和 平 共处 ， 并 进行 了 深度 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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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 加 科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统计 表 

分 布 区 类 型 序号 及 名 称 五 加 科 植 物 属 数 

1. 世界 广 布 人 

2. 泛 热带 分 布 3 

3.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美洲 间断 

4. 旧 世 界 热带 分 布 

5.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1 

6.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非洲 分 布 1 

7. 热带 亚洲 分 布 5 

8. 北 温带 分 布 5 

9. 东亚 和 北美 间断 分 布 多 

10. 旧 世 界 温带 分 布 一 - 

11. 温带 亚洲 分 布 二 

12. 地 中 海 、 西 亚 、 中 亚 分 布 圭 ; 

13. 中 亚 分 布 一 

14. 东亚 分 布 1 

14-1 中 国 - 嘉 马 拉 和 雅 

14-2 中 国 -日 本 1 

15. 中 国 特有 分 布 = 

合计 电 

表 3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各 属 的 区 系 性 质 

高 黎贡山 种 数 及 变种 数 
属 名 全 属 种 数 中 国 种 数 人 

种 变种 

1. 树 参 属 (Dencrozparaz) 75 一 80 士 16 1 一 2 

2. 忽 掌 此 属 (ScheFFiera) 200 士 37 十 16 8 2 

3. 五 叶 参 属 (Peniazpanaz) 18 生 9 5 4 2~1 

4. 深 王 茶 属 (Nothozaraz) 5 六 -和 5 一 1 

5. 常春 蕨 属 〈 瑟 edera) 5 务 灿 -一 6 

6. 柏 那 参 属 (Brassaiozsis) ii5 己 三 9 4 1 7 

7. 掌 叶 树 属 〈Euaraliozpaza 并 ) 11 9 6 一 7 

8. 广 叶 参 属 〈Tyreuesia) 2 1 1 一 7 

9. 多 巷 木 属 〈Tuzpiaanthaus) ] 1 1 一 7 

10. 大 参 属 (Macrozpamraz) 6 一 7 6 3 一 7 一 1 

11. 格 木 属 〈Aralia) 25 一 40 30 十 1 9 

12. 人 参 属 (Pamzaz) 8 6 3 9 

13. 五 加 属 (Acanrzthozpamzaz) 35 2 6 有 14 

14. 常春 木 属 (Memrilliopanraz) 4 3 2 14 (SH) 

15. 刺 橄 属 (Kazobpazaz) | 1] 1 ITS 

共 15 属 56 13 

* 编号 所 指 分 布 区 类 型 见 表 2。 

2.1 泛 热 融 分 布 的 属 

指 普遍 分 布 于 东 、 西 两 半球 热带 和 在 全 世界 热带 范围 内 有 1 个 或 数 个 分 布 区 中 心 ， 

但 在 其 他 地 区 也 分 布 有 一 些 种 类 的 属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属 于 这 一 类 型 的 有 3 属 [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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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属 (Denarozpazaz)、 五 叶 参 属 (Pentzpazaz)、 忽 掌 柴 属 〈(Schep Fiera)]， 占 全 科 

15 属 的 20%， 与 东亚 分 布 的 属 一 并 成 为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属 的 第 二 大 分 布 类 型 。 

(1) 树 参 属 (Dendropanaz) 为 无 毛 无 刺 的 乔木 或 灌木 ， 全 世界 约 80 种 ， 分 布 于 

热带 美洲 及 亚洲 东部 ， 我 国有 15 种 ， 分 布 于 长 江 以 南 各 省 ， 高 黎贡山 有 缅甸 树 参 

CDenarozpazaz pumaza2ics) 1 种 ， 产 贡 山 独 龙 江 的 钦 郎 当 、 马 库 、 瓦 窒 、 能 捕 拉 、 书 

坡 、 特 拉 王 河 、 郎 王 夺 、 和 孔 当 、 献 九 当 、 莫 切 旺 等 地 ， 生 长 在 海拔 1380 一 1900m 的 河 

崖 密林 中 ， 分 布 于 云南 的 贡 山 、 福 贡 及 缅甸 北部 。 

根据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位 移 对 高 黎贡山 生物 区 系 影响 的 解释 是 : 高 黎贡山 北 移 之 前 ， 

缅甸 树 参 〈Denzdropazraz punzazaicxus) 在 云南 占有 一 个 相当 大 的 连续 分 布 区 ， 在 位 移 

过 程 中 ， 由 于 冬季 演 西 北 和 滇 东 南 之 间 的 广阔 地 域 气候 变 冷 、 降 水 减少 等 因素 ， 原 有 的 

栖息 环境 大 都 不 复 存 在 ， 而 只 有 四 季 水 分 充沛 的 高 黎贡山 北部 〈 特 别 是 西 坡 ) 才 有 适宜 

它 生 存 的 环境 ， 因 此 ， 缅 甸 树 参 这 个 热带 起 源 的 种 ， 随 着 板块 的 位 移 、 纬 度 的 变更 、 高 

黎贡山 的 北 移 ， 经 过 新 的 适应 才 在 高 黎贡山 河谷 地 带 保存 下 来 。 

(2) 五 叶 参 属 (Pentezpazaz) 为 无 刺 乔 木 或 芯 状 灌木 ， 全 世界 约 18 种 ， 间 断 分 布 

于 热带 亚洲 、 大 洋 洲 和 南美 洲 “〈 墨 西 哥 ) ， 我 国 约 9 种 ， 主 产 西南 各 省 ， 高 黎贡山 有 其 

中 的 5 种 4 变种 ( 表 4 )， 其 中 绣 毛 五 叶 参 (Pentezpaxnaz hnenry) 及 其 变种 毛 叶 绣 毛 五 

叶 参 〈P.，Pexzzryi var。 tomaezztosus) 和 五 叶 参 〈(P.，/eschnezaxLtiz) 为 自 高 黎贡山 分 布 至 

云南 省 外 “〈 四 川 、 西 藏 ) 的 中 国 西 南 特 有 种 〈15a) ;而 全 缘 叶 五 叶 参 〈P.，VLeschnenaxltii 

var， forrestii) 、 单 枝 五 时 参 〈(P. Leschezaxltii var。， ipLez) 两 个 变种 为 分 布 于 高 黎 

贡 山 和 云南 其 他 地 区 的 云南 特有 类 群 (15b); 独 龙 五 叶 参 〈(P.， zxrifoliatxs) 为 高 黎 贡 

山北 部 独 龙 江 中 游 地 区 特有 种 〈15c)。 五 叶 参 (了 P.，/eschenaxliiiz) 、 寄 生 五 叶 参 〈 忆 . 

zarasziticus) [及 其 变种 绣 毛 寄生 五 叶 参 〈(P.，parsiticaus var，RAhasiazzas) ] 和 总 序 五 叶 

参 (Pracenzosxus) 3 种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 缅 多 、 印 度 、 尼 泊 尔 、 斯 里 兰 卡 一 带 

(14a)， 是 中 国 - 东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式 样 。 至 此 ， 高 黎贡山 五 叶 参 属 的 全 部 种 及 变种 ， 无 论 

是 东亚 分 布 式样 或 中 国 特有 ， 均 为 温带 性 质 ， 换 言 之 ， 一 个 典型 的 泛 热带 属 在 高 黎贡山 

完全 晓 变 成 了 一 个 温带 类 和 群 。 

表 4 高 黎贡山 五 叶 参 属 各 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种 名 高 黎贡山 产地 云南 分 布 中 国 分 布 ”国外 分 布 “分布 类 型 

1. 毛 五 叶 参 (P. henryi) 察 隅 (日 东 ) 德 钦 .中旬 、. 鹤 庆 、 西藏 广 15a 

维 西 汗 中 至 滇 东西 、 四 川 

北 和 汗 东 南 

2. 毛 叶 绣 毛 五 叶 参 (P. henry 贡 山 (高 黎贡山 东 “ 德 钦 、 丽 江 、 蒙 自 四 川 15a 

Var. to772e72tOS2MS ) 坡 ) 

3. 五 叶 参 CP. leschenaaltiz) 察 隅 、 贡 山 ( 独 龙 镇 康 . 稚 庆 、 宾 川西 藏 .四 川 缅甸 .印度 14a 

江 ) 腾冲 大 姚 、 禄 劝 西南 部 

4. 全 缘 叶 五 叶 参 (P. /e 察 隅 (日 东 )、 贡 山 ” 维 西 、 德 钦 15b 

SChe7z2QULtIZ Var，orrestzz) 

5. 单 枝 五 叶 参 (P. /e 腾冲 (古永 猴 桥 ) 金平 15b 

5CAe?zQMLtI Var SI771 力 Le 工 ) 

26 5 



续 表 

种 名 高 黎贡山 产地 云南 分 布 中 国 分 布 ”国外 分 布 ”分 布 类 型 

6. 寄生 五 叶 参 (P. parasiticxs) 贡 山 (高 黎贡山 东 “ 德 钦 、 嵩 明 四 川 尼泊尔 、 14a 

西 坡 ) 印度 

7. 绣 毛 寄 生 五 叶 参 (P. arsit- 贡 山 (高 黎贡山 东 “ 嵩 明 印度 、 14a 

Ca&S Var. Rhasia722sS ) 坡 ̀ 两 中 洛 ) 孟加拉 

8. 总 序 五 叶 参 (P. racemzosus) ”腾冲 ( 蔡 小 室 至 马 “” 景 东 、 镇 康 . 风 庆 、 西藏 印度 14a 

庵 山 ) 澜 濞 、 金 平 

9. 独 龙 五 叶 参 (P. triyJoliatus) ， 贡 山 独 龙 江 中 游 15c 

注 :14a: 中 国 西南 部 和 东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15a: 中 国 西南 特有 分 布 ;15b: 云 南 特 有 ( 含 日 东 ) 分 布 ;15c: 高 黎贡山 特有 

分 布 。 

(3) 鹅 掌 柴 属 (ScheF lera) 为 无 刺 乔 木 、 灌 木 或 芯 本 ， 间 有 附 生 ， 是 第 三 个 泛 热 

带 属 〈 表 5) ， 全 世界 约 有 200 种 ， 广 布 于 两 半球 的 热带 地 区 ， 我 国 约 有 30 余 种 ， 集 中 

分 布 于 东部 及 西南 部 ， 高 黎贡山 有 16 种 2 变种 ， 为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种 类 最 丰富 的 属 

( 表 5)。 其 中 细 序 牲 掌 柴 (S .tenxwzs) 、 云 南 鹅 掌 柴 (Sazzanensis) 为 高 黎贡山 特 

有 种 (15c);， 中华 牲 掌 柴 〈S.，chizzezsis)、 拟 白 背 时 儿 掌 柴 (S， 岂 yzpolexcoides) 、 大 时 

牲 掌 柴 (S. 7zraczropjnylic)、 多 脉 儿 掌 柴 (S.，7mxltizeruia )、 瑞 丽 禾 掌 柴 (SSshrwue- 

liensis) 为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15b);， 短 序 忽 掌 柴 (S， podinieri) 、 穗 序 忽 

掌上 菜 (0S，daeavay)、 大 叶 红 河和 铬 掌 柴 (S，jhoi var，7aaczropjn ya)、 四 脉 忽 掌 此 〈S. 

zi7227re5sQ) 、 光 时 四 时 鹅 掌 柴 (Si7zpressa var，glLaprescezs) 、 星 毛 鸭 脚 木 〈S，72z7zz- 

istellata) 、 西 藏 忽 掌 柴 (S. waraiz) 、 独 龙 忽 掌 上 (S.，yw ) 为 见于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西南 特有 种 和 变种 〈15a) 。 同 样 ， 这 个 泛 热 带 属 在 高 黎贡山 并 无 热带 种 ， 热 带 属 在 这 里 

完成 了 向 温带 型 的 演化 过 程 。 

表 5 高 黎贡山 鹅 掌 柴 属 各 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种 名 高 黎贡山 产地 云南 分 布 中 国 分 布 国外 分 布 ”分 布 类 型 

1. 短 序 忽 掌 柴 贡 山 、 保 山 (百花 师 宗 、 广 南 : 文 山 、 广西 、 四 川 、 贵 15a 

(S. podz7zze7z) 岭 ) 蒙 自 州 ` 湖 北 

2. 中 华 鹅 掌 柴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 思茅 、 15b 

(S. chzi7zezaszis) 泸 水 易 门 

3. 穗 序 忽 掌 柴 贡 山 (怒江 两 全 省 各 地 四 川 、 贵 州 、 湖 15a 

(S. delauayi) 岸 ) 福 贡 南 、 湖 北 、 江 西 、 

福建 .广西 .广东 

4. 高 钞 掌 柴 (S. elata) 贡 山 、 福 贡 南 坪 、 中 旬 、 不 丹 、 尼 泊 14a 

丽江 尔 、 印 度 

5. 红河 牲 掌 柴 (S. hoz) 贡 山 、 福 贡 兰 坪 .中旬 元江、 西藏 、 四 川 14a 

红河 、 屏 边 

6. 大 叶 红 河 忽 掌 柴 (S. hioi 贡 山 四 川 .广西 15a 

Var. 772QCc7O 力 六 yLLa ) 



续 表 

种 名 高 黎贡山 产地 云南 分 布 中 国 分 布 国外 分 布 “分布 类 型 

7. 拟 白 背 叶 鹅 掌 柴 贡 山 绿 春 、 蒙 自 、 元 江 、 15b 

(9. 几 ypolexcoiaes) 金平 文山、 屏 边 

8. 止 脉 狗 掌 柴 (S. zzpres- 贡 山 ̀ 泸 水 西藏 (林芝 ) ] 坟 六 

5SQ) 

9. 光 叶 止 叶 笔 掌 柴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 兰 坪 西藏 ( 察 隅 、 林 15a 
(S. 17727essQ var. SLC- 腾冲 世 ) 

Djresce1s) 

10. 大 叶 鸦 掌 柴 福 贡 腾冲 临 沧 、. 屏 边 . 思 15b 

(9. 7ac7ozpjnyLLa) 茅 . 绿 春 

11. 星 毛 鸭 脚 森 腾冲 龙 陵 、 双 江 、 景 东 、 西 藏 、 广 西 、 广 15a 
(S. 11172UtiSteLLata ) 西 畴 、 砚 山 东 .湖南 .江西 

12. 多 脉 狼 掌 柴 贡 山 、 福 贡 (怒江 怕 罗 雪山 15b 

(S. 7122ULtz72erwiQ ) 东 岸 ) 

13. 瑞丽 狼 掌 柴 贡 山 .腾冲 瑞丽 、 龙 陵 、 景 东 、 15b 

(S. shrzueliez1s15) 镇 康 

14. 细 序 忽 掌 此 贡 山 、 福 贡 、 1l5ec 

(S. te7zWiS) 保山 

15. 密 脉 狗 掌 柴 贡 山 ̀ 泸 水 潞 西 .瑞丽 、 盈 江 、 广西 印度 ,越南 14a 

(9. ve7ztLosQ ) 景 潜 \ 西 畴 

16. 西藏 儿 掌 柴 贡 山 ` 福 贡 风 庆 西藏 (林芝 、 波 158 

(9. raraizz) 密 ) 

17. 独 龙 忽 掌 柴 贡 山 维 西 西藏 ( 墨 脱 ) 15a 

(S,. yuI) 

18 云南 儿 掌 柴 (S. yum- 贡 山 泸 水 15c 

72Q71E72575) 

注 :14a: 中 国 西南 部 和 东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15a: 中 国 西 南 特有 分 布 ;15b: 云 南 特有 ( 含 日 东 ) 分 布 ;15c: 高 黎贡山 特有 

分 布 。 

2.2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的 属 

热带 亚洲 -热带 大 洋 洲 是 旧 世 界 热 带 的 东 半 壁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属于 这 一 分 布 

类 型 的 仅 梁 王 茶 属 (Nothozpaxzaz) 1 属 ， 含 3 种 ， 占 高 黎贡山 全 科 属 数 15 属 的 6.7 久 。 

梁 王 茶 属 为 常 绿 无 刺 灌木 或 小 乔木 ， 全 世界 约 15 种 ， 主 要 分 布 于 大 洋 洲 ， 我 国 仅 有 3 

种 ， 产 西部 和 西南 部 ， 本 属 为 中 国 〈 西 南 ) 亚热带 和 新 西 兰 间断 分 布 的 属 。 高 黎贡山 有 

3 种， 其 中 异 叶 梁 王 茶 (Nothopazaz davidii) 和 掌 叶 梁 王 茶 (N，delavay) 为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 贡 山 梁 王 茶 (Ngomgshnaxnensis) 为 高 黎贡山 北部 东 坡 的 特 

有 种 。 由 本 属 的 分 布 情况 得 知 ， 一 个 洲际 间断 分 布 的 属 在 高 黎贡山 并 无 洲际 分 布 的 种 ， 

这 里 3 个 种 均 属 于 中 国 特有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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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热带 亚洲 至 热带 非洲 分 布 的 属 

这 一 分 布 区 类 型 是 旧 世 界 热带 分 布 区 类 型 的 西 台 ， 即 从 热带 非洲 至 印度 -马来西亚 。 

高 黎贡山 仅 常 春 茧 属 1 种 属于 这 种 分 布 式样 ， 占 全 科 属 数 15 属 的 6.7% 。 常 春 蔷 属 

(Hedera) 为 常 绿 蕨 本 ， 全 世界 5 种 ， 分 布 于 亚洲 、 欧 洲 及 北非 ; 中 国有 2 种 ， 产 云南 

的 西部 、 西 南部 ， 经 中 部 至 东部 ， 高 黎贡山 仅 有 其 中 的 1 种 ， 即 常春 蕨 〈 瑞 edera ze- 

zalensis var。 sizezsis) ， 从 越南 北部 一 直 延 伸 到 我 国 的 西部 、 中 部 至 西北 部 和 东部 ， 也 

是 洲际 分 布 属 的 一 个 东亚 种 。 

2.4 热带 亚洲 (印度 -马来西亚 ) 分 布 的 属 

热带 亚洲 “〈 印 度 -马来西亚 ) 分 布 的 属 是 旧 世 界 热带 的 中 心 部 分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物 属于 这 一 分 布 类 型 的 有 5 属 ， 即 柏 那 参 属 (Brassaiopszs) 、 掌 叶 树 属 〈Euaralioz- 

Sis)、 大 参 属 (Macropazaz)、 广 叶 参 属 〈(Tyevnesia)、 多 蔽 木 属 (Tuzpzaazathas)， 占 全 

科 15 属 的 33.3% ， 是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属 的 第 一 大 分 布 类 型 。 

(1) 柏 那 参 属 (Brassaiozpszs) 为 有 刺 〈 稀 无 刺 》 乔 木 或 大 灌木 ， 叶 为 掌 状 复 叶 ， 

全 世界 约 15 种 ， 分 布 于 亚洲 南部 至 东南 部 〈 印 度 、 缅 甸 、 马 来 西亚 )， 我 国 约 9 种 ， 

分 布 于 华南 至 西南 ， 高 黎贡山 分 布 有 4 种 1 变种， 其 中 罗 伞 (Brassaiozpsis gLozze7rula- 

如 ) 是 热带 亚洲 分 布 式样 ， 除 我 国 云南 、 西 藏 、 四 川 、 贵 州 、 广 西 有 分 布 外 ， 在 尼 泊 

尔 、 印 度 、 越 南 、 老 挝 、 柬 埔 寨 和 印度 尼 西 亚 爪 哇 岛 也 有 分 布 〈 图 1) ， 但 其 变种 长 柄 

罗 父 〈B.，glomzerulata var，Lozgizpeaicellata) 则 分 布 于 云南 〈 西 北角、 东南 角 )、 贵 

州 和 广西 及 越南 。 镇 康 罗 伞 〈B，cjhexzRanzgensis) 为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 多 

花 掌 叶 树 〈B，zpolyacaztha) 和 柱 办 柏 那 参 〈B. sxperipetala) 均 为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90 120 150 

图 1 热带 亚洲 种 的 分 布 区 
1: 罗 伞 (Brassaiozbsis gLomerulata ); 2: 大 参 (Macropanaz aseophil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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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 叶 树 属 〈Euwaraliozpszs) 为 有 刺 “〈 稀 无 刺 ) 乔木 或 灌木 ， 叶 掌 状 分 裂 ， 全 世 

界 约 11 种 ， 主 产 亚 洲 热 带 、 亚 热带 地 区 ， 我 国有 9 种 ， 产 西南 各 省 ， 高 黎贡山 分 布 有 
6 种 ， 即 翅 叶 掌 叶 树 〈 开 dzozzcola) 、 本 叶 掌 叶 树 〈 开 fatszoides) 、 榕 叶 掌 叶 树 〈 开 . 

Jicifolia)、 浅 裂 掌 时 树 〈 下 hainala)、 粗 毛 掌 叶 树 〈 下 jazspida)、 假 柄 掌 叶 树 〈 开 . 

zal7zzjpes)， 其 中 前 3 种 均 为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或 云南 特有 种 ， 后 3 种 则 为 中 国 西 

南 至 东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的 东亚 种 。 这 一 情况 说 明 掌 叶 树 属 虽 为 热带 亚洲 属 ， 但 出 现在 高 黎 

贡 山 的 仅 有 温带 东亚 种 。 

(3) 大 参 属 (Macrozpazraz) 为 无 刺 常 绿 乔 木 或 小 乔木 ， 全 世界 六 七 种 ， 分 布 于 热 

带 亚洲 的 印度 ， 自 东 喜 马 拉 雅 经 我 国 西南 和 南部 至 印度 尼 西 亚 〈 爪 哇 )， 我 国有 6 种 ， 

分 布 于 云南 西南 部 至 海南 岛 ， 高 黎贡山 有 3 种 ， 即 高 黎贡山 特有 的 小 花 大 参 〈M.，za 盖 
zflorus)、 大 参 (Maseopjilaus) (图 1)、 波 缘 大 参 (M， wadulatus)， 均 为 亚洲 热 

带 种 。 

(4) 广 叶 参 属 (Trevesia) 为 常 绿 有 刺 灌木 或 小 乔木 ， 全 世界 约 10 种 ， 分 布 于 印 
度 、 马 来 西亚 及 太平 洋 岛屿 ， 我 国有 刺 通 草 〈Trevesia papzzratae) 1 种 ， 在 高 黎贡山 生 

于 海拔 1010m 的 沟 边 林 下 ， 分 布 于 云南 的 泸 水 、 临 沧 、 景 洪 、 动 腊 、 金 平 、 河 口 、 蒙 

自 、 马 关 、 贵 州 、 广 西 、 尼 泊 尔 、 和 孟加拉、 印度、 越南 、 老 挝 、 柬 埔 寨 ， 是 热带 亚洲 分 

布 的 类 型 。 

(5) 多 和 长 木 属 〈Tuzpizdanthxs) 为 常 绿 灌木 ， 全 世界 仅 多 蓝本 (Tuzpidanthaxs ca- 

lyzptratus) 1 种 ， 在 高 黎贡山 生 于 海拔 1650m 的 山沟 玻 林 下 ， 分 布 于 云南 西南 部 的 腾 

冲 、 潞 西 、 瑞 丽 、 盈 江 、 动 连 、 沦 源 、 耿 马 、 动 海 及 西藏 〈 墨 脱 ) 、 印 度 、 和 孟加拉 、 缅 

旬 、 越 南 、 老 挝 、 柬 埔 寨 ， 很 明显 ， 这 是 一 个 高 黎贡山 南 段 保存 的 热带 亚洲 种 。 

2.S 东亚 -北美 间断 分 布 的 属 

这 一 分 布 类 型 指 间 断 分 布 于 东亚 和 北美 温带 及 亚热带 地 区 的 属 ， 高 黎贡山 有 2 属 ， 

即 格 木 属 (Ara/ia) 和 人 参 属 (Panaz)， 占 全 科 15 属 的 13. 4%%。 

(1) 格 木 属 (Aralia) 为 小 乔木 、 灌 木 或 草本 ， 全 世界 约 40 种 ， 大 多 数 分 布 于 亚 

洲 ， 少 数 种 分 布 于 大 洋 洲 及 北美 洲 。 我 国 约 30 种 ， 南 北 各 省 均 有 分 布 ， 高 黎贡山 分 布 

有 5 种 1 变种 ， 其 中 芹 叶 龙眼 独活 〈Aralia apioides)、 攀 木 (Achnizizaensis) 为 见于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 有 种 ， 景 东 攀 森 (Agizatzaagezszs)、 腾 冲 攀 森 (Atezgyejezzszs)、 

云南 橡木 〈A. 友 omzsomz) 为 云南 特有 种 ， 唯 少 毛 云南 攀 森 〈(A. tomzsomizz var。 5La- 

peresce115) 在 生态 地 理 对 角 线 两 端 分 布 〈 李 恒 ”1999c) ， 这 一 情况 说 明 攀 木 属 昌 为 洲际 

间断 分 布 的 属 ， 但 在 高 黎贡山 并 没有 洲际 分 布 的 种 。 

(2) 人 参 属 (Parzaz) 为 多 年 生 草本 ， 全 世界 约 8 种 ， 分 布 于 亚洲 东部 及 北美 ,我 

国有 6 种 ， 除 人 参 〈Paxnaz gizserg) 产 东北 外 ， 其 余 产 西南 部 ， 高 黎贡山 分 布 有 1 种 

3 变种 ， 原 变种 人 竹 节 参 〈P.， jaztonmicxs) 从 东 喜 马 拉 雅 经 高 黎贡山 一 直 分 布 到 日 本 ， 其 

他 3 变种 狭 时 人 竹 节 参 〈(P. yapomzcxs var。 azguSstz olixs)、 羽 叶 三 七 (P，7Jazpozzzcas 

var。 Dibz7272ati Fidxs)、 珠 子 参 (P. japoxziicus var，7a7jor) 为 中 国 - 东 喜马拉雅 分 布 

式样 。 

所 开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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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东亚 分 布 的 属 

东亚 分 布 的 属 包括 从 东 喜 马 拉 雅 一 直 分 布 到 日 本 的 一 些 属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有 
东亚 分 布 的 3 属 ， 即 五 加 属 (Acanztzhopazaz)、 常 春 木 属 (Merrillziozpazzaz) 和 刺 要 属 

(Kaopazaz)， 占 全 科 15 属 的 20% ， 其 丰富 程度 仅 次 于 热带 亚洲 属 (5 属 ) 。 

(1) 五 加 属 (Acanthozpazaz) 为 灌木 或 小 乔木 ， 全 属 约 35 种 ， 分 布 于 中 国 、 日 

本 、 喜 马 拉 雅 山脉 地 区 至 菲律宾 、 马 来 半岛 ， 我 国 约 有 26 种 ， 广 布 于 南北 各 省 ， 高 黎 
贡 山 分 布 有 6 种 2 变种 ， 其 中 乌 敛 莓 时 五 加 (Acanzzthozpazaz cisszFolixus)、 白 款 〈A. 

tirifoliatus ) 2 种 为 中 国 - 东 喜马拉雅 分 布 型 ， 其 余 的 吴 荣 黄 叶 五 加 〈A.，evodiaejolz- 

5) 、 组 毛 吴 荣 黄 叶 五 加 (Aerodiaejfolius var， errugzizexts)、 淡 绿 吴 荣 黄 叶 五 加 

(Aeroaiaefolius var.， glatxcuds)、 五 加 (Agracilistylus)、 康 定 五 加 (ALasio- 

gyie)、 毛 叶 蔽 五 加 (Auasiogyne var， aluescezzs) 均 为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和 变种 ， 五 加 属 虽 为 东亚 属 ， 但 在 高 黎贡山 却 没 有 任何 一 种 分 布 到 日 本 。 

(2) 刺 橄 属 〈 开 alopazaz) 为 落叶 乔木 ， 是 东亚 特有 属 之 一 ， 全 属 仅 刺 枯 〈 开 azo- 

zaziaz sebte7alopxs) 1 种 ， 分 布 于 云南 的 贡 山 、 维 西 、 镇 雄 、 四 川 、 贵 州 、 广 西 、 广 

东 、 江 西 、 陕 西 、 浙 江 及 东北 地 区 和 西伯 利 亚 、 朝 鲜 半 岛 、 日 本 。 

《3) 稼 春 木 属 (MerriLiziopazraz) 为 常 绿 小 乔木 ， 全 属 约 4 种 ， 是 一 个 中 国 -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的 属 ， 我 国有 3 种 ， 高 黎贡山 有 2 种 ， 即 常春 森 (Merrilliozpazzaaz cjPz7zzez2szis ) 

和 单 叶 常 春 木 (M.， /listeri) 。 常 春 木 属 是 一 个 古老 的 属 ， 其 存在 的 历史 比 喜马拉雅 的 成 

陆 历 史 还 要 长 ， 因 此 ， 本 属 在 喜马拉雅 的 分 布 区 是 衍生 的 ， 鉴 于 常春 木 0(M.， cjhzzem- 

Si5) 和 单 叶 常春 木 (M.， listeri) 的 分 布 区 在 高 黎贡山 的 独 龙 江 地 区 衔接 并 重 压 ， 很 可 

能 常春 木 属 的 起 源 地 和 分 化 中 心 都 在 独 龙 江 ， 它 是 一 个 典型 的 起 源 于 古 南大 陆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北部 〈 独 龙 江 流域 ) 的 古 热带 纬度 范围 内 的 属 ， 随 着 纬度 的 变更 ， 山 体 的 强烈 

上 升 ， 独 龙 江 的 气候 虽然 变 凉 了 ， 但 水 分 条 件 更 为 丰富 ， 常 春 木 属 植物 经 过 新 的 适应 依 

旧 在 河谷 地 带 保存 下 来 〈 李 恒 ”1994a，1994b) 。 

如 上 所 述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在 属 级 水 平 上 是 以 热带 起 源 为 主流 的 ， 各 类 热带 属 

的 成 分 占 全 科 的 66. 67% ， 而 温带 属 的 成 分 仅 占 33. 3 办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并 没有 自己 的 
特有 属 ， 虽 与 热带 亚洲 、 非 洲 、 大 洋 洲 、 北 美洲 有 不 同 程度 的 联系 ， 但 缺乏 从 高 黎贡山 

间断 分 布 于 热带 美洲 的 属 ， 也 缺乏 从 高 黎贡山 分 布 到 广大 温带 亚洲 的 属 和 从 高 黎贡山 分 

布 到 地 中 海地 区 及 中 亚 或 西亚 的 属 。 从 地 史上 来 考虑 ， 高 黎贡山 地 区 和 古 地 中 海 的 关系 

十 分 微弱 。 

3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的 特有 现象 

3.1 物种 主要 为 温带 型 

根据 属 的 分 布 区 式样 通常 可 以 佐证 各 大 区 域 或 大 陆 块 之 间 的 地 史 关 系 ， 并 可 推断 属 科 

的 大 体 起 源 时 期 ， 每 一 个 地 区 植物 区 系 均 由 具体 的 植物 种 构成 ， 研 究 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 

可 以 直接 确定 一 个 地 区 或 一 个 科 现 有 植物 区 系 的 地 带 性 质 和 地 理 起 源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物 计 有 56 种 13 变种 ， 基 本 上 归属 于 4 个 分 布 区 类 型 ( 表 6)。 

有 



表 6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种 的 分 布 区 式样 

占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种 
分 布 区 式样 (类 型 ) 种 和 变种 数 和 恋 种 数 的 百分比 /% 

7. 热带 亚洲 分 布 8 11. 59 

11. 温带 亚洲 分 布 1 1. 45 

14. 东亚 分 布 2 2. 90 

14-1. 中 国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15 21.74 

15. 中 国 特有 分 布 

15-1.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2 31. 88 

15-2.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区 175%89 

15-3. 局 限于 高 黎贡山 的 特有 种 9 13.04 

合计 69 100 

x 编号 所 指 分 布 区 类 型 与 表 2 相同 。 

从 表 6 区 系 地 理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高 黎贡山 现 有 五 加 科 植 物 的 属 大 多 数 是 热带 属 ， 但 

种 类 以 温带 成 分 为 主 。 进 入 高 黎贡山 植物 区 系 的 五 加 科 土 著 植 物 计 有 56 种 13 变种 ， 其 

中 仅 8 种 和 变种 即 11. 59%% 从 高 黎贡山 分 布 到 世界 的 某 一 热带 区 域 ，61 种 和 变种 即 

88. 41%% 的 植物 种 属 温带 性 质 ， 在 热带 类 型 中 ， 又 全 为 热带 亚洲 成 分 ， 高 黎贡山 没有 任 

何 一 种 五 加 科 植 物 延 伸 到 热带 非洲 或 热带 美洲 及 大 详 洲 ， 与 属 的 分 布 式样 不 一 致 ， 高 黎 

贡 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完全 缺乏 洲际 分 布 的 种 ， 亚 洲 热 带 虽 然 地 域 相 邻 ， 空 间 障 碍 不 大 ， 物 种 

交流 比较 容易 ， 但 因 高 黎贡山 整体 向 北 温带 做 了 大 步 迁 移 ， 五 加 科 热 带 亚洲 成 分 大 都 损 

失 殖 尽 。 这 一 统计 结果 与 属 的 统计 结果 〈66. 67% 的 属 系 热带 属 ) 形成 很 大 的 反差 ， 其 

原因 在 于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上 的 高 黎贡山 植物 区 系 源 于 赤道 热带 ， 在 板块 位 移 过 程 中 ， 

随 着 高 黎贡山 的 北 移 、 山 体 的 强烈 上 升 ， 五 加 科 这 一 起 源 于 热带 的 古老 木 本 植物 家 族 ， 

因 不 适应 比 赤道 带 冷 得 多 的 气候 环境 而 先后 被 淘汰 ， 部 分 属 种 则 在 新 的 环境 中 经 过 适 

应 、 演 化 和 重新 分 化 ， 除 个 别 热带 属 的 北 缘 种 在 高 黎贡山 北端 独 龙 江河 谷中 幸存 下 来 

[如 树 参 属 (Dendropazaz)] 以 外 ， 其 余 新 分 化 出 来 的 植物 则 是 温带 性 的 【如 常春 木 属 

(Merrillioparaz)]。 因 此 ， 现 在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中 ， 热 带 起源 的 属 多 于 温带 

属 ， 但 温带 种 大 大 多 于 热带 种 〈 李 恒 1994b，1999a) 。 

3.2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的 特有 现象 

特有 现象 仅 指 发 生 或 出 现在 某 特定 的 自然 区 域内 的 特有 自然 现象 。 根 据 五 加 科 植 物 

的 分 布 式样 ， 可 把 分 布 在 中 国 并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的 植物 种 类 称 为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的 

特有 现象 ， 即 特有 种 。 特 有 种 分 3 类 ， 即 局 限于 高 黎贡山 的 称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及 云南 其 他 地 区 的 称 为 云南 特有 种 ，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及 云南 省 境外 称 为 中 国 特 

有 种 。 

3.2.1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是 五 加 科 植 物 在 该 区 的 重要 特有 现象 ， 这 里 共有 9 个 特有 种 和 变种 
.132 。 



( 表 7)， 占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总 数 的 13. 04% ， 特 有 化 程度 适中 稍 偏 高 ， 通 过 这 些 有 

限 数 的 分 析 ， 可 以 看 到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特 有 现象 的 端倪 : @ 类 型 多 样 。9 个 特有 

类 和 群 分 别 归属 于 柏 那 参 属 (Brassaiozsis)、 树 参 属 (Dendropazarz)、 大 参 属 (Macro- 

zazaz)、 常 春藤 属 (Merrzlliobpazaz)、 深 王 茶 属 (Nothobpazaz)、 五 叶 参 属 (Pentaz- 

az2az)、 忽 掌 柴 属 〈Schne8riere) 7 个 属 ， 但 是 五 加 科 中 最 为 进化 的 攀 木 属 (Aralia)、 

人 参 属 (Panraz) 均 未 能 孕育 出 适应 高 黎贡山 气候 的 特有 种 。G@) 特有 种 的 生成 率 与 纬 

度 的 高 低 成 正比 。 与 地 球 表面 生物 聚集 的 规律 相左 ， 这 里 位 于 北纬 27N 以 北 的 贡 山 县 

境内 的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比 处 于 25 N 左右 的 腾冲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多 得 多 。 页 山 县 内 有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8 个， 福 贡 因 高 黎贡山 西 坡 主要 在 缅甸 ， 东 坡 面积 狭小 ， 仅 有 2 个 特有 

种 ， 位 居 26 N 南北 的 泸 水 有 3 个 特有 种 。 腾 冲 全 境 属 于 高 黎贡山 范畴 ， 兼 有 东 坡 、 西 

坡 和 高 黎贡山 的 分 支 尖 高 山 ， 纬 度 偏 南 4 ， 热 量 条 件 肯定 优 于 北 段 的 贡 山 县 境 ， 但 仅 

有 1 个 特有 种 。 种 类 北方 多 于 南方 的 现象 在 地 球 上 并 不 常见 ， 高 黎贡山 这 一 特有 现象 的 

出 现 主要 与 北 段 极为 丰富 的 水 湿 条 件 有 关 。 

表 7 高 黎贡山 特有 五 加 科 植 物 

属 名 种 名 ac 
贡 山 “ 福 贡 泸 水 “腾冲 本 

柏 那 参 属 (Brassaiopsis) 多 花 掌 叶 树 ( 吾 . polyacaztyhay) 2 二 1650 

柏 那 参 属 (Brassaiozpsis) 柱 为 柏 那 参 (B. swpoeripetaLa ) 宙 二 2250 一 2800 

树 参 属 ( Denrdropanaz) 缅甸 树 参 (D. pxzazzicus) 十 十 1380 一 1900 

大 参 属 (Macrozbamraz) 小 花 大 参 CM. parui FLorus) 十 1150 

常春 蕨 属 (Merrilliopanraz) 常春 木 (M. chznensis) 十 1280 一 1450 

深 王 茶 属 (Nothozpanaz) 贡 山 粱 王 茶 (CN. gomgshnazzezzszis) 于 2000 

五 叶 参 属 (Pentazpazraz) 独 龙 五 叶 参 C(P. zirioliatus) 5 1300 一 1800 

儿 掌 柴 属 (ScheFFzera) 细 序 鳌 掌 柴 (S. tenalis) 二 1650 一 1700 

忽 掌 柴 属 (Sche 太 Fiera) 云南 鹅 掌 柴 (S. yxzzzazensis) 寺 了 1700 

合计 9 8 2 3 1 

注 ， 十 ”表示 有 分 布 ,下 同 。 

3. 2.2 云南 特有 种 

云南 特有 种 指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及 云南 其 他 地 区 的 特有 种 ， 属 于 这 种 类 型 的 特有 种 共 

12 种 和 变种 〈 表 8) ， 与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情况 类 似 一 一 种 类 北 多 南 少 ， 贡 山 有 7 种 〈 占 

58. 3%) ， 而 最 南端 龙 陵 仅 有 2 种 〈 占 16.7%)。 除 此 之 外 ， 由 于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的 位 

移 ， 高 黎贡山 北 移 ， 从 汗 西 北 到 演 东 南 形成 了 一 条 生态 地 理 对 角 线 ， 在 对 角 线 的 两 端 间 

断 分 布 有 一 些 云 南 特 有 类 群 ， 如 少 毛 云南 攀 森 (Aralia 万 oxzzazosozziz var. glLaeresce7s)、 

单 枝 五 叶 参 (Pentiapazaz Leschezaultii var。， Simplex) 等 。 

本 



表 8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五 加 科 种 类 

分 布 

人 察 隅 贡 山 福 贡 泸 水 腾冲 龙 陵 云南 其 他 地 区 

1. 景 东 攀 森 (Aralia gtzimzttu7zgezzszy ) 十 ) 景 东 

2. 腾冲 攀 森 〈A. temgyehenszs) 击 潞 西 

3. 少 毛 云南 攀 森 〈A. 太 omasomii var。 gLaperesce7ts) 站 西 畴 

4. 镇 康 罗 伞 〈Brassazozpsis chemzgRa7zgeasis ) = 镇 康 、 凤 庆 、 双 江 、 潞 西 

5. 刺 叶 掌 叶 树 〈Euaralzozpsis daumazzicola ) 让 潞 西 

6. 全 缘 叶 五 叶 参 (Pentaezpanaz escjheraxultiz var. 十 十 德 钦 、 维 西 

Jorrestzz) 

7. 单 枝 五 叶 参 〈P. eschenaultii var。 Si7z 力 Le 并 ) 让 人 金平 

8. 中 华 忽 掌 柴 〈(Sche 太 iera chzizzerzsis ) 人 镇 康 、 思 茅 、 动 海 、 景 

东 、 凤 庆 、 易 门 

9. 拟 白 背 叶 鹅 掌上 〈S. jyztoleucozces) 十 绿 春 、 蒙 自 、 元 江 、 金 

平展 边 汪 史册 

10. 大 叶 鹅 掌 柴 〈(S，7zaacrobphnyliay) 一 疡 市 临 沧 、 屏 边 、 绿 春 、 思茅 

11. 多 脉 忽 掌 此 〈S.，7zzltzreruia) 三 权 所 总 怕 罗 雪山 

12. 瑞丽 牲 掌 柴 〈S，sjhzuelzienszis) 忆 十 十 十 瑞丽 、 临 沦 、 镇 康 、 景 东 

合计 5 

3.2.3 中 国 特有 种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的 五 加 科 中 国 特有 种 有 22 种 和 变种 〈 表 9)， 占 总 数 的 31. 88 汶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云 南 特有 种 和 中 国 特有 种 三 者 之 和 为 43 种 和 变种 ， 也 就 是 说 ， 高 黎 
贡 山 五 加 科 植 物 中 ，62. 32%% 为 中 国 特有 种 。 

从 表 6、 表 7、 表 8、 表 9 可 以 看 出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的 温带 型 成 分 中 ， 东 亚 

成 分 为 17 种 ， 占 全 部 种 数 的 24. 64%， 其 中 中 国 -喜马拉雅 分 布 式样 有 15 种 ， 占 
21. 74 为 ， 东 亚 成 分 (17 种 ) 和 中 国 特有 成 分 〈43 种 ) 共 占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种 的 

69. 57 为 ， 它 们 构成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的 基本 骨架 ， 无 可 争辩 地 标志 着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的 东亚 温带 性 质 。 

| 

表 9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五 加 科 植 物 

种 名 分 布 

1. 吴 荣 英 叶 五 加 贡 山 、 泸 水 、 腾 冲 、 丽 江 、 镇 康 ; 西藏 、 四 川 、 贵 州 、 广 西 、 江 西 、 

(Acamtpopazzaz evodiaeoizus) 浙江 、 安 徽 、 陕 西 

2. 锈 毛 吴 荣 黄 叶 五 加 贡 山 、 泸 水 、 腾 冲 、 中 旬 、 德 钦 ; 西藏 、 四 川 、 贵 州 、 广 西 

(A.euodiaejolius var。 errugzi7zexs) 

3. 淡 绿 吴 荣 英 叶 五 加 贡 山 ; 西藏 、 四 川 、 贵 州 

(A. evodiae olius var。 glLaxcaus) 

4. 五 加 〈A. graczilzstylas)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 中 旬 、 丽 江 、 蒙 自 、 文 山 、 威 信 ; 四 川 、 广 东 、 

湖北 、 湖 南 、 江 西 、 安 徽 、 浙 江 、 江 苏 、 河 南 、 陕 西 

5. 康定 五 加 〈A. Laszogynre) 察 隅 、 德 钦 ; 四 川西 部 

*。 134 。 



续 表 

种 名 分 布 

6. 毛 叶 订 五 加 贡 山 、 丽 江 、 维 西 、 大 关 、 永 善 ， 四 川 、 湖 北 、 江 西 、 甘 肃 、 陕 西 
(A. exvcorrhizus var， uluescezs) 

7. 芹 叶 龙眼 独活 〈Aralia apioides) 贡 山 、 兰 坪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鹤 庆 ; 西藏 东部 、 四 川 

8. 橡木 〈A. chinensis) 贡 山 、 福 贡 、 丽 江 、 维 西 、 寻 旬 、 镇 雄 ; 甘肃 、 陕 西 、 山 西 、 河 北 、 

广西 、 广 东 、 福 建 

9. 盘 叶 掌 叶 树 〈Euaraliotpsis atsioides) 贡 山 、 西 双 版 纳 、 金 平 、 洱 源 、 昭 通 、 景 东 、 邱 北 、 镇 雄 、 凤 庆 ; 四 

川 、 贵 州 

10. 榕 叶 掌 叶 树 〈 正 .Ficiyfolia) 沪 水、 西双版纳、 普洱、 西 畴 ; 广西 

11. 异 叶 梁 王 茶 (Nothoztbaraz davidii) 贡 山 、 泸 水 、 腾 冲 、 屏 边 、 砚 山 、 麻 栗 坡 、 昭 通 、 镇 雄 、 大 关 ; 四 

川 、 贵 州 、 湖 南 、 湖 北 、 陕 西 

12. 掌 叶 梁 王 茶 〈N. delavayi) 贡 山 、 中 旬 、 德 钦 、 丽 江 、 大 理 、 稚 庆 、 澜 濞 、 洱 源 、 嵩 明 、 昆 明 、 

蒙 自 ; 四川、 贵州 

13. 锈 毛 五 叶 参 〈Pentiazanaz herryi) 察 隅 、 德 钦 、 中 旬 、 准 庆 、 维 西 、 丽 江 、 昆 明 、 富 民 、 禄 劝 、 宣 威 、 

蒙 自 、 文 山 、 广 南 、 麻 栗 坡 ; 西藏、 广西 、 四 川 

14. 毛 叶 绣 毛 五 叶 参 贡 山 、 德 钦 、 丽 江 、 蒙 自 ;， 四川 

( 卫 . herry var。 tozmeitosu3S) 

15. 短 序 政 掌 柴 (ScheFPiera podinieri) ， 贡 山 、 保 山 、 师 宗 、 广 南 、 文 山 、 蒙 自 ， 广西 、 四 川 、 贵 州 、 湖 北 

16. 穗 序 玫 掌 此 〈S. delavayi)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 中 旬 、 岗 明 、 景 东 、 泣 省、 文山 、 砚 山 、 蒙 自 、 

元 江 、 盐 津 ; 四 川 、 贵 州 、 湖 南 、 湖 北 、 江 西 、 福 建 、 广 东 、 广 西 

17. 大 叶 红 河 忽 掌 此 贡 山 ; 四川、 广西 

(9. hoz var。，7Qc7zozpAyLLa) 

18. 止 脉 笔 掌 此 贡 山 、 泸 水 ; 西藏 

《SS. 1772z7esSQ Var。 8LQD7resce7z5) 

19. 光 叶 四 脉 笔 掌 柴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腾 冲 、 维 西 、 兰 坪 ;， 西藏 

(S. 1771 思 ressQ Var。 ELaprescems) 

20. 星 毛 鸭 掌 木 〈S. mizznutistellata) 腾冲 、 龙 陵 、 双 江 、 景 东 、 西 畴 、 砚 山 、 邱 北 ;， 西藏、 广西 、 广 东 、 

湖南 、 江 西 、 福 建 

21. 西藏 忽 掌 柴 〈S. zuardi) 贡 山 、 福 贡 、 凤 庆 ， 西藏 

22. 独 龙 鹅 掌 柴 〈S. yx) 贡 山 、 维 西 ; 西藏 

4 高 黎贡山 的 位 移 和 抬升 对 五 加 科 植 物 地 理 的 影响 

高 黎贡山 位 于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的 北 段 ，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位 移 对 高 黎贡山 植物 区 系 

的 生物 效应 表现 在 热带 植被 类 型 被 亚热带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所 替代 ， 古 南大 陆 热 带 植物 区 

系 旷 变 为 现代 的 东亚 温带 植物 区 系 。 在 这 一 替代 、 虹 变 过 程 中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的 系统 发 育 和 地 理 分 布 也 受到 明显 影响 。 表 现在 : @ 热带 属 失去 了 热带 种 ， 代 之 而 

起 的 为 温带 种 。 五 加 科 在 高 黎贡山 有 树 参 属 (Denadrozparaz) 等 10 个 热带 属 ， 其 中 仅 

忽 掌 柴 属 〈(Schefriera)、 柏 那 参 属 (Brassaiopsis)、 广 叶 参 属 (Tyevesia)、 多 世 木 属 

(CTxzpzdazthxs)、 大 人 参 属 (Macropazaz) 5 属 在 高 黎贡山 保留 有 7 个 热带 种 和 1 个 热带 

变种 。 另 5 个 热带 属 [ 树 参 属 (Dendropazaz)、 五 叶 参 属 (Pentaezpanaz)、 深 王 茶 属 

CNotihoparaz) 等 ] 的 热带 种 在 高 黎贡山 荡然 无 存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东亚 温带 种 ， 且 多 数 

为 中 国 或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表 7 一 表 9)。G@) 完整 的 分 布 区 被 间断 ， 同 一 种 的 不 同居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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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 于 云南 生态 地 理 对 角 线 的 两 端 。 如 少 毛 云南 橡木 〈Aralia 妃 omosoraii var， gla- 

peresce11s) 、 单 枝 五 叶 参 〈Pentepazaz Leschezzaxultii var。， zz2lez)、 拟 白 背 叶 忽 掌 柴 

CSche1rlera jypoleucoiades) 等 均 为 板块 位 移 引起 的 汗 西 北 - 汗 东 南 间断 分 布 式 样 属 种 。 
另 一 些 种 的 居 群 被 排挤 于 生态 地 理 对 角 线 的 西南 侧 ， 如 大 叶 牲 掌 柴 〈Schne 太 iera 

74czrobjhylia)， 它 的 分 布 区 显然 在 回 云 南西 南部 萎缩 ， 其 多 数 居 群 被 排挤 在 云南 高 原 

2 

5 起 论 

(1)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是 以 热带 属 (10 属 66. 67%) 为 主 的 古老 木 本 植物 ， 它 在 

高 黎贡山 没有 自己 的 狭 域 特 有 属 。 现 存 于 高 黎贡山 的 类 群 多 为 热带 属 在 亚热带 、 温 带 地 

区 的 代表 ， 它 们 是 热带 种 群 在 高 黎贡山 晓 变 的 结果 。 

(2) 温带 种 主要 源 于 热带 属 ， 即 热带 属 留 给 高 黎贡山 的 是 温带 种 。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物 区 系 的 结构 特点 在 于 : 热带 属 (10 属 ) 多 于 温带 属 (5 属 ) ， 温 带 种 〈61 种 和 变 

种 ) 大 大 多 于 热带 种 〈 8 种 和 变种 )， 现 代 的 植物 区 系 为 温带 型 ， 其 中 东亚 成 分 和 中 国 

特有 成 分 共 占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种 的 69. 57% ， 它 们 是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植 物 区 系 的 核 

心 和 主体 。 

(3) 洲际 分 布 的 属 在 高 黎贡山 没有 洲际 分 布 的 种 。 高 黎贡山 有 7 个 洲际 分 布 的 属 ， 

但 无 任何 洲际 分 布 的 种 。 这 里 有 10 个 热带 属 ， 其 中 仅 忽 掌 柴 属 (Schefriera) 等 5 属 

在 高 黎贡山 有 热带 种 ， 显 示 了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向 温带 型 转变 的 演化 趋势 ， 同 时 也 表明 属 

和 种 的 区 系 性 质 不 是 同等 的 。 

(4) 高 黎贡山 五 加 科 特 有 种 丰富 。G@ 特有 种 丰富 。 这 里 有 中 国 特有 类 和 群 22 种 和 变 

种 ， 云 南 特 有 类 群 12 种 和 变种 ， 高 黎贡山 的 特有 类 和 群 9 种 。@ 在 不 同 地段 中 ， 特 有 种 

的 丰富 程度 与 纬度 成 正比 ， 北 段 〈 贡 山 ) 的 特有 类 群 〈8 种 和 变种 ) 远 远 多 于 南 段 的 膳 

冲 (1 种 )。 

(5)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的 位 移 ， 对 高 黎贡山 植物 区 系 的 深刻 影响 表现 在 : 热带 属 种 

赔 变 、 分 化 为 温带 种 ， 一 些 类 群 的 分 布 区 被 间断 和 切割 ， 一 些 类 群 在 滇 西北 - 沪 东 南 的 

生态 地 理 对 角 线 两 端 分 布 ， 另 一 些 类 群 局 限 在 生态 地 理 对 角 线 的 西南 侧 分 布 。 

致谢 ”本 论文 承蒙 李 恒 研究 员 的 悉心 指导 和 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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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ytogeographical Study on Araliaceae 

in Caoligong Mountains 

LI Rong LONG Chun-li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开 unming 6502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genera，species，and geological data，a study on 

the phytogeography of Araliaceae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was carried out，The re- 

sults are as follows: 〇 The Araliaceae flora in the region consists of 15 genera，56 spe- 

cies，and 13 varieties，(C@) At the level of genera most of Araliaceae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riginated from the tropics，The tropical genera of Araliaceae in the Gaoli- 

gong Mountains region are 66.7% 〈10 genera) while the temperate genera are only 

33.3% (5 genera). The Araliaceae flora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s less affinities to 

that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Central Asia. @) At the Specific level the Araliacea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is dominated by temperate species (88. 4% of the total spe- 

cies)， This pattern i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genera。 The flora of the Gaoli- 

gong Mountains originated in the troplcs，The Araliaceae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with a tropical origin，differentiated into various Species (e.g&，JMerrzllzopa7zaz SPpP. ) 

which are suitable to grow in a temperate region during the Burma-Malaya Geoblock 

movement northward from the tropical to temperate zone，Only a few troplcal Species 

remained in the Dulong River watershed (e. g，Dexzaropazaz spp. )， Therefore，there 

are more genera with tropical origin than the those with temperate origin，while tropical 

Species are less than the temperate ones，Among all the floristic components，the Sino- 

Himalayan (15 spp. ) and the endemic to Chinese (43 spp. ) components constitute the 

framework of the Araliaceae flora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These components have 

a temperate floristic characteristic。@ The Araliaceae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s rich 

In endemic specles，There are 22 Species and varieties endemic to the China，12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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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arieties endemlc to Yunnan，and 9 Species endemic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he amount of endemism varies with latitude with more endemic taxa in the north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8 Species and varieties in Fugong) than in the south (only 1 

Species in Tengchong). @) Because of the biogeographical effects of the Burma-Malaya 

Geoblock movement on the flora and fauna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some taxa in 

Araliaceae probably had a previously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_ pattern from south or 

southeast Yunnan to the area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but now have a disjunct distri- 

bution pattern from northwest to southeast Yunnan， These populations are separated by 

an ecogeographical diagonal line that effectively isolates these two regions。These taxa 

include Aralza 态 ozzso7z7 var。 gLaperesce115， Petazpa71QT Leschne7zQULt Var。 5S2711 力 LeZ， 

and Schne frera 刀 ypolexcotdes， Some species in Araliaceae can only survive in the south 

and west of the diagonal line.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Araliaceae，Flora，Phytogeography 



中 国 植物 区 系 新 资料 ” 

李 上 凤 李 恒 刀 志 灵 龙 春 林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报道 了 采 自 滇 西北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中 国 新 记录 种 一 一 腺 昔 唇 柱 莒 苦 〈Cjpazrzta 

adenocalLyz Chatterjee) 及 云南 新 记录 种 一 一 西藏 越 桔 [【Vacczzzzxza retxsx72 (Griff. ) Hook. 

司 iAG BCIke]; 

关键 词 ” 腺 昔 唇 柱 苔 苦 ， 西 藏 越 桔 ， 中 国 新 记录 ， 云 南 新 记录 

1 腺 车 唇 柱 昔 区 ” 新 拟 
Cjiirita ademrocalyx Chatterjee in 上 Kew Bull. : 63. 1948;， Burtt in Notes 人 Roy， 了 Bot. 

EREdinbai 226 261. 19657 Woody inNaotesJRoy 1BoE ) Gard 下 dinb: 

全 idL76. 1974， 

多 年 生 草本 。 葵 下 部 倾 卧 ， 高 达 30cm， 密 被 短 柔 毛 ， 节 间 长 达 10cm。 叶 对 生 ， 卵 

圆 形 至 狭 卵 圆 形 ， 长 4. 5 一 16cm， 宽 2 一 7.5cm， 先 端 渐 尖 ， 边 缘 具 锯齿 ， 基 部 偏 斜 ， 

不 相等 ， 圆 形 或 下 延 ， 两 面 密 被 短 柔 毛 ， 侧 脉 7 对 ， 背 面 主 脉 及 侧 脉 被 红 棕 色 短 柔 毛 ; 

叶柄 长 1 一 3cm， 被 柔 毛 。 聚 企 花 序 腋生 ， 具 1 一 3 花 ， 花 序 梗 长 2 一 5cm， 被 红 褐色 无 

腺 柔 毛 。 苞 片 成 对 ， 基 部 合生 ， 宽 卵 圆 形 ， 长 约 1. 8cm， 宽 约 0.5cm， 先 端 渐 尖 ， 被 柔 

毛 ， 掌 状 脉 。 花 梗 长 0. 1 一 0. 8cm， 密 被 柔 毛 。 花 苯 管 状 ， 管 长 1. 3cm， 齿 狭 三 角形 ， 

长 0. 9cm， 基 部 宽 0. 4cm， 先 端 渐 尖 ， 顶 端 常 外 弯 ， 外 面 密 被 柔 毛 ， 内 面 无 毛 ， 两 面 通 

常 可 见 白色 或 红 褐 色 无 柄 腺 体 。 花 冠 长 3. 5 一 4cm， 裂 片 淡 蓝 紫色 ， 冠 简直 立 ， 略 膨胀 ， 

日 部 宽 1. 5 一 2cm， 外 面 疏 被 柔 毛 ， 喉 部 上 面 明 显 具 2 黄色 腺 体 ， 冠 榴 二 展 形 ， 上 展 2 

裂 ， 下 唇 3 裂 。 能 育 雄花 2， 着 生 于 离 冠 简 基 部 约 2cm 处 ， 花 丝 长 约 lcm， 在 着 生 处 上 

方 明显 膝 曲 ， 具 无 柄 腺 体 。 花 药 连 着 ， 药 室 2， 略 又 开 ， 宽 约 4mm， 无 毛 ; 退化 雄 芒 

2， 着 生 于 离 冠 简 基 部 约 lcm 处 ， 长 约 0. 7cm， 被 细 长 柔 毛 。 花 盘 环 状 ， 高 Imm， 有 具 浅 

齿 。 肉 巷 散 生 ， 有 具 腺 或 无 腺 短 柔 毛 ， 长 3.5cm， 子 房 宽 1.8mm， 人 花柱 宽 1. 2mm， 柱 头 

2 裂 ， 上 和 裂片 缺 ， 下 裂片 浅 2 裂 ， 宽 达 4. 5mm。 果 实 未 见 ， 花 期 7 月 。 

Yunnan (云南 ) ， Gongshan Xian ( 贡 山 县 )，Dulongjiang Xiang ( 独 龙 江 乡 )，W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 高 黎贡山 西 坡 ) ，on the trail from Qiqi to Bapo in the Du- 

long Jiang valley ( 沿 独 龙 江 流 域 ， 从 期 其 到 巴 坡 的 山道 中 )，growing on a wet mossy 

bank along the trail，alt，2050 一 2150m，27"43 47”N，98"23 29%” E，Li Heng 〈 李 恒 ) 

with Bruce Bartholwmew，Philip Thomas，Peter Fritsch，Dao Zhi-ling 〈 刀 志 灵 )， 

< 本 文 2003 年 发 表 于 《武汉 植物 学 研究 》 21(2): 153 一 154。 

。139 。 



Wang Zhong-lang (〈 王 仲 衣 ) ，and Li Rong (〈 李 嵘 ) 12906，Jul,， 17，2000 (KUN) 。 

分 布 : 产 中 国 云南 贡 山 〈 独 龙 江 流域 )， 生 于 海拔 2400m 以 下 的 常 绿 阔 叶 两 林 中 ; 

印度 〈 阿 萨 姆 )、 缅 甸 北 部 也 有 分 布 。 中 国 新 记录 分 布 。 

2 西藏 越 村 

YacciPziu1aE retrSu1 (Griff. ) Hook，f{f，ex C，B.，Clarke in Hook. f{f FI，Brit，Ind. 

3 .451.1882,,Sleuiner 这， Bot jakrbl Cdosn434194J 和 LaraA ERIIGE TS 

241 让 9665leomivCorSin 3 1191 4348.419767 下 .CFangnl TIzo 

724.1986) RuGaiEangiin Fl Reipw 了 opSins 57 G32 152.499 相 二 JJ700222 吉 郊区 252 

Griffin Notulae 4:, 300. 1854 et Icon，PI， Asiat， ft， 509. 1854. 

Yunnan (云南 ) ， Gongshan Xian 〈 贡 山 县 ) ，Cikai Zheng 〈 欧 开 镇 ), 了 side of Gao- 

ligongshan〈 高 黎贡山 东 坡 )，along the Danzhu He on the road from Nu Jiang at Danzhu 

to the Myanmar border 〈 沿 怒江 流域 的 丹 珠 河 文 流 ， 从 和 丹 珠 至 缅甸 边界 的 山道 中 )， 

growing on a steep moist slope, alt，2650m，27?"37' 49” N,，98"37 .18 下 ，Li Heng 〈 李 恒 ) 

with Bruce Bartholwmew，Philip Thomas，Peter Fritsch，Dao Zhi-ling 〈 刀 志 灵 )， 

Wang Zhong-lang ( 王 仲 关 )，and Li Rong 〈 李 嵘 ) 11830，Jul， 01，2000 (KUN ) ; 

Gongshan Xian 〈 贡 山 县 )，Dulongjiang Xiang ( 独 龙 江 乡 )，W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 高 黎贡山 西 坡 )，on the trail from Qiqi to Bapo in the Dulong Jiang valley 

( 沿 独 龙 江 流域 ， 从 期 其 到 巴 坡 的 山道 中 )，growing in moss on a fallen tree，alt， 

2500m，27"43 ' 28” N，98"24 54 下，Li Heng (〈 李 恒 ) with Bruce Bartholwmew，Philip 

Thomas，Peter Fritsch，Dao Zhi-ling ( 刀 志 灵 )，Wang Zhong-lang ( 王 仲 朗 )，and Li 

Rong ( 李 嵘 ) 12911,，Jul. 17，2000 (KUN) 。 

分 布 : 云南 贡 山 〈 独 龙 江 流域 )、 西 藏 南部 〈 察 隅 、 定 结 )， 尼 泊 尔 、 不 丹 、 印 度 

(锡金 邦 、 东 北部 )、 缅 甸 北 部 也 有 分 布 。 云 南 新 记录 。 

致谢 ”中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的 王 印 政 博士 和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科 学 院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USA) 的 Bruce Bartholomevw 博士 惠 赠 有 关 资 料及 提出 宝贵 意 

见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究 所 的 方 瑞 征 研究 员 在 标本 的 鉴定 过 程 中 给 予 了 极 大 的 

帮助 。 

Additions to the Flora of China 

LIRong LI Heng DAO Zhi-ling LONG Chun-li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y) 

Abstract One new record species to China，CHhizirzta adeziocalyZ Chatterje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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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new record Species to Yunnan，Vaccz72zz772 7ettSsw72 〈Griff. ) Hook，f{f，ex C， 了 B. 

Clarke，found in Gaoligong Mountains of northwestern Yunnan are reported in this pa- 

Per. 

Key words Cjaz7ita aezzocaLyz，Vaccz72z2770 7etuSu72 ，New record to China，New 

record to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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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New Taxa of Maiamtpe1zx112 (Convallariaceae ) 

from Northwestern Yunnan ，China* 

LI Rong LI Heng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Yunnan 65020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lirong mail(@ yahoo. com，liheng@public. km. yn. cn)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expeditions to Gaoligong Mountains in Western Yunnan China， 

the authors discovered two new taxa，JMaiza7zthez7zz172 CuLomge715e 再 ，Li var。，cozzacex7t 及，LLi 

et 再 ，Li and M.， uscxmm (Wallich) La Frankie var，coraata7a 人 ，Li et H，Li are described. 

and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type varietie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hina，Convallariaceae，jMaia7zztjPezzz77a 

JMaia7ztjheaz70 G，Weber ex Wiggers (including Sazzlacz7a Desfontaines) is a genus 

with about 35 Species distributed widely in the northern temperate reglon，the Himala- 

yas as well as subtropical montane Asia and Central America (Mabberley 1997，Chen 

et al，2000)， In the past (Wang 公 Tang 1978，Dahlgren 1980)，it was separated in- 

to two genera，Maiza7 太 eatU712 and S72zlacz7Q ，based on whether the flowers are dimer- 

ous (four tepals，four stamens，two carpels) or trimerous (Six tepals，Six stamens， 

three carpels)，However，because of their overall Similarity，the two gener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combined (Pursh 1814，Link 1821，Greene 1888)， Therman (1956 ) 

challeng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genera on the basis of their uniform karyotype. 

LaFrankie (1986a，1986b) studied the New World species of Meaza7zztpemzz72 and conclu- 

ded that Szzzlacz7za and Maza7ztpPeaz772 should be combined， In his note，LaFrankie sum- 

marized the evidence for this_ combination and transferred the Species of ,S772zlacz72Q to 

Meaza7zthnez77 (1986b)，Along with Li (1990) and Chen et al，(〈2000) ，the present au- 

thors agree with LaFrankie's transfers，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0，a botanical expedition was carried out in Gongshan 

County and Dulongjiang Valley，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China，to study the flora 

of Gaoligong Mountains。， In addition to the two new varieties (Meaza7zztPe72z772 CULLO71- 

ge1158e Var CO7zQceu70 and NM， uscu72 var， cozCatu7) herein described，elght others spe- 

cies were found in this region: M.， atropuzrzpxyret72 (FEranchet) LaFrankie，M. dx/om- 

ge118e 再 ，Li，M.， uscx72 (Wallich) LaFrankie，M.， gozgshnazezse (S$S，Y，Liang) 瓦 . 

Li，M.， Ahez7ryz (Baker) LaFrankie，M.， oleracex72 (Baker) LaFrankie，M.， zx7z 记 zx7ret772 

x 本 文 2002 年 发 表 于 Novon，(12): 486 一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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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ich) LaFrankie and M.， xiatsziemze7zzse (Franchet) LaFrankie. 

LaFrankie (1986b) transferred all the species of Szazzlacz7a to Maiza7zte722772，how- 

ever，in his note，he didn't present an infrageneric System for the genus Meaiza7zt 记 e7722771。 

Hara (1987) studied the Asiatic Species of Sizlacz7a (Because Prof，Hiroshi Hara pas- 

sed away unexpectedly in September 1986 ，he hadn't seen LaFrankie's paper about the 

transfer of this genus S7a2zlacz72Q) and gave a Synopsis for the infrageneric System of the 

genus 972zLacz714。 In his note (Hara 1987) ，the genus S72zlacz72a can be divided sharp- 

ly into four section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everal Significant features，Such as co- 

rolla shape，insertion of stamens，Ssexuality of flowers，and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pol- 

len grains，Haras (1987) infragener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genus Smzlacz71a is as fol- 

lowing: Sect，1. Smzilaci7a ，Subsect，1a. ,Smzlaci71a; Subsect，1b，Diozca Hara; Sect. 

2. Twpz Fera Hara; Sect，3. OULigopotrya (Baker) Hara;i Sect， 4. Medora (Kunth) Hara 

Li (1990) (the second author) agreed with LaFrankie's taxonomic treatment of the ge- 

nus .9S72zlacz71Q and studied all the Species of Maza7zz 态 ez770 in the world，In her note (Li 

1990) ，according to the shape of rhizomes，the number of foliage leaves，the branching 

pattern of inflorescence，the basic number and the color of flowers，a new infrageneric 

System for the genus Meaza7ztjez2z0 Was presented，which divided the genus Meaza7ztjme- 

7 into twWo Subgenera and five sections。Also，all the Species of Meaiza7ztmezzzt770 Were 

recombined and rearranged as a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Lis infrageneric System of 

the genus Meaiza7zzthnez7zzx72，based on LI (1990) ，is as following， 

T_ Maizazthemzz7a subg.， (Kunth) 百 ，Li 

Individual rhizome units swollen and tuberous; flowers trimerous; foliage leaves numerous，. 

]. Sect，Medcora 

Individual rhizome units spherical or subspherical，ovoid; flowers cotyloideus or cyathiform，Ppurple 

or livid，rarely whbite. 

a。Subsect，jMedcora 

Inflorescence a panicle. 

b. Subsect，Dulomgenszs 再 Li 

Inflorescence a raceme. 

2. Sect，Ozgopotry&a (Baker) 百 ，Li 

Individual rhizome units ovold; corolla tubiform; inflorescence racemose or panlculate with a few 

branches，main axis with a single flower at each node or with two to seven flowers clustered at each 

node; stamens inserted the throat of the corolla. 

3. Sect， Tatszetezszs H，Li 

Individual rhizome units claviform or horizontal cylindrical; flowers cotyloldeus or cyathiform. 

JI，AMaianztpnemazz2 Subgenus Meaza7ztpPezzz77a 

Individual rhizome units extended and stoloniferous; flowers dimerous or trimerous，Snow white; fo- 

liage leaves two to four. 

4. Sect，9zmzlacz7a (Desfontaines) HL，L1 

Flowers trim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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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ct，JMaza7z 太 ez77zx772 

Flowers dimerous，. 

According to Lis infrageneric System，the new variety Maia7ztmemazz772 Ca2LO72ge718e 

H，Li var。coriacexma 人 R，Li 必 HLi with subspherical individual rhizome units，nu- 

merous leaves，racemose inflorescence，trimerous flowers，cyathiform corolla and peri- 

anth maroon belongs to Subsect，Duloxzgezsis 吾 ，Li of Sect，JMedora，。，And，the new 

variety Maia7zztjemzz77a uscz (Wallich) LaFrankie var。cordata2 人 .Li 玫 百 ，Li with 

moniliform individual rhizome units，numerous leaves，Ppaniculate inflorescence，trimer- 

ous flowers，cyathiform corolla and perianth purple belongs to Subsect， Medaora of 

Sect，jMecora. 

Maiamtjemmaunma dulongense H，Li var，coriaceum R，Li & HLi，var.， nov。 TYPE. 

China，Yunnan: Gongshan Xian, 匡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on the trail from Qiqi 

to Dongshao Fang，wet sloping meadow，27?41' 23 N，98"28 26" 下，3400 一 3600m，17 

Jul，2000， 三 五 enzg with Brxwce Bazrtpholomaerw，PHzlzzp THAozas ，Peter Frztsc 关 ，Dao Cj 

0，Wazg Zhong-lam 公 LiRong 12721 (holotype，KUN).， Figure 1 A 一 下 . 

A Meaiza7zzthem7ax72 QULozge71se Var dxLomgelse folio coriaceo，cordato-oblongo，nerv- 

is 21 ，nervillis conspiculis，floribus 24，Pperianthi marronini tepalis interioribus exteriori- 

bus longioribus differt. 

Terrestrial herb，22 一 28cm tall，Roots uniform，10 to 15 per rhizome unit，at 

nodes and internodes，(8 一 13)cmX(0. 5 一 1)mm。 Rhizome a sympodium，3 一 4cm long， 

the individual units subspherical ，densely connected ，4 一 8 mm diameter，Sstem scar On 

node conspicuous，orbicular，3 一 4mm diameter，internodes very Short Leafy stem up- 

right，16 一 18cm long，dark purple，densely pubescent; foliage leaves 5; internodes 1 一 

2cm long，shorter apically。 Leaf sessile or subsessile; blade deep-green，coriaceous，a- 

bove cordate to oblong，glabrous，apex short-acute，base cordate，(3.6 一 4.3)cms 基 

(2. 3 一 3)cm，veins 21 ，denseranked，conspicuous ，venulae between velins slightly con- 

spicuous。JInflorescence 10cm long，a cylindric raceme with 24 flowers，fertile axis erect 

or arching upward，densely pubescent。， Flowers trimerous; pedicel 2 一 5mm long， 

densely pubescent，with a broad triangular bract; perianth maroon，cupuliform ，ca. 

4mm diameter; tepals oblong，cuspidate apex，outer ca 3mmX2mm，inner longer，ca. 

4mmX2mm; stamens 6，white，filaments short ca 1 mm long，anthers ovate，ca，1 

mm ]ong; ovary conical，pubescent，3 locules，style inconspicuous，stigma 3-lobed. 

Flowering in July。Fruit not seen. 

Dizstriputioz az2d apitat. 开 nown only from the type locality，where it has been col- 

lected in primarily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at 3400 一 3600m.。 This new varlety 1S com- 

mon ln wet sloping meadows by rivers， 

Maia7ztjmezaz712 CazLo7zge1zse var。cozriQcet710 differs from var，czwlLozgezzse in having a 

coriaceous，cordate-oblong leaf ，blade with 21 veins and conspicuous venulae，an in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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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A~ 下 Maianztjemazza dulongense 再 Li var， coriacexmz 人 Li & HH，Li， 

A: Rhizome，leafy shoot and infructescence， 也 :Leaf. C: Tepals and stamens。D: Gynoe- 

cium. 正 :， Ovary，longitudinal section。 下: Meaianthemzz77z uscxz7 (Wallich) LaFrankie var. 

corctatua 人 .Li & HLi F:，Leaf (Drawn by Wang Ling from the holotypes) 

rescence with 24 flowers，a maroon perianth and innet tepals longer than outer tepals. 

By contrast，var。M. dzxlLozge7tse var。 Cuwlomzgense has a papyraceous，ovate leaf ，blade 

with 15 veins and inconspicuous venulae，an inflorescence with 6 to 15 flowers and a 

light purple perianth. 

Maia7zthme7zt772 CaLozzge7se Var，coriQce72 is Testricted to the east slide of the Gaoli- 

gong Mountains，and occurs in a geographical area allopatric to the typic variety that oc- 

curs ln west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extending to southeastern Xizang (再 ，Li 

1990，1997).， In our opinion，the shape of the rhizomes，the number of foliage leaves， 

the branching pattern of the inflorescence，the basic number and the color of flowers are 

usually important diagnostic features for evaluating Species limits throughout the genus， 

However，the variety corzacex7a is disttmgulished from the typic varlety by the shape of 

the leaf blade，the number of veins and the number of flowers，Other features 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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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and hence we recognize it as a vatriety of M.， dzwlozzge7zse. 

Maizia7zt 太 etU112 dtULo72ge12se 再 ，Li var。，qxwLozzpge71se was first described in 1990 in Ac- 

ia Bota7zzca Yaz7z72072zcQ ，Suppl，3. In Lis infrageneric System of the genus Maia7zztjhe- 

722W112 ，it Was arranged in Subsect，DxlLozge71sis 再 ，Li of Sect，Medadora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proposed by Li as diagnostic，{for example，moniliform individual rhizome u- 

nits，numerous leaves，Tracemose inflorescence，trimerous flowers，cyathiform corolla. 

Maiamztpemau1a Fuscr1 (Wallich) LaFrankie var，cordatuma R，Li 扩 百 ，Li，var. 

nov， 工 YPE: China，Yunnan:， Gongshan Xian，Dulong Jiang Valley，W side of Gaoli- 

gong Mountains，under forest，2200 m，16 May 1991，PDaulong Jzazg FEzpeaiztzo7z 6854 

(holotype，KUN; isotype MO)、Fig. 1 上 . 

A Meaiza7zztPnemazz77a jusco var。 asco folio cordato, floribus 20，pedicello tenui differt. 

Tertrestrial herb，20 一 40cm tall. Roots uniform，8 to 13 per rhizome unit，at nodes 

and internodes，7 一 15cm long，Rhizome a sympodium，3 一 8cm long，the individual 

units moniliform or subcylindrical，densely connected，1 一 1. 5cm in diameter，Sstem scar 

on node conspicuous，discoidal ，3. 4 mm diameter，internodes very Short，Leafy stem 

arcuately ascending，15 一 30cm long，green，cylindrical ，glabrous; foliage leaves 3 一 7; 

internodes 1.5~3cm long. Leaf petiolate，2 一 3cm long; blade green，chartaceous，gla- 

brous，ovate-cordate，(7 一 12)cmX(4 一 6.5)cm，abruptly attenuate with an acumen of 

1.1 一 1.8cm at the apex，deeply cordate at the base，Inflorescence 5 一 10cm long，a pan- 

icle with 20 flowers，rachis conspicuously zigzagged，glabrous; shortly pedunculate， 

8 一 15mm long，glabrous，bractless， 上 lowers trimerous; pedicel tenuous，4 一 9mm 

long，glabrous，with a ca，1 mm long triangular bract at the base; perianth purple，sub- 

rotate，ca，5 一 8mm in diameter，6-lobed nearly to the base，connate part ca，0.5 mm 

long; tepals ovate，obtuse at the apex，outer 3 lobes much smaller，ca，2mmxX2mm， 

inner 3 lobes larger，ca，3mm X 3mm wide; stamens 6，light yellow，filaments ovold ， 

carnose，white，ca，0.5 mm long，inserted to the base of the corollalobes，anthers 

small ，roundish，yellow，ca. 0. 4 一 0. 5mm long，basifixed; ovary ovate，ca，1lmm long， 

3 locules，style very short，Ppyramidal ，ca，0. 4mm long，stigma obscurely 3-lobed. 

Flowering in April-May，Fruiting in June-December. 

Dizstzrzpxtzo72 CC Aapbzitat，The nevw variety occurs in Northwestern Yunnan and 

Southeastern Xizang，China.， The type specimen was collected in Dulong Jiang Valley by 

Dulong Jiang Expedition in 1991. Growing in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at 1800 一 3000m， 

Maiza7ztjez22770 Flsca772 Var。cordatu72 differs from var。 uscz7a in having a cordate 

blade; an inflorescence with 20 flowers and a tenuous pedicel， By contrast，Var。 sc2772 

has a lanceolate leaf blade; an inflorescence with 3 to 10 flowers and a filiform pedicel. 

Meaizia72tje722U770 Flscz72 Var。cozrGQatu70 is restricted to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lns 

and Southern Xizang，and occurs in a geographical area sympatrlic with the typlic varlety 

that occurs in western Yunnan，southern Xizang and extending to eastern Himalaya (in- 

cluding Nepal，Sikkim，Bhutan，northeastern India and northern Burma) (Nolti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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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i， 1997)，In our opinion ，the shape of the rhizomesy， the number of foliage leaves， 

the branching pattern of inflorescence，and the basic number and the color of the ,flowers 

usually to be the important diagnostic features for evaluating specles limits throughout 

the genus。 However，the shape of the blade and number of flowers are quite variable for 

variety joscx772。 工 he new variety cordatza l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ypic variety by the 

shape'*of blade and number of flowers，Other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re the same，and 

hence we recognize this taxon as a variety of M. uscz770. 

Fig. 2 Maiaztphemaa Fuscx (Wallich) LaFrankie var，cordateumz R，Li & 

HLi (flower，PDuxlozg Jzang Ezpeaditiioz 6854，holotype， 开 UN) 

Maia7zzt 太 ezzzt72 uscw72 var，cozrCata72 resembles the variety Muscx72 (Wallich ) 

La Frankie var，zpzlosx72 (Hara) S.Karthikeyan and grows allopatric with it，which oc- 

curs in Nepal and Bhutan (Hara 1987) ，bnut can be separated by a few constant charac- 

ters，The variety coraatz77a is distingulished from the variety 因 zLosz770 in having glabrous 

leaf blade; rachis of inflorescence conspicuously zigzag，glabrous，By contrast，variety 

zzLoszx77 has ciliate on the margin of blade; rachis of inflorescence almost stralght， 

Sometimes with stiff spreading halirs. 

In Haras (1987) opinion，the typic _ variety Maiza7zthnezazz72 Fusc72 (Walli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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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rankie var，jfawscx7a belonged to Sect，jMeaoxra of the genus Sazlacz72a (1987) ，but it 

was subsequently transferred to the genus Meaza7zztjpezaz71a by LaFrankie (1986b). In Lis 

infrageneric System of the genus Maiza7ztpemaz72 (1990)，it was rearranged in Subsect， 

Medora of Sect，Meaora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characters proposed by Li，for ex- 

ample，moniliform individual rhlizome units，numerous leaves，paniculate inflorescence， 

Ge trimerous flowers，cyathiform corolla and purple perianth，So，both the specieses ML. 

uscz7 (Wallich) LaFrankie and M.， dxwlomzgezse 再 ，Li belong to the same subgenus 

and section，but in different subsection， 

Paratyzpes，CHINA.，Yunnan:， Gongshan Xian，Dulong Jiang Valley，W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in evergreen forest，2200m，20 May 1991，PDrxlomzg Jazazzg zzpe- 

aztzo7z 6939 (人 UN);， Zhiyenandali，in broadleaf evergreen forest，2200m，4 Sep. 1982， 

Qizza7zg Ezpeaztizo7 9918 (下 UN ); Fugong Xian，Quanmugulu-A'ludeng，2500 一 

3000m，31，Jul，1979，Naw7zazg 上 zzpedztioz 791658 (上 人 UN )，Xizang:，， Dingjlie Xian， 

Chengtangqi，in broadleaf forest，2300m，6 Jun.， 1975，Qzza7zg 下 zpeqditzoz 5545 

(KUN);， Medog，Hanmi，under forest，2300m，26 Oct，1992， 下 zzpeaztzoz io Medog 

0571 (了 UN)，2100m，27 Oct，1992， 下 天 peawitzioz 如 Meadog 0846 (上 人 UN) ，1900m，28 

Oct，1992， 下 zzpedizitzoz io Medog 0938 (下 UN); Beiben，the back hill of Xirah，under 

forest，2200m，8 Dec， 1992，Ezzpedztizoz io Meadog 2074 (下 UN); Pangxin，Pangguo， 

in forest，2100m，28 Feb. 1993，Ezzpeaztioz to Medog 4090 (KUN); Damu，under for- 

est，2000m，6 Mar， 1993,，Ezzpeaztzoz to Meadog 4234 (人 UN);， Rengqiangpeng，in for- 

est，2000m，22 Apr. 1993， 下 zzpeaztzoz io Meadog 5691 (KUN); Denxin，Wenlang，in 

forest，1800m，29 Apr， 1993,， 下 zzpediztioxz io Meaosg 6069 (下 UN)， 

The following key to the Meaizia7zz 态 ezzxw72 Species is presented here includes all species 

of Meazazztjhezzz7 found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plus two new varieties described 

herein. 

KEY TO THE SPECIES OF MAITIANTDEMUM IN GAOLIGONG MOUNTAINS 

1a，Corolla distinct or connate at the base, 

2a，JInflorescence a raceme, 

3a。 Leaf papyraceous，ovate; blade with 15 veins and inconspicuous venulae; inflorescence with 

6 to 15 flowers; perianth light purPle pp AM cuwlomzgense var。，CzxLozzge715Se 

3b. Leaf coriaceous，cordate-oblong; blade with 21 veins and conspicuous venulae; inflores- 

Cence wlth 24 flowers; perianth TanaatOO 了 re。 oeeeeeeeeeoeeoeoeee9 esaeseeeeeeee5EPIa Ga 全 届 罗 证 二 

2b，JInflorescence a panicjle. 

4a。 了 Plant pubescent. 

5a。Foliage leaves more than 4; inflorescence with more than 10 flowers. 

6a.，Leaf ellipticovate to broadly lanceolate，12 一 21cm long，long-cuspidate at the 

apexj; style conspicuous 2 一 2.5mm lon 区 pp AM oleracezI7 

6b. Leaf elliptic to oblong，7 一 13cm long，acuminate at the apexj; style short，1.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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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JM， Zairpairez7a 

5b.Foliage leaves 2; inflorescence with 1 to 4 flowers; plant 5 一 20cm tall; leaf ovate to 

ellipticovate，pubescent，2 一 5cm long，1. 5 一 3cm wide “pp JM，gomgsna7zezse 

4b， Plant glabrous. 

7a，Petioles 1 一 4cm long; tepals ovate，3 一 4mm long; stigma obscurely 3-lobed. 

8a. Blade lanceolate; inflorescence with 3 to 10 flowers，Ppedicel filiform pp 

站 有 Jscz77a Var Fascz77a 

8b.， Blade cordate; inflorescence with 20 flowers，pedicel byssolid pp 

村 M，uscauma var。，cordatuma 人 .Li 人 H，Li 

7b.， Petioles short，less than lcm long; tepals narrowly lanceolate，2 一 2. 5mm long; stig- 

ina geeply 3310BE sse onnn ee 7 

1b.Corolla conspicuously connate. 

9a，Plant 30 一 80cm tall; rhizome moniliform; flowers salver-shaped; corolla tube cylin- 

dric，6 一 7mm long; style ca，2mm long，stigma 3-lobed; berries _ green with purple 

证 和 全国 玉 汪 生 计 囊 nn sseanonooinisniais JM， Henry 

9b.， Plant 80 一 150cm tall; rhizome nodosei flowers broadly campanulate or rotate;i corolla 

tube cupulate，1 一 2mm long; style short，ca.， 0. 5mm long，stigma obscurely 3-lobed; 

berries red soseeseoooseseoeooiooooooeooooooiooooooo ee ML Qt7O 力 & 力 MK7reM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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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Frisae1aza da7zPreflse (Araceae)，a New 

Species from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 

Northwestern Yunnan ，China* 

YI Ting-shuang LI Heng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Heilongtan， 

Kunming，Yunnan 650204，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Arisaemaa dazzjhauense TS Yi & HLi (sect，Tyisecta) js described as a 

new Species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northwestern Yunnan，China，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A，zprozpzzqxau72 Schott but differs in having a greenish Spathe with white stripes and a 

round apex with an acumen 5mm long，a greenish petiole and peduncle densely verruculose 

with whitish spinules，and the terminal leaflet with an acute apex. 

Key words ”Araceae，A7rzisae7Q，China 

The genus Arzsaezza Martius ls a North Temperate genus comprised of about 170 

Species (Li 1980，Mayo et al，1997)， There are 93 species in China (Li and Long 

1998); 35 specie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Li 2000)，The genus 

has been divided into 10 or 13 sections (Hara 1971，Murata 1984)，Section T7zsecta 

Schott is one of the largest，comprising 15 species that are distributed in Burma，the 瑟 i- 

malayas，and western China (Murata 1984). The section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sections by having anthers dehiscing by a horseshoe-shaped sjlit and the base part 

of appendix swelling into a disk.， Arzsae7za Ca7zAhzxe71se 1s easily recognlized as a member 

of this section with these characters. 

Rising between the great Salween and Irrawaddy Rivers，the Gaoligong Mountains 

lie in the border area _ betwee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northern Myanmar，There are 

4303 species of seed plants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part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Li 

2000) ，thus making it one of the richest biological resource areas in the world. 

Arisaemaa damzjue1tse TS，、Yi w H，Li，sp. nov。 TYPE: China.。 Yunnan: Gong- 

shan Xian，Danzhu，3000m，1 July 2000，Li Heng，Bruce Bartholomew 必 Philip 

Thomas et al 12101 (holotype，KUN; isotypes, 王 ，MO)， Fig. 1. 

Haec species Arzisaemaati propzi72gO Schott affinis，sed ab eo petiolo et pedunculo 

x 本 文 2001 年 发 表 于 Novon，(11):， 512 一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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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Arisaema danzhuerse TS Yi & H，Li. 

A: Tuber; B:，Part of peduncle showing cataphyll; C: Part of peduncle showing verrucosities and spi- 

nules; D:， Leaflets; 下 Inflorescence; 下 ，lnner part of spathe showing laminae; G:，， Female inflores- 

cence; H:，Male inflorescence; I，Pistil; J，，Longitudinal section of pistil showing ovules; 民 : Synan- 

drium; A 一 G，I，and 本 from 瑟 exg，Bartholomew & Thomas et al. 12101 (female).， and H，K from 

Heng，Bartholomew & Thomas et al， 12102 (male) (Drawn by Wang Ling) 

Viridibus，verrucosis，spinulis albidis armatis，foliolorum marginibus purpureis，undula- 

tis，spatha viridi strils albidis ornata in acumen 5mm longum aplce rotundatum desinente 

atque Spadicis appendice viridi differt， 

Perennial dioecious herb，Tuber subglobose，1.5 一 5cm diam. ，brown outside， 

bearing 5 一 10cm tubercles 0.5 一 1lcm diam. ，easily separated from the mother tuber， 

Cataphylls 2 or 3，oblong-elliptic， to 20cmX5cm，membranous，greenish， Leaf 1;，peti- 

ole cylindric，(40 一 60)cmX(0. 5 一 2.5)cm，greenlsh，densely verruculose with whitish 

spinules，sheathed in proximal 1/3; leaf blade trifoliolate; leaflets sessile or Subsessile， 

green above with dark purple maculations，greenish below，the margins purple; mid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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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teral veins elevated beneath，verruculose with whitish spinules; terminal leaflet 

depressed rhombic，(15 一 21)cmX(16 一 20)cm，acute at the apex，broadly cuneate at 

the base，with 7 lateral velins per side，the connective veins 3，1 一 15mm from the mar- 

gin; lateral leaflets obliquely ovate，(20 一 30)cm 义 (15 一 21) cm，acuminate at apex， 

broadly cuneate at the base，Peduncle (40 一 50)cm 久 (0. 7 一 1. 2)cm，emerging from pet- 

iole Sheath ，greenish，verruculose and Spinulescent， Spathe greenish with white stripes， 

pale green inside with about 20 longitudinal laminae 1 一 3mm wide; tube cylindric， 

5cmX3cm，the throat margins slightly recurved; limb oblong，incurved，8cm 色 (2 一 5) 

cm，the apex rounded with acumen 0. 5cm。 Spadix unisexual，Female spadix:，fertile 

portion cylindric，5. 5cm 义 (0.7 一 1.6) cm;i the flowers dense; ovary oblong-ovate， 

5mmX2mm，pale green with green stripes，the style short，the stigma white，Ppilose; 

ovules 9，subbasal ，erect; appendix flagelliform，14cm long，the upper part 和 liform， 

tortuous ，Ssmooth ，greenish，the base swollen to 6mm diam. ，truncate and stipitate，the 

stipe 3mm long.， Male spadix: fertile portion cylindric，3cm 久 0.8cm diam. ; Synandria 

stipitate，the stipe 1mm long; anthers 3 to 5 (mostly 4) ，obovate，whitish，dehiscing 

by a horseshoe-shaped slit; apendix as in female spadix. 

Distribution， Known only from Gongshan Xian，on the east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orthwestern Yunnan，China; 3000m above sea level; in a meadow by a rivV- 

er，among shrubs on a slope. 

Arisae72Q aa72zAzue11se is most similar to A，zprozpz7gxW72 Schott，wWhich is from 

southern Xizang，China，India，Nepal，Pakistan，Sikkim，and Bhutan (Li 1979， 

1987) ，in having anthers dehiscing by a horseshoe-shaped slit and the base part of the 

appendix swelling into a disk，and middle leaflets elliptic，ovate or rhombic，longer than 

wide，However，the latter Species differs in having terminal leaflets with an acuminate 

apex，Ssmooth petioles with small dark green or dark purple longltudinal stripes，a pur- 

ple-spotted peduncle，and a purple spathe with whitish stripes and an acumen 2 一 3cm， 

， As Species in the Same section，A. elepjhas Buchet and A. asperata72 N.， 下 ， Brown are 

similar to A. cc7zzjhnzxezzse in their peduncle and stem bearing vertrucosities Or Spines，bnut 

the two Species differ in having an obcordate or obdeltate middle leaflet，a dark purple 

spathe with whitish green stripes，and an acuminate Spathe apex. 

This new species is named after its type locajity. 

Paratypes，CHINA. Yunnan:， Gongshan Xian，Danzhu，3000m，1 July 2000， 蕊 

Heng，Bruce Bartholomew 刀 Philip Thomas et al 12102 (KUN,， 正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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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马 先 葡 物 种 多 样 性 与 地 理 分 布 * 

王 红 李 德 铁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 昆 明 ”650204) 

摘 要 高 黎贡山 有 马 先 殴 属 植物 41 种 ， 占 云南 马 先 著 属 种 类 的 27. 3%; 在 李惠 林 
系统 的 4 种 花冠 类 型 中 ， 有 无 齿 型 7 种 ， 具 齿 型 3 种 ， 短 管 具 史 型 28 种 ， 长 管 具 型 3 

种 。 按 照 钟 补 求 系统 ， 马 先 贰 属 共 分 为 13 个 群 ， 其 中 云南 有 13 个 群 ， 高 黎贡山 9 个 群 ， 

占 总 数 的 69. 2%; 112 个 系 中 ， 云 南 72 个 ， 而 高 黎贡山 就 有 36 个 ， 分 别 占 全 球 和 云南 的 
32. 14 为 和 50%% 。 在 高 黎贡山 几乎 可 以 看 到 本 属 从 原始 到 进化 发 展 的 各 个 主要 阶段 ， 由 此 

可 见 ， 高 黎贡山 是 马 先 葛 属 的 分 布 中 心 和 多 样 化 中 心 的 一 部 分 ， 以 富 含 高 等 级 类 群 〈 群 、 

系 ) 和 中 间 类 群 〈 如 短 管 具 吃 花 冠 型 ) 为 主要 特点 。 高 黎贡山 具有 马 先 贰 属 的 特有 种 5 个 ， 

云南 特有 种 14 个 ， 中 国 〈 西 南 ) 特有 种 16 个 ， 特 有 现象 十 分 明显 ， 表 明 本 属 在 高 黎贡山 

产生 了 一 系列 的 分 化 和 新 种 的 形成 。 进 一 步 研 究 高 黎贡山 马先蒿 属 的 多 样 化 成 因 ， 特 别 是 

种 类 集中 的 短 管 具 晓 型 花冠 类 型 的 传粉 机 制 和 特有 适应 性 ， 对 于 揭示 该 地 区 物种 多 样 性 的 

起 源 和 地 理 分 布 格局 具有 重要 意义 。 

关键 词 ” 马 先 茧 属 ， 物 种 多 样 性 ， 地 理 分 布 ， 高 黎贡山 

分 类 号 Q 948 

高 黎贡山 特殊 的 地 质 历史 背景 和 地 瑶 特 征 ， 给 这 一 地 区 的 生物 区 系 造 就 了 一 个 独特 
的 演化 背景 。 作 为 北 温带 分 布 的 大 属 ， 马 先 项 属 〈Pedicwlaris) 在 高 黎贡山 也 经 历 了 

一 系列 的 地 史 事 件 和 由 此 造成 的 生态 环境 的 分 化 。 本 文 试图 借助 植物 地 理学 的 手段 ， 探 
讨 马 先 蒿 属 在 高 黎贡山 物种 多 样 性 的 起 源 、 演 化 和 地 理 分 布 规律 。 

1 马 先 草 的 形态 学 变异 与 花冠 类 型 的 分 化 

马 先 贰 属 (Peaicxlaris) 植物 为 多 年 生 或 一 〈 二 ) 年 生 草 本 ， 植 株 形态 多 样 ，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种 类 如 已，azillaris、P.，gracils、 忆 .sizez1sis 呈 倾 甲状 ， 有 的 低 狼 ， 

如 P，>ywz， 高 度 仅 4 一 9cm; 有 的 种 类 如 P.，zjpnaceliaefolia， 植 株 粗壮 而 高 大 ， 高 度 

达 60 一 80cm。 一 般 情 况 下 ， 生 长 在 寒 温 性 草 旬 的 种 类 ， 植 株 相 对 低 拓 ; 生长 在 林 缘 空 

地 、 灌 丛林 中 的 种 类 ， 植 株 较为 高 大 ， 葵 干 直立 ， 少 数 种 类 如 已 ，corydaoides 有 时 附 

生 于 树 上 。 

本 属 植物 形态 变化 较 大 ， 其 中 叶 与 花冠 的 变异 尤为 复杂 。 叶 常 为 披 针 形 ， 边 缘 羽 状 

浅 裂 至 深 裂 ， 叶 基 生 或 共生 ， 蔡 生 叶 常 互 生 、 对 生 或 轮 生 ， 有 时 呈 假 对 生 或 假 轮 生 状 。 

花 有 一 个 基本 的 花冠 管 、 三 裂 的 下 展 和 两 裂 的 上 唇 〈 又 称 头 盔 )、4 个 内 向 的 花药 ， 花 

柱 伸 长 的 柱头 超过 上 唇 的 顶端 。 花 的 颜色 变化 复杂 ， 大 多 为 黄色 、 粉 红色 至 紫红 色 ， 分 

x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XI) : 35 一 43。 

而 臣 汪 。 



布 在 滇 西北 《〈 高 黎贡山 ) 地 区 的 P，zjnaceliaejfolia 花 为 白色 ， 是 较为 少见 的 花色 。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P，zsek&oxenszis 在 同一 居 群 内 ， 发 现 浅 黄 至 粉红 、 玫 瑰 红 等 不 同 颜色 。 

本 属 植物 花冠 变异 十 分 强烈 ， 李 惠 林 〈1948 一 1949) 提出 了 4 种 花冠 类 型 ， 以 原始 的 头 

盔 无 齿 型 至 有 了 吃 型 ， 到 最 为 进化 的 长 管 型。 根据 Gill (1972)、L6ve (1972) 和 Roose 

(1973) 等 对 该 属 内 不 同 种 的 染色 体 报道 ， 本 属 染 色 体 一 般 基 数 是 2 王 8 〈 除 P，verti- 

ciliaia，7= 三 6) ，Steven (1823) 等 根据 轮 生 叶 序 划分 了 其 他 全 部 类 群 。 钟 补 求 〈1955 ) 

依据 亲缘 关系 远近 ， 提 出 了 两 种 基本 的 花冠 形式 ， 他 的 系统 与 李惠 林 的 进化 花冠 式 或 叶 

序 为 基础 的 Steven 系统 不 同 〈 图 1)。 

Ce17tUQe Pilos/ocjyae 4p1ola1zi1oDliae CazMcaSicae 

ES 
Flammeae 

Reges Penzlasgo1nae Fagiles Salviae11orae 

人 
Capltatae 

图 1 钟 补 求 两 个 基本 花冠 型 〈 钟 补 求 1955) 

在 马先蒿 属 的 进化 过 程 中 ， 叶 的 性 状 较 花 冠 稳定 。 由 于 共同 遗传 特性 ， 而 相关 的 种 

显示 了 叶 的 相似 性 〈Li 1951)。Savile (1977) 认为 ， 叶 的 多 样 化 可 能 是 适应 生态 环 

境 的 结果 。 本 属 植物 的 花冠 颜色 和 形态 变化 比较 活跃 。 李 惠 林 〈1948 一 1949) 认为 ， 传 

粉 昆 虫 的 选择 是 本 属 内 花 产 生 多 样 化 的 一 个 重要 动力 ， 另 一 方面 ， 本 属 染色 体 数目 相对 

稳定 ， 有 足够 的 能 量 产生 大 量 的 多 样 化 的 花 。 高 黎贡山 马 先 殴 属 植物 具有 本 属 全 部 花冠 

类 型 ， 即 从 原始 到 进化 的 各 种 类 型 ( 表 1) 。 

表 1 高 黎贡山 马 先 著 花冠 类 型 

花冠 类 型 无 齿 型 具 齿 型 具 吃 短 管 型 具 史 长 管 

种 数 3 28 3 

在 上 述 花 冠 类 型 中 ， 无 齿 或 具 齿 类 型 较为 原始 ， 具 喉 有 短 的 花冠 管 类 型 介 于 无 吃 类 

型 与 具 只 有 长 管 类 型 之 间 ， 其 中 ， 最 发 达 的 花冠 为 具 喉 有 狭长 花冠 管 类 型 。 从 表 1 看 

出 ， 高 黎贡山 地 区 较为 进化 的 马先蒿 种 类 最 少 ， 中 间 过 渡 类 型 占 多 数 ， 原 始 种 类 次 之 。 

在 本 地 区 ， 迄 今 没 有 发 现 最 发 达 的 长 管 具 晓 的 种 类 ， 如 P.，Lomzgz ora var， zupi For- 

7075， 王 .sipjAozza72tja var，delanayi 等 ， 却 保留 了 较为 原始 的 类 群 如 花冠 无 齿 类 型 的 

P.，aarata 等 ， 中 间 过 渡 类 型 占 整个 种 类 的 68. 29% ， 这 说 明 具 不 同 花 冠 类 型 的 种 类 在 

本 地 区 正 处 于 不 同 的 种 系 分 化 阶段 。 

2 高 黎贡山 马 移 葛 的 地 理 分 布 
马 先 项 属 约 有 600 种 ， 我 国有 352 种 〈Hong 1983)。 马 先 蒿 属 在 我 国 集 中 分 布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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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地 区 ， 云 南 约 有 150 余 种 。 根 据 我 们 的 研究 ， 仅 在 云南 境内 的 高 黎贡山 地 区 就 有 马 

先 项 41 种 〈 和 亚 种 ) 〈 表 2) ， 分 别 占 云南 马 先 项 种 类 的 27. 3% 和 中 国 种 数 的 11. 65%。 
由 此 可 见 ， 高 黎贡山 是 马 先 贰 属 现代 分 化 中 心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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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马先蒿 属 植物 种 类 分 布 情况 

海拔 /m 分 布 

3200 一 4200 ”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丽 江 、 四 川 、 缅 甸 

3500 一 3900 “” 贡 山 、 德 钦 、 维 西 

3700 一 3800 “和 贡 山 、 四 川 

1920 一 320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角 、 丽 江 、 锥 庆 、 大 理 、 洱 源 、 景 

东 、 昆 明 、 东 川 、 巧 家 、 四 川 、 贵 州 

1200~3600 “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丽 江 、 澜 省、 稚 庆 、 大 理 、 景 

东 、 镇 康 、 凤 庆 、 临 沧 、 西 藏 、 四 川 、 贵 州 

2700 一 3880 ” 贡 山 、 德 钦 、 西 藏 

1900~4000 “”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兰 坪 、 保 山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丽 江 、 宁 攻 、 泣 省、 大 理 、 西 藏 、 四 川 

3000 贡 山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1600 一 380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西 藏 、 四 川 

3800 一 3900 “” 贡 山 、 四 川 

1300~3400 “ 贡 山 、 兰 坪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丽 江 、 稚 庆 、 澜 省、 

大 理 、 宾 川 、 剑 川 、 罗 茨 、 景 东 、 凤 庆 、 昆 明 、 寻 

旬 、 楚 雄 、 峨 山 、 四 川 、 贵 州 

1540 一 3800 ” 贡 山 、 德 钦 、 缅 甸 

3300 一 4200 “”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3500 一 4500 ” 贡 山 、 泸 水 、 德 钦 、 中 旬 、 四 川 

3500 一 406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多 

3750 一 4000 “” 贡 山 、 中 旬 、 四 川 

2300 一 400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鹤 庆 、 大 理 

3000 一 3300 “” 贡 山 、 德 钦 

3900 一 400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角 、 丽 江 、 洱 源 、 临 沧 、 昭 通 、 会 

泽 、 镇 雄 、 巧 家 、 西 藏 、 四 川 

2700 一 4150 “”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德 钦 、 维 西 、 丽 江 

3000 一 415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四 川 

2900 一 4200 “”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大 理 

3500 一 420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 洱 源 、 稚 庆 、 大 理 、 宾 

川 、 昆 明 、 昭 通 、 会 泽 、 西 藏 、 四 川 、 尼 泊 尔 

3000 一 4000 “” 贡 山 、 丽 江 

3600 一 4200 “” 贡 山 、 德 钦 

3500 一 4630 ” 贡 山 、 福 贡 、 德 钦 、 中 旬 、 四 川 

3600 贡 山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4000 一 4100 “” 贡 山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2900 一 4400 “” 贡 山 、 福 贡 、 维 西 

3100 一 4600 “” 贡 山 、 德 钦 

3300 一 4650 “” 贡 山 、 德 钦 、 丽 江 、 大 理 、 四 川 



续 表 
种 名 系 海拔 /m 分 布 

卫 。、elruesii 98 3300 一 4500 “” 贡 山 、 德 钦 、 中 旬 、 丽 江 、 稚 庆 、 西 藏 ， 不 丹 、 印 度 

锡金 邦 、 尼 泊 尔 

也 elruesii 7zQjor 98 3500~3700 “ 贡 山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已，daulomgensis 100 3500~3600 ” 贡 山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卫 ，corydalozaes 103 3000 一 4100 “和 贡 山 、 德 钦 、 维 西 

卫 .， sigzzozdea 器 册 3000~.4300 “腾冲 、 德 钦 、 中 旬 、 丽 江 、 稚 庆 

王 ， hzxz72z075 四 地 | 3100 一 4500 ”保山 、 德 钦 、 中 多 

在 马 先 项 属 内 ， 属 下 的 分 类 等 级 最 常用 的 是 系 〈Series)， 从 Prain (1890) 开始 至 

今 ， 系 这 一 等 级 均 得 到 广泛 应 用 。 在 属 与 系 之 间 的 等 级 上， 李惠 林 (1955) 和 Yamaza- 

ki 〈1988) 曾 用 过 亚 属 和 组 这 两 个 等 级 ， 但 Yamazaki 的 系统 中 ， 组 仅 限 于 喜马拉雅 地 

区 的 种 ， 无 法 从 整个 属 的 角度 进行 讨论 。 故 本 文采 用 了 钟 补 求 〈1963) 系统 中 的 群 作为 

属 与 系 之 间 的 分 类 等 级 加 以 讨论 〈 尽 管 群 Grex 在 “法 规 ” 中 没有 明确 的 地 位 )。 为 了 

进一步 说 明 高 黎贡山 马 先 萝 植 物 的 分 布 情况 ， 现 从 群 、 系 、 种 的 水 平分 述 如 下 。 

2.1 群 的 分 布 

马先蒿 属 共 分 13 个 群 ， 中 国都 有 ， 其 中 多 裂 叶 群 (Grex PolLyschistopjmnyllzzz) 为 

本 属 最 小 的 一 群 ， 是 中 国 特有 群 ， 分 布 于 四 川西 部 和 云南 西北 部 。 云 南 也 有 本 属 全 部 

13 个 群 ， 主 要 分 布 于 演 西 北 、 汗 中 、 滇 东北， 延伸 至 东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 高 黎贡山 有 9 
个 群 ， 其 中 Grex Dolichopjnyllx2、Grex Brachnyllz、Grex Cyathoppora 三 个 群 属于 

中 国 西 南 - 喜 马 拉 雅 分 布 型 ，Grex Cladomazzia ，Grex Rhizozjyllz7 为 广 布 群 ， 分 布 到 

环北 极 、 欧 洲 、 西 伯 利 亚 -土耳其 斯 坦 、 日 本 、 美 洲 、 西 藏 、 云 南 - 喜 马 拉 雅 ，Grex 

Dolichozzscus 主要 分 布 于 北 温带 ; Grex Sigzzcazatjpna 主要 分 布 在 北极 -高 山 ，Grex Cy- 

clocladzus 则 分 布 于 温带 亚洲 。 

2.2 系 的 分 布 

马 先 项 属 分 为 112 系 ， 云 南 有 72 个 系 ， 其 中 8 个 系 为 云南 特有 。 高 黎贡山 有 36 个 

系 ，Ser.，J7z Pizzae 为 高 黎贡山 特有 ，Ser，Galeatae 和 Ser，Romzotizlopae 为 高 黎贡山 - 

德 钦 - 维 西 共有 。 除 Ser，Amplituae 分 布 到 演 西 南 外 ， 有 7 个 系 均 分 布 于 沪 西 北 高 山 。 

2.3 种 的 分 布 

高 黎贡山 马 先 贰 属 植物 包括 41 个 种 及 亚 种 〈 表 2)。 按 吴征 锁 〈1991) 中 国 种 子 植 

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划分 ， 可 分 为 两 大 主要 分 布 类 型 。I， 东 亚 分 布 类 型 中国- 喜马拉雅 

分 布 6 个 种 ， 主 要 分 布 在 滇 西北 、 汗 - 缅 边 境 和 东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I.， 中 国 特有 分 布 类 

型 ; d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5 个 ， 仅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东 、 西 坡 。G@) 云南 14 种 ， 均 分 布 到 

汗 西 北 。@) 中 国 -西南 分 布 16 种 ， 主 要 分 布 在 滇 西北 、 四 川 、 西 藏 、 贵 州 ， 其 中 已 . 

Sg7aczilzs Sinensis 和 已， tezawzsecta 分 布 到 汗 西 北 、 污 中 、 污 东北 。 

5 刘海 六 



2.4 高 黎贡山 马 先 芍 属 种 的 特有 现象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种 和 亚 种 计 41 个 ， 中 国 特有 种 按 分 布 区 的 范围 可 分 为 3 个 主要 
类 型 ， 即 中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5 种 ， 是 指 仅 限 于 高 黎贡山 东 、 西 坡 的 特有 种 ;@) 云南 特 
有 种 14 种 ; @ 中 国 - 西 南 特有 种 16 种 〈 表 3)。 

表 3 高 黎贡山 马 先 蔷 属 植物 特有 种 类 型 

分 布 种 数 特有 种 占 总 种 数 的 百分率 /% 

高 黎贡山 特有 5 1 国 约 

云南 特有 14 34. 15 

中 国 -西南 特有 16 39. 02 

2.4.1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特有 种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5 个 ， 局 限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东 、 西 坡 ， 这 些 种 类 种 群 数量 稀少 ， 分 
布 范围 狭窄 〈 表 4 和 图 2) 。 

表 4 高 黎贡山 马 先 某 属 特有 种 分 布 情况 

种 类 分 布 坡 向 海拔 /m 生境 

王 ， dzwlorzgeasis 贡 山 东 哨 房 东 坡 3500 一 3600 山坡 湿润 草地 

卫 .， elrouesiz 712Q7JoOr 贡 山 克 劳 洛 西 坡 3500 一 3700 高 山 灌 从 草地 

王 。 gozzgsjhazze7a5is 贡 山 东 哨 房 东 坡 3600 山坡 灌 丛 草地 

上 上 ， 友 ji777a 贡 山 克 劳 洛 西 坡 3000 高 山 沙砾 山坡 

上 上 ， yu 贡 山 克 劳 洛 西 坡 4000 一 4100 高 山 沼 泽 草 地 

海拔 3500 一 4000m 以 上 的 高 山地 带 发 育 着 灌 丛 草 甸 或 草 旬 植被 〈 李 恒 1994)， 高 
黎贡山 山地 垂直 变化 明显 ，5 个 特有 种 分 布 在 海拔 3000 一 4100m 的 苍山 冷杉 〈Aepizes 

delavayi)、 秃 杉 (Tairzuazizia Fousiaza )、 箭 人 竹 〈Fargesia acuticoatractg) 生长 的 高 山 

草 甸 寒冷 地 带 。 分 布 在 东 坡 的 两 个 种 一 一 P.， duwlLongezsis 和 己 . gozgshazez15zs 均 生 长 

在 同一 海拔 地 带 ， 花 期 也 较为 相似 ， 在 7 一 8 月 。 分 布 在 西 坡 的 其 他 3 个 种 ， 生 长 在 海 
拔 相 对 较 低 的 P.z 轨 Fa， 随 着 海拔 升 高 ， 逐 步 被 Perzwesii var，7aa71or 和 王 .ya 

所 替代 。 西 坡 的 种 类 花期 为 8 月 ， 较 东 坡 的 2 个 种 推迟 了 半 个 月 左右 。 

按照 钟 补 求 (1963) 系统 ，P.， auwlomzgensis、 忆 ，elrzwesii var， Mia1or 和 王 ， yuwi 属 

于 根 叶 群 (Grex Rjhzizozpjhyliuxmz)， 其 花冠 均 为 有 了 只 型 、 陈 短 至 中 等 长 ; 也，gomgs- 
Aa7ze711515 属于 长 时 群 〈Grex DolichnozjnyLlz2) ， 花 冠 头 盔 为 有 齿 型 具 二 齿 ; 忆 ，z7 户 7aa 

属于 长 荃 群 (Grex Dolichomiscws) ， 花 冠 为 有 陈 型。 从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的 花冠 类 型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高 黎贡山 的 特有 种 中 存在 着 较为 原始 的 花冠 类 型 ， 如 已 ，gozgsPna7zzez5i3， 

而 中 间 过 滤 类 型 的 花冠 式 〈 即 短 管 有 隐 型 ) 占 绝 大 多 数 。P.，cxwlongensis 花冠 外 部 被 

多 细胞 的 绣 色 绒 毛 ， 分 布 在 东 喜 马 拉 雅 的 头盔 具 红 毛 的 P，zjocdotrichna 在 高 黎贡山 也 

有 分 布 ， 这 些 较为 特殊 的 花冠 可 能 是 由 于 地 理 上 的 相对 隔离 ， 物 种 为 了 适应 新 的 环境 而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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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分 布 

1: 独 龙 江 马 先 项 〈P，duwlongensis); 2: 哀 氏 马 先 贰 高 大 亚 种 (P，elrwesii ssp， najor); 

3: 贡 山 马 先 项 〈P，gongshanensis); 4: 层 弱 马 先 项 〈P， 加 Pina); 5: 季 川 马 先 熙 〈P，yzz) 

产生 的 分 化 ， 它 们 可 能 是 本 地 区 相对 较为 年 轻 的 类 群 。 高 黎贡山 特殊 的 地 质 构造 ， 保 留 
了 原始 的 花冠 类 型 ， 同 时 ， 喜 马 拉 雅 造山 运动 使 得 新 生物 种 得 以 产生 和 发 展 ， 特 有 种 中 
新 老 兼备 ， 原 始 与 进化 种 类 并 存 。 

2.4.2 在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的 云南 特有 种 14 种 ， 均 为 滇 西北 特有 〈 图 3 和 图 4);， 这 些 种 类 除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外 ， 主 要 集中 分 布 在 迪 庆 州 的 德 钦 、 中 旬 、 维 西 以 及 丽江 地 区 。 上述 这 

些 地 区 在 生态 环境 方面 与 高 黎贡山 有 一 定 的 相似 性 ， 所 处 纬度 相差 不 大 。 但 高 黎贡山 垂 

直 高 差 较 大 ， 少 有 永久 积 雪 及 大 片 潮湿 五 花草 甸 ， 较 为 进化 的 长 管 种 类 较 少 ， 仅 有 2 

种 ， 即 Pszigxzozdes 和 王 ， hazazzlis。 人 保留 了 较为 原始 的 花冠 类 型 的 种 有 已 ， 帮 eRoxe7- 

Si5， 了 .galeate， 大 多 数 为 中 间 过 渡 类 型 。 就 本 属 在 滨 西 北 《〈 除 高 黎贡山 ) 的 特有 种 而 

言 ， 德 钦 、 中 旬 、 丽 江 等 则 是 马 先 贰 植物 分 化 最 为 强烈 的 地 区 之 一 。 这 些 地 区 ， 海 拔 

高 、 低 温 时 间 长 ， 有 大 片 高 山 草 甸 、 充 沛 的 降雨 ， 形 成 了 适宜 马先蒿 属 植物 生长 、 分 化 

的 环境 。 长 管 、 具 吃 的 花冠 式 很 大 程度 上 局 限 分 布 于 这 些 地 区 ， 花 冠 管 最 长 达 57 一 

66mm 〈 王 .LomgijFora var。 taupz forz2zs) ( 王 红 等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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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云南 特有 种 : 滇 西北 分 布 〈1) 
1: 显 奋 马 先 项 〈P.，galea 如 ); 2: 潘 氏 马 先 贰 短 果 亚 种 〈P.，zpantlingii SSp。 prachycarzpa ); 

3: 退 毛 马 先 项 〈P. glaprescenrs); 4: 细 瘦 马 先 蕊 〈P.，gracilicax1is);， 5: 元 宝 草 马 先 车 〈 也 , 

Iazaioides); 6: 朴 裂 马 先 项 〈P.，remotlopa); 7: 旋 了 马 先 项 〈P，gyrorhnyrzcha) 

2.4.3 在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分 布 到 高 黎贡山 的 中 国 特有 种 16 种 ， 集 中 在 云南 、 贵 州 、 四 川 、 西 藏 西南 地 区 。 

其 中 高 黎贡山 -四 川 共有 2 种， 即 PP 7podotrichna 和 王 . ppaceliaefolia， 云 南 - 贵 州 -四 

川 共有 忆 .，tzenauisecte 和 卫 . saluiaeflora， 这 两 个 种 分 布 海拔 相对 较 低 ， 在 1200 一 

3600m， 没 有 发 现 本 属 内 最 为 进化 的 种 类 。 上 述 现象 表明 ， 高 黎贡山 马先蒿 属 植 物 保留 

了 较为 原始 的 类 型 ， 绝 大 多 数 种 类 处 于 中 间 过 渡 分 化 之 中 。 

3 结语 
马 先 某 属 是 北 温带 分 布 的 一 个 大 属 ， 也 是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中 的 一 个 大 属 ， 它 在 高 

黎贡山 植物 区 系 中 占有 一 定 地 位 。 高 黎贡山 的 马先蒿 种 类 十 分 丰富 ， 表 明 该 地 区 是 本 属 

现代 分 布 中 心 之 一 。 所 产 的 41 种 马 先 贰 ， 代 表 了 本 属 全 部 的 花冠 类 型 和 112 个 系 中 的 

36 个 系 ， 几 乎 可 以 看 到 本 属 从 原始 到 进化 的 系统 发 育 过 程 的 主要 阶段 ， 可 见 高 黎贡山 

也 是 马先蒿 属 多 样 化 中 心 之 一 。 除 个 别 种 ， 如 P.，xrichoglossa (2700 一 5100m) 与 卫 . 

jjodotrichna (3700 一 3800m)、 已 ， pazatzlz72g17 SSp。 cPz772z0ze71525 和 尸 ， zamtLz728717 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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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云南 特有 种 : 滇 西北 分 布 〈2) 

1: 买 亚 马 先 项 〈P，7rayanra); 2: 小 花 马 先 世 〈P，znicrantha); 3: 拟 紫 曹 马 先世 〈P，cory- 

dalaides); 4: 蒙 氏 马 先 项 〈P，7ronrbeigianra); 5: 马鞭 草 叶 马 先 蒿 〈P，zverpenae folia); 6: 之 形 陈 

马 先 项 〈P，sigmmoidea); 7: 狠 马 先 贰 〈(P，yzi) 

prachycazrpa 存在 一 定 的 垂直 替代 格局 外 ， 大 部 分 种 分 布 在 3000 一 4500m， 人 少数 生态 适 
应 性 较 强 的 种 下 限 可 在 1200m 左右 〈P.， gracilis ssp。 sizezlsis)， 并 且 分 布 较为 广泛 ; 

分 布 最 高 的 种 可 达 5100m (了 P. xzrzichnoglassa) 。 

马 先 贰 属 在 生境 上 这 种 趋同 性 和 种 类 的 异 质 性 可 能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由 于 其 各 个 种 的 

繁殖 生物 学 的 隔离 ， 特 别 是 传粉 昆虫 的 选择 压力 所 造成 的 ， 进 一 步 研究 高 黎贡山 马先蒿 

属 的 多 样 化 原 因 ， 特 别 是 种 类 集中 的 短 管 具 吃 型 花冠 类 型 的 传粉 机 制 和 特有 适应 性 ， 

对 于 揭示 该 地 区 马 先 蔷 属 物种 多 样 性 与 地 理 分 布 格局 将 是 十 分 有 意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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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 代为 清 绘 分 布 区 图 ; 感谢 西南 林学 院 薛 嘉 榕 、 英 国 爱丁堡 植物 园 Philip Thoma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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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es Diversity and Phytogeography of Pedzcx1aris 

(Scrophulariaceae) in Gaoligong Mountains，NVW Yunnan 

WANG Hong LI De-zhu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IThere are 41 Species of Pedaizcxlarzis distributed in Gaoligong Mountains 

located between the Nujiang(Salween)and the Dulongjiang-Nmeikai(Irrawaddi)rivers in 

NW Yunnan，China，The number of speci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constitutes 27. 3 听 
站 人 

of the total numbers in Yunnan，According to Li's system，all forms of corolla-types are 

founded in the mountain range，il. e。7 Species of edentate，3 of dentate，28 of short- 

tubed，and 3 of long-tubed，In Tsoong's system，Pedaizcxlarzs are divided into 13 grex- ! 

es,， all of them are distributed in Yunnan。， In Gaoligong Mountains，9 grexes or 69. 2 听 

of the total are represented there， Of the 112 series of Pedaizcxlarzs in Tsoong's System 

occur 72 in Yunnan and 36 in Gaoligong Mountains。 It is _ obvious that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at least part of the center of modern distribution and center of diversifica- 

tion of the genus by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major stages of evolution can be found in 

this area。 It is noticed that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particularly rich in intermediate 

forms，i。e。 the short-tubed species。 Most of the Pedaicxlarzs Speci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endemic to China，Five species are endemic to Gaoligong Mountains，An- 

other 14 Species are endemic to Yunnan，with an additional 16 species endemic to SVW 

China，The high percentage of endemism reveals that Gaoligong Mountains have become 

呈 62 



a centet of speciation Since the Himalayas emerged，EFurther studies on the cause of en- 

demic adaptation and pollination mechanism of Peaizcxlarzs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un- 

derst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diversity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genus. 

Key words ”Pedicxlarzs，Species diversity，Phytogeography,Gaoligo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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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斑 龙 池 ( 天 南星 科 ) 

于 仲 衣 李 恒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昆明 650204) 

摘 要 本 文 描述 了 天 南星 科 斑 龙 芋 属 一 个 新 种 ,高 黎贡山 斑 龙 芋 (Sazxromzatxzz gaoli- 

gozgelse Z.L Wang et . Li) ,其 显著 特点 是 叶柄 下 部 具 3 一 5 枚 株 芽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斑 龙 七, 天 南星 科 , 高 黎贡山 

分 类 号 Q949 

Two known species of Sazx7ozzatz72 Schott are distributed widely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sia and Africa，The third Species, Saxro7zatz772 gQoLigo71ge71Se is described 

below as a distinct Species。 It is restricted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disting- 

huished from the other two members，S.，zme7zosu7 (Aiton) Kunth and S，p7rewzzpes 

(Hook. f ) N， 了 .Brown，in having unspotted green petiole with 3 一 5 bulbils，short， 

rugose，fusiform and petiolulate appendix of spadix. 

Sarro11aat1a gaoligongellse ZL，Wang et 有 ，Li，sp. nov， TYPE: China，Yun- 

nan Prov. : Baoshan Xian: ca。13km 匡 of Dahaoping，on the 了 side of Gaoligomg 

Mountains near divide between the Salween and Irrawadi rivers，24?56' 43 N，98"45 23- 

. Elev. 2290m above sea level，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dominated by Fagaceae， 

Lauraceae，and Theaceae。， Tuberous perennial herb ca，40cm tall , growing on a molst 

forested slope。28 October 1998. Li Heng et G. Ruckert 11309A (holotype，KUN )， 

11309B (isotype，KUN) ，11309C(2) ，a leaf with bulbils (isotype,KUN). Fig. 1. 

Species a Saxw7rozzato we?105U7 (Aiton) unth foliis petiolo immaculato，infra 3 一 5 

bulbilis obtecto，spadicis appendice stiplitata，fusiformli，rugosa，5mm long a et 2. 5mm 

crassa differt. 

Perennial herb from a depressed-globose tuber. Tuber yellow-brown，ca，2cm high， 

2.5 一 3. 5cm in diameter，base almost flat and the top broadly rounded bearing 1 一 4 bul- 

bils above，bulbil ca 3mm in diameter，roots more than 10，yellowish white，15 一 20cm 

long，rootlets pinnate and dense，2 一 5cm long. Cataphylls 3，membranaceus，pale pur- 

pureus，inside onne 6cm long. Leaf solitary,rarely up to 3. Petiole green to dark purpu-= 

reus，immaculate，up to 40cm long，sheath very short，bearing 4( 一 5) tubercles (bul- 

blls) in the lower part，tubercles oblong，ovate，ca. lcm long and 5mm in diameter. 

Leaf blade deeply 5 一 13-pedatifid，leaflets membranous ，green above，light green be- 

x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刊 XI) :61 一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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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lliptic or obovate，sessile at base， 

apex acuminata，terminal leaflet 12cm 义 

5cm，Pprimary lateral veins Pinnate，cilrc。 

10 and more each side，one marginal 

vein present，the first pair of lateral 

leaflets _ larger than_ terminal，15cm 义 

5. 5cmy，the other lateral leaflets gradual- 

ly _ smallc， outermost leaflets 6cm 义 

2. 2cm or 3cmX1. 2cm and inequilateral， 

outer Side 2.5 times as width as inner 

side， Inflorescence solitary， appearling 

without leaves，borne above ground lev- 

el._ Peduncle yellowish green， with 

Sparse black spots，4 一 5cm long and 3 一 

6mm in diameter. Spathe marcescent， 

purplish brown outside，Ppale white in- 

side， immaculate and glabrous both 

sides，tube pyramidal without slit (mar- 

gin fused)，constricted upward，nearly 

fleshy，3cm long，base 2. 8cm in diame- 

ter，at throat ca 5mm in diameter， 

blade longer than tube，narrowly ob 

long-lanceolate，erect，never reflexed， 

margin ， convolute， submembranous， 

purple outside， pale purplish inslde， 

apex long acuminate，7cm long and 

2. 5cm wide when flared，Spadix yellow- 

ish，shorter than spathe，free，sessile， 

erect，6cm long in total，four zones 

图 1 高 黎贡山 斑 龙 芋 

1: 花 株 X1; 2: 肉 穗花 序 X2; 3: 上 肉 花 X6; 4: 子 房 纵 切 久 6; 

5,6,7: 中 性 花 X6; 8: 雄 花 X6; 9: 附 属 器 关 6; 10: 叶 ,示例 

叶柄 上 的 株 芽 X 久 1/2; 11: 叶 片 关 1 ( 吴 锡 麟 绘 ) 

Fig. 1 Saxromzatu72 gaolzgozg ZL，Wang et 瑟 . 

LI SPD。nov 

1:Flowering plantX1; 2:Spadix X2; 3:GynoecliumX6; 

4:Ovary，longitudinal section X 6; 5,6,7:Sterile flowers 

X6; 8:Stamen XX6; 9:Appendix X6; 10: Leaf showing 

bulbils in lower part of petiole X 1/2; 11:Leaf blade X1 

(by Wu Xilin) 

formed，from base:， female zone cylindric，4mm long，5 一 6mm in diameter，female 

flowers dense; sterile zone slender cylindric，3cm long，bearing sterile flowers in lower 

part and naked above; male zone short，pale purpure，oblong，1lcm long，3mm in diam- 

eter; appendix greenlsh brown，much shorter than that In Sazro72Qtz772 we7205S2772 ，fusi- 

form，deeply rugous，5mm long，apex acute，with a stipite of 3mm long. Flowers uni- 

Sexual: gynoeclium obovate，stigma round，sessile，ovary 1-locular，ovules 2，orthotro- 

pous，funicle very short，Pplacenta basal，Male flower with single stamen，filaments 

somewhat compressed，connective slender，thecae oblong-obovold ，dehiscing by an api- 

cal slit; sterile flowers: consisting of patent，clavate，subulate and filiform staminodes， 

apex capltate，rounded or acute， 上 Flowering in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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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types。Baoshan Xian: Nujlang Xiang，Sanchawa，on the 下 sid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ear the watershed divide between the Salween and Irravwadi riversy， to the N 

of the old road between Baoshan and Tengchong. Elev. 2240 一 2320m， 24?56' 55"N，98” 

45 "15"E，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mixed with bamboo thicket，Perennial herb ca. 

50cm tall]，Petiole brown，bulbils forming on petiole. Growing on a moist slope along a 

stream。 4 November 1998. Li Heng et G，Ruckert 11514 (KUN ) ;， Baoshan Xian:， Nu- 

jiang Xiang,on the 下 side of Gaoligong Mountains neat the divide between the Salween 

and Irrawadi watersheds，24"49 51"N，98"46' 4" 下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Single 

leafed perennial herb ca，35cm tall，petiole with 4 bulbils，Growing in a shaded dark 

place，21 October 1998. Li Heng and G，Ruckert 10777 (KUN ); Baoshan Xian: 

Mangkuan Xiang，Hanlong Cun，on the E sid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bove 

Baihualing，25"18' 0"N，98"47 33" 下 ，Elev，1850m， 8 November 1998. Li Heng et G 

Rickert 11659(KUN)，Tengchong Xian: Jietou Xiang，Shaba Cun, Tientai Shan，on the 

W sid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25"24'5"N，98"43 ' 24 下 .Disturbed scrub along trail 

in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上 lev.， 2200m，Perennial herb growing in thicket of Eu- 

patorlium. 28 October 1998. Li Heng et G，Ruckert 11131 〈( a leaf without bulbils， 

KUN)， Tengchong Xian: Jietou Xiang，Zhoujiapo on the road between Jietou and Da- 

tang. 25”33 11 N，98"40 6 下 .Elev.、 1680m. Disturbed secondary broadleaved evergreen 

forest and scrub，Perennial herb，Growing on a steep slope among shrubs and small 

trees. 28 October 1998. Li Heng et G Ruckert 11149. Longling Xian: Zhenganzheng，Xi- 

aoshui He，on the W sid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ear the divide between the Irr- 

awadi and Salween rivers，。24"50' 16"N，98"45' 53 下 ，Elev。，2170m。 Broadleaved ever- 

green forest，Perennial herb ca. 40cm tall ，leaf petiole bearing 4 oblong bulbils，Grow-=- 

ing in a shaded moist ravine，22 October 1998. Li Heng et G.， Ruckert 10779 (人 KUN) 

Distribution ， endemic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Yunnan，China. 

Notes，Sazozzatz772 gQoLzgo71ge71Se Z. [L. Wang et 瑞 . Li sp nov。initially is Similar 

to TyzpjPozzzw72 Species with petatifide leaves，when the plants appear without inflores- 

cence，but may be distinguished by having 3 一 5 bulbils (tubercles) at the lower part of 

the mature petiole. 

Generally，Saz7o7zatz772 Species can be distinguished easily from TyzpjPomzx7a Plants 

not only in having spathe tube without slit，but also in having inflorescence appearling 

without leaves. 

The Saz7o7zatz772 gQOLigo7zge71se differs from other two Species，S. ve7105SU72 and 3. 

prevzzpesyin having an immaculate petiole，bearing 3 一 5 bulbils at the lower part，and in 

having a purplish brown pyramidal spathe tube 3cm long，2. 8cm in diameter at base and 

a Shorter stipitate fusiform and deeply rugous appendix of Sp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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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romzatr1a gaoligomgelse (Araceae) ，a New 

Species from Caoligong Mountains 

WANG Zhong-Lang LI Heng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Sax7romazatu72 ga&olizgomgelse ，a new arold Species _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Yunnan,China)is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It differs from other two Species 

of Sazwzroz7zatz772 in having a petiole with 3 一 5 bulbils in the lower part. 

Key words Sazxzomzatz772 gaoligozgezse ，Araceae，Gaoligong Mountains 



云南 页 山 异 叶 舍 苷 属 ( 苦 莒 车 科 ) 一 新 种 ” 

王 印 下 了 和 李 恒 ? 

《1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北京 ”100093) 

《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昆明 650204) 

关键 词 异 叶 莒 首 属 , 贡 山 异 叶 童 依 ,新 种 ,中 国 云南 

贡 山 异 叶 土 介 ”新 种 图 1 

图 1 贡 山 异 叶 曹 苔 

1: 植 株 ;2: 花 昔 ;3: 人 花冠 剖 开 ;4: 雄 蕊 ;5: 雌 蕊 ;6: 宿 存 花 坦 

与 不 规则 开裂 的 成 熟 鞘 果 

Fig. 1 全 凡 ytocRia gozgsSha7zez1315 Yin Z，Wang et 有 ，Li 

1:Habit;2:Calyx;3:Opened corolla;4:Stamen;5:Pistil; 

6:Persistent calyx and irregular dehiscence of mature capsule 

类 本文 2000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38(2) :189 一 191。 

。168 。 

Whytockia gongshanensis Yin 2Z. 

Wang et 厢 ，I7OUSDNTOTEEoi 

Affinis 记 。 好 za7zgza72Qe 〈(Hana. 

-Mazz。) A，Weber，a qua sepalis 

latioribus，corolla pallide caesio-pur- 

purea stylo ovario ulta 2-plo lon- 

gliore， stigmate paene infundibulari 

differt. 

Herba perennis.。 Rhizoma re- 

pens。 Caules erecti， basi decum- 

bentes，Ssucculenti，10 一 25cm alti， 

6 一 8-nodes，saepe Simplices，inferne 

glabrescentes，Ssuperne brunneolo-pu- 

bescentes et glandulosi，Folia opposi- 

ta，binatim valde inaequalia; ea nor- 

maljlia sessilia vel subsessilia laminls 

membranacelis，ovatis vel ovato-ob- 

lonmgis，，3 一 6cmi longliSUIA SG 

latis，apice acutis vel obtusiusculis， 

basi in latere angusto cuneatis，in lat- 

ere lato rotundatis ,margine lirregular- 

iter remote repando-serratis et glan- 

dulosis，utrinque Sparse，pubescenti- 

bus, nervis lateralibus in _ latere jlato 



6 一 11，in latere angusto 4 一 6 ，petiolis 0. 5 一 2mm longis vel nullis; ea reducta sessilia， 

ovata，3 一 10mm longa，ceterum ut in eis normalibus，Cymae axillares,4 一 6cm longae， 

2 一 5-florae，pedunculis 2 一 4cm longis，cum pedicellis pubescentibus et glandulosis， 

pedicellis 7 一 15mm longis: Calyx campanulatus，3 一 3. 5mm longus, sepalis 5，liberis， 

basi tantum connatls，ovatis vel ovato-orbicularibus，apice obtusis vel acutis, extus pu- 

berulis，intus glabris，3 一 3. 3mm longis, 2. 2 一 2. 4mm latis. Corolla pallide caesiopur- 

purea，8 一 10mm longa，extus，glabra，intus infra faucem inter lobos anticos pilis uni- 

cel-luiaribus claviformibus bifariis tecta，tubo circ， 5 一 7mm longo，labio postico 1. 5 一 

2mm longo; ad medium 2-fido，labio antico 3 一 4mm longo，3-partito，Stamina 4; fila- 

mentis 2mm supra basin corollae insertis，Superne incrassatis et ciliatis，anticis 4. 5mm 

longis,prope medium geniculatis，posticis circ，3mm longis，antheris 1. 1mm latis，Ppu- 

bescentibus。 Staminodium lange ovatum，circ。，0. 7mm longum。Discus circ，0. 2mm al- 

tus，Pistillum 4 一 5mm longum，ovario ovoideo 0. 8 一 1. 1mm longo，stylo 2. 1 一 2. 8mm 

longo，ovario ultra 2 一 2. 5-plo longiore，stigmate infundibulari，Capsulae globosae，3 一 

3. 4mm diam. ，glabrae，irregulariter dehiscentes，in calycibus persistentibus omnino in- 

clusae， 

Perennial ，succulent herbs，Rhizemes creeping，bearing roots at nodes，Stems e- 

rect，10 一 25cm tall with 6 一 8 nodes，Ssimple and often decumbent at base，inferior gla- 

brescent，Ssuperior covered with brown-pubescences and glandular hairs，Leaves oppo- 

Site，dqulte unequal，Large leaf blades in a pair membranaceous，ovate and oblong-ovate， 

(3 一 6)cmX(1.7 一 3)cm，sessile or with a short petiole 0. 5 一 2mm long，apex acute or 

obtuse，base obligque，rounded in wide lateral and cuneate in angustate lateral ，both sur- 

faces pubescent，margins irregularly repand-serrate and glandular-serrate，nerves 6 一 11 

in Wide lateral and 4 一 6 in angustate lateral，Small leaf blades ovate，3 一 10mm long， 

Sesslle，otherwise as larger leaf，JInflorescences paltr-flowered cymes，4 一 6cm long， 

emerging from the axils of the large leaves，with 2 一 5 pedicellate flowers，ebracteolate. 

Peduncles 2 一 4cm long and pedicels 7 一 15mm long，covered with pubescences and glan- 

dular hairs，Calyx campanulate，3 一 3. 5mm long， Sepals five and connate at base，ovate 

or ovate-orbiculate. (3 一 3.3)mm X 色 (2. 2 一 2.4)mm，outside pubescent and glandulose， 

Inside glabrous，apex acuminate。Corolla blue-purpureous，tubular and bilabiate，8 一 

10mm long，and 5 一 7mm long before limnb ，outside glabrous，inside with two rows of 

the unicellar and clavate hairs under between lobes of the lower lip; upper lips 1.5 一 - 

2mm long，2 一 lobed; lower lips 3 一 4mm long，3-lobed. Stamens 4，attached to corolla 

base for 2mm long。 Filaments incrassate on upper parts covered with sericeous hairs; 

the anterior pair about 4. 5mm long，geniculate near middle; the posterior pair abonut 

3mm long。Anthers connate，1. 1mm wide，with sericeous hairs，Staminode obovate， 

0. 7mm long，Disc about 0. 2mm high，Pistiles 4 一 5mm long; ovaries ovate，0.8 一 

1. 1mm long; styles 2.1 一 2.8mm long and 2 一 2.5 time longer than ovaries; stigmas 

sub-infundibulate， Capsules globate，3 一 3. 4mm diam. ，glabrous，i1rregular dehiscent， 

由 让 大 



included in the persistent calyx.。Seeds minute，many. 

China，Yunnan( 云 南 ) :Gongshan( 贡 山 ),Dulongjiang( 独 龙 江 ),along Dulongjiang 

River valley at alt， 1350my,by stream in shady and moist places,1990-11-14,Dulongjiang 

Expel. ( 独 龙 江 考察 队 )283(holotype KUN). 
WP ytocRza go7z2g5Sha7ze1151S Tesembles 凤 . zszia7zgza72ae on the basis of the small corol- 

la (8 一 12mm long) and the connate stigma。However， it is easily distinmguished from 全 . 

isza72gza7140. by the blue-purpureous corolla，the styles 2 一 2.5 times longer than the ova- 

ries，and the sub-infundibulate stigmas. 

Additional discussion: 内 .gozgshazze11szs 1Ss known only from the type locality in 

Dulongjliang River valley up to date，growing by stream in shady and moist places at 

about alt. 1350m。 Dulongjiang River valley belongs to the Hengduan mountain。 The re- 

glion ls well-known in the world for its complicate and unique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floristic characteristics。 工 he sub-infundibulate stigmas of 凤 . gozzgsjna7ze72s15 COnstitutes 

a new feature for the genus WiytocRza.， Correlatively，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on- 

tributes to the genus not only a new geographical record of the genus hut also a peculiar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that is difficult to interpret with normal dispersal. 

致谢 “本文 承 蒙 王 文采 、 李 振 宇 和 杨 亲 二 先生 审阅 并 提出 修改 意见 ,特此 致谢 。 

A New species of W1j ytocKia W。W. Smith ( Gesneriaceae ) 

from Yunnan，China 

WANG Yin-Zheng: 2 LI Heng: 

(1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ljing 100093) 

(2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Key words ”人 历 凡 ytocRzia ， 了 网 .gozgsjhnazze71815 Yin Z，Wang et 百 . LI，New specles， 

Yunnany,China 

于 你 全 …。 



云南 姜 科 一 新 种 

罗 坟 小 
中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系统 与 进化 植物 学 开放 研究 实验 室 ， 北 京 ”100093) 

关键 词 ” 姜 花 属 ， 腾 冲 姜 花 

腾冲 姜 伦 新 种 图 1 

百 ed ycjzzr7zz teftgcjomrgese Y，B，Luo，sp， nov， 

Species nova affinis 五 .glLaprz72 S，Q.，Tong，quod praecipus differt petiolo 3 一 

7cm longo，ligula 3 一 6cm longa，lobo labelli anguste lanceolato. 

Herba erecta，70 一 80cm alta，rhizomate tuberiformi，Folia superiora oblonga vel 

anguste oblonga，38cm longa，9. 5cm lata，apice acuminata，basi attenuata，petiolo bre- 

Viore ca，1. 5cm longo; ligula elliptica，1. 5cm longa，membrancea，glabra，apice trun- 

cata。Splca dense pleuriflora，24cm longa; bracteae anguste oblongae，1. 5 一 1. 7cm lon- 

gae，aplce rotundae，convolutae，glabrae，uniflorae; bracteolae ovatae，ca，1lcm longae， 

apice rotundae。 Flores flavidi; calyx tubulosus，ca，2cm longus，obscure obtuseque tri- 

dentatus; corollae tubus gracilis，3. 5cm longus，lobis linearibus; staminodia lateralia 

linearia，3. 5cm longa，apice mucronata，basi attenuata; labellum ca，3. 5cm longum， 

ad medium bifidum，lobis linearibus; filamentum aurantiaca，4. 5cm longum; anthera 

aurantiaca，0. 8cm longa; ovarium glabrum，ca，2mm longum; stylus filiformis; stigma 

caplitatum，apice ciliatum， 

Yunnan (云南 ): Tengchong (腾冲 )，alt.， 1600 一 1700m，in sylvis prope viam， 

1992-07-10，S，、C、Chen et Song Yun Liang 〈 陈 心 启 、 深 松 移 ) no. 119 (Type! PE). 

直立 草本 ， 高 70 一 80cm， 根 葵 块 状 。 叶 片 长 圆 形 或 狭 椭 圆 形 ， 长 38cm， 帘 

9. 5cm， 顶 端 狭 渐 尖 ， 基 部 渐 狭 。 两 面 无 毛 ; 具 短 柄 ， 长 1.5cm 左右 ; 叶 舌 长 约 

1.5cm， 椭 圆 形 ， 顶 端 平 截 ， 膜 质 ， 无 毛 。 穗 状 花 序 密 集 多 花 ， 长 达 24cm; 区 片 狭 矩 

圆 形 , 长 1.5 一 1.7cm， 顶 端 圆 钝 ， 内 卷 ， 无 毛 ， 内 生 一 花 ; 小 苞 片 卵 形 ， 长 约 lcm， 

顶端 圆 钝 ， 花 苯 简 状 ， 长 约 2cm， 项 端 具 不 明显 钝 三 齿 ; 花 淡 黄色 ， 花 冠 简 纤细 ， 长 

3. 5cm， 有 裂片 线形 ， 长 3. 7cm 左右 ; 侧 生 退化 雄 芒 线形 ， 基 部 渐变 窗 ， 长 3. 5cm， 具 短 

尖 头 ; 唇 瓣 长 近 3. 5cm，2 裂 至 中 部 ， 裂 片 线形 ;花丝 和 花药 橙黄 色 ， 花 丝 长 4. 5cm， 

作 药 长 0. 8cm; 子 房 无 毛 ， 长 约 2mm， 花 柱 丝 状 ， 柱 头头 状 ， 顶 端 具 缘 毛 。 花 期 7 月 。 

本 种 与 五 .glaprwz S，Q.， Tong 相似 ， 但 后 者 叶柄 长 3 一 7cm， 叶 天 长 3 一 6cm， 

x 本 文 1994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32(6): 574 一 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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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 软 裂 片 狭 披 针 形 而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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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腾冲 姜 花 

1: 叶 ;2: 花 序 ;3: 苞 片 ;4: 小 苞 片 ;5: 花 (除去 花 昔 简 和 子 房 );6: 花 苯 简 和 子 房 ;7: 雌 蕊 ;8: 子 房 横 切 面 

Fig. 1 瓦 eQychnzzxzz te7zzgcnozzge71Se 

1:Leaf; 2:Inflorescence; 3: 了 Bract; 4:Bracteole; 5:Flower with calyx tube and ovary removed; 

6:Calyx tube and ovary; 7:Pistl; 8:Ovary in cros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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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丽 edycjzrxzz 下 oenig 

(Zingiberaceae) from Yunnan 

LUO Yi-bo 

(Laboratory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Botany，& Herbarium，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93) 

Key words ”五 edycAhzz7j2 ， 五 .te72gcjo7zge7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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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1zopedilIx7az ar1emiacu11 ，its Natural 

Habitat ，in Western Yunnan 

PHILLP Cabb LUOSYibo” CEORNIA-Si 

(] TOBU Department store，Tokyo) 

(2 Ziirich Foundation for Orchid Conservation) 

(3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High above the Nu Jiang(Salween River) in the Nu Shan range in western Yunnan 

is the home of China's golden slipper orchid，Papjpzopeaizlz77z az72e71zQcW72。 It is endemic 

to these mountalins which sweep south for hundreds of kilometres from the Tibetan mas- 

sif and are flanked by two of Asia's great rivers，the Nu Jiang and the Lancang Jiang 

(Mekong)， In these little-known mountains 已，a7z7ze7z4acz772 has a relatively extensive 

range from Gongga Shan in the north to the vicinity of Baoshan in the south。，Within 

that range it 1S，however，trestricted by its particular ecological requirements which have 

only recently become apparent， The region characteristically has a dry winter and Spring 

from November until mid May and a wetter summer and autumn with the monsoon arTi- 

ving in late May or early June and lasting until October. In winter the temperature regu- 

larly falls below 10C (50 开 ) at night when the ridges and mountain tops are covered by 

mist，bnut freezing temperatures are Tare and short-lived，In early May the mid-day tem- 

perature reaches the high 20s C (80 一 84 下 ) falling to about 10 一 15C (50 一 59 下 ) at 

night. 

Pazpjpzopedizlx77z Q772e717QcuW72 Was first described in 1982 by Chen and Liu，based on 

a collection by Zhang from Bijiang in western Yunnan，and was shortly afterwards Intro-= 

duced into _ cultivation in some quantity from the wild，Its collection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causing concern for its future in its native habitats，It 1s perhaps Surprising 

that such a spectacular orchid should have been overlooked for so long but lt grows In 

remote places，mostly well away from established roads and routes through the 

mountalns. 

We first saw it on a wild wet day in April 1996 in the mountains to the east of Li= 

uku，a small town on the Nu Jiang and neat the Burmese border. The habitat had previ= 

ously been oak forest but the site had been cleared of trees and large shrubs by local fire- 

wood collectors。A small colony of about 50 plants survived，growing on steep north-fa= 

cing banks amongst limestone rocks，sedges and small shrubs such as 瓦 yperzcx72，at an 

x 本 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ORCHID REVIEW,，106:271 一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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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ion of 1450m (4500fty。]Most of the plants were seedlings or small growths left 

when larger plants were taken by collectors， 忆 ，a77zezzzacu772 can form Sizeable clumps， 

the mother plant sending out stolons whose tips produce new shoots up to 10cm (4in) 

away from the mother plant， The stolons are relatively fragile and will break if the plant 

is roughly removed，These shoots can grow into new plants，JIn this colony we found 

two flowering size plants in bud，but both were rather chlorotic because of the removal 

of the covering vegetation。， This too-accessible colony had been heavily plundered for at 

least three yeatrs and its future must be in doubt. 

In late April 1998 we had better luck in the mountains to the north-west of Baos- 

han，a town situated strateglcally on the Burma Road and one of the traditional gate- 

ways into China for the European plant hunter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present century。 

Baoshan lies in a fertile broad valley at about 1700m(5000ft)，TIts main crops are wheat 

and vegetables in the winter and rice in the summer.，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are，to 

the casual glance，rathet unpromising for the botanlist，appearing bleak and denuded of 

tree and shrub cover。，Closer inspection shows that native trees do Survive，especially 

around the villages where tall Scjhnz7zza zwalLLzcpiz trees carry eplphytes Such as Cym7zpzaiz- 

2772 LOzwuiQ72WU72。 MIost other woodland consists of plantations of pine and gurm trees. 

Native scrub and small trees also survive in the gulleys and on the steepest Slopes. 

We found three colonies of 已 ,azezzacw72，with many plants in flower or advanced 

bud. on steep north-facing slopes and cjliffs at between 1950 and 2050m (approx 6000 ft) 

elevation。With a cuckoo heralding Spring from across the valley you can imagine OU ex- 

citement when we found our first flowering plant of this spectacular slipper orchid，a 

glowing golden ball at the top of a slender purple-spotted stalk with the chequered leaves 

nestling amongst grasses and sedges on the rim of a cliff 

The view from the top of the steep slope was spectacular: westwards across the Nu 

Jiang to the heavily forested but misty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north along the slopes 

of the Nu Jiang as they descend to the river，The colonies，of 30 (100m2 ) ，10(20m2 ) 

and over 1000 plants (400m: ) respectively，were situated on the north，north-north-east 

and north-north-west-facing slopes of two parallel ridges at between 1950 and 2050m 

(approx 6000ft) elevation。 了 Plants grevw below the dips along the ridges，just below the 

crest and about 20m (70ft)down the precipitous slopes。 Plants，with from one to abonut 

20 growths，grew at the base of shrubs such as Berzperzs and Mag7zolzia cdelavayi and on 

the top edge and vertical sides of limestone boulders，A number of seedlings were seen 

in the largest colony。 Other plants noted in the scrubby vegetation were evergreen Oaks， 

下 Pocoaenzayrom decoru7 and other rhododendron Species， Dextzia， Jazazgo Fera， 

Szpi7aea。 Serzieczto，Leoztopodzu72。 Ophnzopogom podz7zerz。，grasses and sedges，The soil 

was dark brown，friable，well drained and had a PH range of 7. 48 一 7. 86. The smallest 

colony had about seven flowers，the second ten，and the largest over 30. The flowers 

tossed lightly in the wind that rose from the valley across the crests of the ridges，and 



occasional squalls had_ us sheltering beneath _ efficient Chinese umbrellas。， 工 he steep 

northern slopes contrasted markedly with the gentler southern flanks which were cov- 

ered by grasses with occasional plants of pink-flowered Apelza，the result of annual 

fires，set by the local farmers， 

These colonies have， like the one in Liuku，been plundered by collectors for several 

years。Our guide told us that he had removed 5000 plants for sale from the are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Fortunately，collection of this orchid from the wild has decreased in the 

last year as demand for it has waned. However，in a market in Wenshan in south-east 

Yunnan，we were offered large quantities of plants from the Liuku area by a dealer who 

had upwards of 1000 large plants for sale。 Another threat，at least in the Baoshan area， 

is the occasional feeding of plants of this orchid to pigs. 

Having the privilege of seeing this remarkable orchid in its natural setting must be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our plantrhunting careers， 王 .ay77ze7zQcW72 nOVW receives nominal 

protection as a precious and endangered plant in China，We hope that it will survive So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can experience the thrill that we had when we first saw it on that 

remote mountain-slide high above the Nu 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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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豆 兜 兰 ,中 国 西南 部 兰 科 兜 兰 属 一 新 变种 

刘 仲 健 张 建 勇 
《深圳 市 梧桐 山 苗 围 总 场 ,深圳 518114) 

关键 词 ” 兜 兰 属 , 金 豆 兜 兰 ,新 变种 ,中 国 云南 

本 文 所 发 表 的 金 豆 兜 兰 (变种 ) 是 一 种 颇 为 有 趣 的 新 植物 。 模 式 标本 系 从 云南 西南 部 

保山 地 区 移植 来 的 栽培 植物 。 据 该 地 区 兰 转 主人 说 ,是 采 自 云南 西部 的 高 黎贡山 ,但 无 确 

切 的 地 点 ,也 无 生境 的 记载 。 此 新 变种 的 体态 颇 似 杏 黄 兜 兰 (Papjiopeqailuzz armzenia- 
cu S. C. Chen et F. YLiu) ,但 花 的 大 小 与 形态 有 明显 的 差别 。 特 别 是 花 ,为 儿 兰 属 中 

最 小 者 ,也 可 区 别 于 其 他 任何 种 类 。 

金 豆 兜 兰 ”新 变种 图 1 

Pappzopedilxzz ar1zemiacu7 var，DParyi lor ZJ、，Liu et J，Y，Zhang，var，nov. 

1 民 

Atypo differt floribus multo minoribus，sepalis et petalis dorso puberulis. 

China. Yunnan( 云 南 ) :Gaoligong Mt. (高 黎贡山 ), without precise locality( 无 详细 

地 点 ) ,2001-03-19，Z. 机, Liu( 刘 仲 健 ) 21319(holotype, here designated, in Herbarium， 

Shenzhen City Wutongshan Nurseries ). 

此 新 变种 以 其 直径 约 3cm 的 小 花 、 宽 约 5mm 的 椭圆 状 球形 唇 瓣 而 极 易 区 别 于 杏 黄 

兜 兰 (Pazpjpiopediluzz azeziacu72) ,此 外 ,其 苯 片 与 花 为 背面 被 细 柔 毛 也 可 以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This new variety was described based on a cultivated plant transplanted from an or- 

chid nursery in Baoshan Prefecture of southwestern Yunnan。 It flowered in our nursery 

early in March of 2001. It differs from Pazppniozpeaizzx7z azr7ze72zQcW72 S，C，Chen et 下 ，Y. 

Liu by having much smaller flower and puberulous sepals and petals on dorsal surface. 

The owner of the orchid nursery said that the plant was collected from Gaoligong Mt. of 

western Yunnan，but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its either habitat or Precise locajity. 

x 本 文 2001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39(5):459 一 460 



Key words ”Pazppnizopedzlz772， 已 ，a7772e72zQcu72 var。 访 azoz or ，New varliety， 

1 金 豆 兜 兰 (变种 ) 

1: 带 花 植株 ;2: 子 房 和 花苞 片 ;3: 中 昔 片 ,背面 观 ;4: 合 昔 片 ,背面 观 ;5: 花 瓣 ,背面 观 ; 

6: 导 准 ;7: 退 化 雄蕊 ,正面 观 

Fig.1 Paphniopeadzlz7z az777ze72zQcu72 var，zazuz Foru2 ZJ，Liu et J]. Y.， Zhang 

1:Flowering plant;2:Ovary and bract; 3 :Dorsal sepal,back view;4:Synsepal，back view; 

5:Petal,back view;6:Lip;7:Staminode，front view 

Pap1zopediIlr7az ar1ze1izac1 Var。PaFVL 太 orr11z， 

a new Orchid variety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LIU Zhong-jlan ZHANG Jian-yong 

(Shenzhen City Wutongshan Nurseries，Shenzhen 518114) 

Yunnan，China 

。178 ， 



金 蝉 兰 ,中国 云南 兰 科 一 新 种 

刘 促 健 张 建 勇 李 利 强 
《深圳 市 梧桐 山 苗 转 总 场 ,深圳 518114) 

关键 词 ” 金 蝉 兰 ,新 种 ,中 国 云南 

中 图 分 类 号 Q949.71+ 8. 43 

文献 标识 码 :A 

文章 编号 :1000-470X(2003)04-0316-03 

金 蝉 兰 ” 新 种 图 1:1-6 

Cy1zpidix1a gaoligoflge1lse ZJ Liu et J]. Y.， Zhang，sp， nov。Fig. 1: 1 一 6 

Ex affinitatc Cyzzpzazz72 traeya721 工 ，Castle，floribus minoribus，ca，7cm in dia- 

metro，flavidis immaculatis，lobis lateralibus labelli margine valde crispatis et aurato-cil- 

iatis distinctum， 

Plantae epiphytificae， 了 Pseudobulbi ellipsoidovoidei vel anguste ovoidei，5 ~ 10cm 

longi，3 一 5cm in diametro， foliorum basibus persistentibus inclusi，Folia 6 一 11，lineari- 

ligulata，80 一 90cm longa，atroviridia，infra articulata， Scapus Suberectus， gracilis， 

90 一 100cm longus，ca 10-vaginatus; racemes 30 一 40cm longus，8-ad 10-florus; bracteae 

ovatortriangulares，3 一 5mm longae，2 一 4mm latae; ovatrium pedicellatum 1. 5 一 3. 8cm 

longum，viride; flores ca 7cm in diametro，sepalis viridulo-flavis et supra cerino-striatis; 

totis nec purpureo-punctatis nec purpureo-striatis; sepalum dorsale anguste obovato-ob- 

longum，4 一 6cm longum，1. 3 一 1. 6cm latum，acutum; sepala lateralia obligua，anguste 

oblonga，3. 4 一 5cm longa, 1. 2 一 1. 5cm lata，acuta; petala falcato-linearia，3.7 一 5. 6cm 

longa,，0.6 一 0. 9cm lata，acuta; labellum ambitu subellipticum, 3. 0 一 3. 1cm longum， 

1.7 一 1.8cm latum，trilobatum，ejus basica 3mm longa columnae basi connatumj; lobis 

lateralibus erectis，semi-orbicularibus，puberulis secus nervos，marglne valde crispat 1S 

et aurator-ciliatis ; lobo intermedio ovato-orbiculari，8 一 10mm longo，9 一 10mm lato，re- 

curvo，margine valde undulato; disco lamellis duabus, 2. 1 一 2. 3cm longls，dense villo- 

sis; apice plus minusve incrassatis et interse linea longitudinali villosa praedito; columna 

3 一 3. 5cm longs，arcuata, laxe puberula prope basin ventralem，alata;pollinia duo. 

Florescentia: October-November. 

Typus:China,WN Yunnan, West of Baoshan City( 保 山 市 西部 ) ,Mts， Gaoligong( 高 

黎贡山 ) ,growing on trees in forests,alt. 1500m. 2002-10-6,Z. J. Liu 2582(Holotypus; 

* 本 文 2003 年 发 表 于 《武汉 植物 研究 》,21(4):316 一 318。 



Herbarium，Shen-zhen City Wutongshan 

Nurseries,Shenzhen 518114，China. ) 

附 生 植物 ， 假 鳞茎 椭圆 状 卵 形 或 狭 

卵 形 , 长 5 一 10cm， 宽 3 一 5cm， 包 藏 

于 叶 基 内 。 叶 6~11 枚 ， 带 状 ， 长 80 一 

90cm， 宽 2.0 一 3.5cm， 深 绿色 ， 下 部 

有 关节 。 花 草 近 直立 ， 长 90 一 100cm， 

约 具 10 枚 鞘 ， 鞘 长 达 15cm， 况 达 

2. 5cm; 总 状 花 序 长 30 一 40cm， 具 8 一 

10 条 花 ; 苞 片 卵 状 至 潮 彩 ， 长 3 一 

5mm， 宽 2 一 4mm; 子 房 连 柄 长 1. 5 一 

3. 8cm， 绿 色 ; 花 直 径 约 7cm; 苯 片 绿 

黄色 ， 花 瓣 黄 色 ， 唇 为 黄 绿色 并 在 上 面 

具 深 黄色 线 纹 ， 全 部 无 紫 点 或 紫 条 纹 ; 

中 裂片 狭 倒 卵 状 矩 圆 形 ， 长 4 一 6cm， 

宽 1.3 一 1.6cm， 先 端 急 尖 ; 侧 葛 片 斜 
在， 狭 矩 圆 形 ， 长 3. 4 一 5cm， 宽 1. 2 一 

0 1. 5cm， 先 端 急 尖 ， 花 瓣 镰刀 状 线形 ， 
图 1 人 金 蝉 兰 3.7 一 5.6cm， 宽 0.6 一 0. gem， 先 端 急 

1: 带 花 植株 ;2: 花 ;3: 中 苯 片 、 花 准 和 侧 昔 片 ;4: 唇 鸭 , 正 面 观 ， 尖 ; 展 瓣 近 椭 圆 形 , 长 3.0 一 3.1lcm， 

5: 子 房 和 蓄 柱 ,侧面 观 ;6: 花 粉 块 宽 1.7 一 1.8cm，3 裂 ， 与 芒 柱 基部 合 

Fig, 1  Cymazpidzz72 gaQo1zgo7zge715e 生 ， 约 长 3mm;， 侧 裂片 直立 ， 半 圆 形 ， 

1:Flowering plant;2:Flower;3:Dorsal sepal, petal and lateral 

sepal, front view;4:Lip,front viewj;5:Ovary and columny side 沿 脉 纹 具 细 短 柔 毛 边缘 强烈 锌 波 状 并 

view;6:Pollinarium 具 长 金黄 色 缘 毛 ; 中 裂片 卵 圆 形 ， j 二 

8~10mm， 宽 9 一 10mm， 外 弯 ， 边 缘 

强烈 波状 ;， 唇 盘 上 具 2 条 纵 裙 片 ， 补 片上 密生 长 毛 ， 在 两 裙 片 之 间 尚 有 1 行 长 毛 ; 蕉 柱 

长 3 一 3. 8cm， 弧 曲 ， 基 部 腹面 具 下 短 毛 ， 边 缘 具 翅 ;， 花粉 团 2 个 ; 花期 9 一 10 月 。 

本 新 种 与 西藏 虎 头 兰 〈Cymzpiaizzzz tracya7zz2 工 ，Castle) 有 亲缘 关系 ， 但 本 种 花 

较 小 ， 直 径 仅 7em， 黄 色 ， 没 有 紫 点 或 紫斑 ， 唇 为 侧 裂片 边缘 强烈 皱 波 状 并 具 金 黄色 缘 

毛 ， 易 于 区 别 。 而 西藏 虎 头 兰 子 房 连 醒 明 显 长 于 营 柱 ， 营 柱 仅 上 半 部 边缘 具 翅 。 区 别 

明显 。 

Cy72p0zCi272 5QOLzgo71ge11Se ZJ Liu et J].Y， Zhang is described as a new Species 

based on the plants collected from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near Boshan of Yunnan， 

China，Some plants of this new Species have been transplanted in Shenzhen City Wu- 

tongshan Nurseries，The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Cyz20zCzz772 tcya72U72 二 。， Castle， 

from which it differs by having，yellow flowers ca，7cm across，and lateral lobes of the 

lip strongly crisped and golden-ciliate on the margins. 

*。 180 。 



Cy11zpDidIU1 gaQ01LgomnSge1lse SPD。 HoOv.。 ， 

A New Orchid from Yunnan ，China 

LIU Zhong-jian ZHANG Jianryong LI Li-qiang 

(Shenzhen City Wutongshan Nurseries，Shenzhen 518114，China) 

Key words  Cy7zpzazz72 gaolzgozzgezse，New Species，Yun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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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 兜 兰 一 一 中 国 云南 兰 科 一 新 种 

刘 仲 健 。” 陈 心 司 - 
(1 深圳 市 梧桐 山 苗 转 总 场 ， 深 圳 518114) 

(2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系统 与 进化 植物 学 重点 实验 室 ， 北 京 ”100093) 

摘 ， 要 ”对 兰 科 新 种 翡 尉 匈 兰 (Papjhiozpedilam smaragadizz) 做 了 描述 与 绘图 ， 新 

种 产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 与 虎斑 兜 兰 有 亲缘 关系 ， 但 花 淡 黄 绿色 ， 无 斑点 和 斑纹 ， 退 化 雄 

蕊 矩 圆 形 ， 先 端 有 短 尖 ， 短 尖 长 1 一 1. 5mm， 易 于 区 别 。 

关键 词 ” 翡 尉 拖 兰 ， 新 种 ， 云 南 

中 图 分 类 号 Q949.71+8. 43 

文献 标识 码 : A 

文章 编号 : 1000-470X (2003) : 06-0489-03 

2003 年 5 月 ， 本 文 第 一 作者 在 云南 西部 泸 水 县 的 高 黎贡山 采 到 两 株 兜 兰 ， 原 以 为 

是 虎斑 狗 兰 〈Pazpjpiobpedilaumz tigrizu72 Koopowitz et Hasegawa)， 当 即 带 回 移 栽 于 深 

圳 市 梧桐 山 苗 围 总 场 。 该 植物 于 7 月 3 日 开花 ， 花 淡 黄 绿色 ， 略 带 蓝 学 ， 颇 似 翡 雁 之 

色 ， 甚 为 可 爱 ， 其 退化 雄蕊 也 不 同 于 虎斑 兜 兰 ， 故 认为 是 兰 科 新 种 。 

暮 涯 忽 兰 新 种 图 1 

Papjzizopedilzrza s11zaragdiu1 Z，Jj，Liu et S. CChen,sp，nov。 Fig. 1 

Species nova Papjhniopedilotigrizzo 人 oopwitz et Hasegavwa similis，a quo flore flavi- 

do-viridulo nec maculato nec striato, staminodio oblongo, aplice mucronato, mucrone 1 一 

1. 5mm longo bene differt. 

Rhizoma breve，Folia 2 一 5，disticha，anguste oblonga, 12 一 21cm Tonga，2.1 一 

2. 9cm lata，apice subacuta et inaequaliter bilobulata，supra viridia，infra viridulo,basl in 

petiolum conduplicatum contracta， Scapus erectus，cum inflorescentia uniflora 20 一 

22cm longus,pedunculo viridulo pilis albis .obtecto; bractea elliptica，fere conduplicata， 

3. 2 一 3. 5cm Tonga，ca 2cm lata, flavido-viridula，glabra praeter basin et apicem paginae 

abaxialis albopubescentemj;pedicellus cum ovario 3. 5~4. 0cm longus，flavido-viridulus， 

dense albo-pilosus; flos 9 一 10. 5cm in diam. ，flavido-viridulus nec maculatus nec Stria- 

tus，Ppetalis prope apicem flavido-albis ; sepalum intermedium late ellipticum, 3. 5 一 

4. 0cm longum,3 一 3. 3cm latum, dorso dense albo-pubescens, ciliatumy,supra midium in- 

curvumj; synsepalum ellipticum, 3. 5 一 4. 0cm longum, 2 一 2. 3cm latumy, viridulum, dorso 

* 本 文 2003 年 发 表 于 《武汉 植物 研究 》，21(6) : 489 一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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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翡 滩 兜 兰 

1: 带 花 植株 ;2: 中 查 片 ;3: 合 苯 片 ;4: 花 六 ;5: 花 苞 片 和 子 房 ;6: 唇 鸭 ;7: 退 化 雄蕊 ,侧面 观 ; 

8: 退 化 雄蕊 ,正面 观 

Fig.1 Papjzopedzlxzz saQ7Qgaz722712 ZJ，Liu et S，C. Chen 

1:Flowering plant;2:Dorsal sepal;3:Synsepal;4:Petal;5:Bract and ovary;6:Lip; 

7:Staminode，side view;8:Staminode,front vievw 

albo-pubescens,ciliatum;petala spatulata,5. 0 一 5. 6cm longa,superne 2. 0 一 2. 2cm lataye 

medio ad basin undulata, apice plus minusve retusa, plerumque minute ciliata, ad basin 

adaxlalem dense albo-pilosa; labellum galeiformi-saccatumy, stipite ca 1. 2cm longo, sacco 

subobovato 2. 0 一 2. 3cm longo,2. 6 一 2.7cm lato,prope fundum internum puberulo ,lat- 

eribus oris auriculis brevibus praeditis; staminodium oblongumy,1. 1 一 1. 2cm longum,8 一 

9mm latum, apice mucronatum, mucrone 1 一 1.5mm longo, basi breviter auriculatum， 

Prope centrum umbone indistincto virldi praeditum， 

China。Yunnan。Lushui County (〈 泸 水 县 ) ，Mts，Gaoligong 〈 高 黎贡山 ) Pianma 

( 片 马 ) ，alt， 2500m，in shady and moist places in forests，2003-07-03，Z. J.、 Liu 〈 刘 

仲 健 ) 2772 (holotype，here designated，in Herbarium，Shenzhen City Wutongshan 

Nurserles), 

根 状 荃 短 。 叶 2 一 5 枚 ， 二 列 ， 狭 矩 圆 形 ， 长 12 一 21cm， 宽 2.1 一 2.9em， 先 端 近 
FS 



急 尖 并 有 不 等 的 2 裂 ， 上 面 绿色 ， 背 面 淡 绿色 ， 基 部 收 狭 为 对 折 的 叶柄 ， 花 莹 直立 ， 连 
同 具 单 花 的 花序 长 20 一 22cm; 花序 柄 淡 绿 色 ， 有 具 白 色 柔 毛 ; 花苞 片 椭圆 形 ， 近 对 折 ， 

长 3. 2 一 3. 5cm， 宽 约 2cm， 淡 黄 绿色 ， 除 背面 基部 及 先端 具 白 色 短 柔 毛 外 其 余 均 无 毛 ; 

花梗 连同 子 房 长 3. 5 一 4cm， 淡 黄 绿色 ， 密 被 白色 柔 毛 ; 花 直 径 9 一 10. 5cm， 淡 黄 绿色 ， 

无 斑点 或 条 纹 ， 花 瓣 近 先端 淡 黄 白色 ; 中 葛 片 宽 卵 形 , 长 3.5 一 4cm， 宽 3 一 3. 3cm， 育 

面 被 白色 短 柔 毛 ， 边 缘 具 缘 毛 ， 上 半 部 内 卷 ; 合 苯 片 椭圆 形 , 长 3. 5 一 4. 0cm， 宽 2 一 

2. 3cm， 淡 绿色 ， 背 面 被 白色 短 柔 毛 ， 边 缘 具 缘 毛 ; 花 为 匙 形 ,， 长 5 一 5. 6cm， 上 部 宽 

2 一 2. 3cm， 中 部 至 基部 边缘 波状 ， 先 端 略 带 微 目 ， 边 缘 通 常 具 细 小 缘 毛 ， 内 面 基部 具 

白色 柔 毛 ; 唇 办 盔 状 囊 形 ; 柄 状 基 部 长 约 1. 2cm;， 塞 倒卵形 ,长 2 一 2.3 cm， 宽 2.6 一 

2. 7cm， 面 底 具 柔 毛 ， 面 口 两 侧 各 有 1 个 短 耳 ; 退化 雄 巷 抢 圆 形 ， 长 1. 1 一 1. 2cm， 宽 

8 一 9mm， 先 端 具 短 尖 ， 短 尖 长 1 一 1. 5mm; 基部 有 短 耳 ， 近 中 央 有 一 个 不 很 明显 的 绿 

色 脐 状 突起 。 

新 种 近似 于 虎斑 兜 兰 (Paphpiopedilzuz7zz tigri7zza272 人 oopowitz et Hasegawa) ， 但 花 

黄 绿色 ， 无 斑点 或 斑纹 ， 退 化 雄 芒 和 矩 圆 形 ， 先 端 具 短 尖 ， 短 尖 长 1 一 1.5mm， 易 于 

区 别 。 

Pazpjhzopeadilx7a S72Q7Qgadz72U712 ZJ，Liu et S，C. Chen ls described as a new Species 

based on the plants collected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in Lushui County of Yunnan， 

China.， Two plants are now cultivated in our nursery in Shenzhen, and both flowered 

early in July. The new Species is related to _Pazppizozpeadizx7a 如 g7z72U70 类 oopwitz et Hase- 

gawaybut differs by having a yellowish-greenish flower neither Spotted nor striped with 

deep color,and an oblong staminode with mucronate apex up to 1. 5 一 2mm long. 

Papjzopedilum s1zaragdizux11t ,A New Species of 

Orchidaceae from Yunnan ,China 

LIU Zhong-jianl CHEN Sing-chiz 

(1 Shenzhen City Wutongshan Nurseries，Shenzhen 518114，China) 

《2 Laboratory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Botany，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93 ，China) 

Abstract  A new orchid，Pazppnizozpedilzzz szaragdai7zz7]2 ZJ，Liu et SC，Chen 

CSubgen。Pazpjhizopedilx72，Sect，Paphiopedilumz ) ，is described and jillustrated.， The 

type Speclmen was cojllected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It is related to Papjpizozedilzz7z 

妇 872722772 枚 oopowitz et Hasegawa，from which it differs by having a yellowish-greenish 

fower neither spotted nor striped with deep color，and an oblong staminode with mi 

cronate apex up to 1 一 1. 5mm long. 

Key words “Pazpjpiopedizluzz s7za7ragdizzz72 ，New species，Yunnan 

Ke 环 >。 



云南 几 种 兜 兰 属 植 物 

陈 从 局。 刘 方 媛 
(1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2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近年 来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植物 园 曾 从 云南 各 地 采集 、 引 种 了 一 些 兰 科 兜 

兰 属 (Papjhizopeadilxuxz) 植物 ， 其 中 大 多 数 已 在 园 中 开花 结果 。 在 鉴定 该 属 植物 过 程 

中 ， 我 们 发 现 了 一 些 新 种 与 未 记载 种 。 它 们 都 是 很 美丽 的 观赏 植物 ， 本 文 将 分 别 予 以 介 

绍 。 文 中 所 引证 的 标本 均 保 存 于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室 (KUN) 与 北京 植物 研究 所 标 

本 室 (PE) 。 

I 短 办 亚 属 Subgen. Brachypetalum ( Hallier) Pfitz. 

下 二 和 存 芮 犯 兰 ( 新 种 六 图 1: 了 4 

Papjziopedil1rzz ar1zefiacu11 S，C，Chen et FF，Y，Liu ,sp，nov，21 一 26 

Species nova 王 , 1zveo similis, sed foliis subtus dense purpureo-punctatis ,floribus ar- 

menilacis，labello sepalo longiore vel aequlilongo，symsepalo apice obtuso Cnon bicuspida- 

to) ,petaljlis intus basi manifeste albo-villosis bene distincta. 

Herba epliphytica，rhizomate elongato 2 一 3mm in diam. Folia 5 一 7,oblonga plus mi- 

nusve horizontalia vel oblique ascendentia 6 一 12cm longa 1. 8 一 2. 3cm lata，apice acuta 

vel interdum sinuato-excisa et apiculata，supra distincte albide tessellata subtus carinata 

et dense purpureo-punctata. Scapus erectus vel Suberectus 24 一 26cm altus viridis et pur- 

pureo-punctatus brunneo-hirtellus. Flos singularis armeniaculs; sepalum ovatum vel lan- 

ceolato-ovatum 2. 2 一 4. 8cm longum 1. 4 一 2. 2cm latumy,apice subcutum intus glabrum 

extus prope basin et apicem villosum,margine ciliatumy,11 一 13-nerviumj;Ssymsepalum se- 

palo simile sed minus, 2 一 3. 5cm latum apice obtusum intus glabrum extus villosum et 

obtuse bicarinatum margine ciliatum; petala majora late ovata vel subrotunda 2.8 一 

5. 3cm longa 2. 5 一 3cm lata，apice subrotunda vel subacuta，11 一 19-nervia，intus basi 

albo-villosa extus glabra，margine ciliata; labellum ellipticorovatum，sepalo longius vel 

aequllongum，4 一 5cm longum 3.5 一 4cm latum，basl brevissime unguliculatumy, calceo 

x 本 文 1982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4(2): 163 一 167。 



图 1 一 4 杏 黄 兜 兰 PappiozpeqQilxzz aaezzzacz77a 

SCTCOUETEDROYEECIU 

1: 植 株 ;2: 退 化 雄蕊 ;3: 柱 头 (b)、 雄 蕊 (a) .退化 雄蕊 (c) 背 面 

观 ;4: 柱 头 ̀  雄 莫 和 退化 雄蕊 侧面 观 ;5: 硬 叶 匈 兰 (Papjhiope- 

dizlz772 72tcrQ7tz7 Tang et Wang) 

exauriculato margline antico anguste 

involuto， basi intus albo-villoso et 

purpureo-punctato; stamlinodium ovVa- 

tum vet late ovatum 1 一 2cm longum 

1 一 1. 5cm latum aplce deflexum，lute- 

um et brunneo-punctatum，dorso ob- 

tuse carinatum; ovarium Viride Plus 

minusve obtuse sexangulari-cylindri- 

cum albo-pubescens aplce rostratum; 

stamina filamentis robustis; Stigma 

rotundo-quinquangulare convexum. 

Yunnan: Bijlang，in ruplbus，A. 

[Zhang 7901 CHoloftEasN 

上 因 国 国 必 3 

本 新 种 接近 于 雪 兜 兰 [P，7mzivezxzz 

(CRchb. 所 ) Pfitz. ]， 但 叶 下 面具 密集 

的 紫斑 点 ， 花 杏 黄 色 ， 唇 辩 长 于 或 等 

长 于 昔 片 ， 合 苯 片 先端 钝 〈 非 2 裂 的 

尾 状 )， 花 瓣 内 面具 明显 的 白色 长 柔 

毛 ， 易 于 区 别 。 

附 生 草本 ， 具 延长 的 、 直径 2 一 

3mm 的 根 状 葵 。 叶 5 一 7 枚 ， 移 圆 形 ， 

近 平 展 或 斜 展 ， 长 6 一 12cm， 宽 1. 8 一 

2. 3cm， 和 先端 急 尖 或 有 时 具 弯 缺 与 细 

尖 ， 上 面 有 明显 的 带 白色 的 方 格 斑 ， 

下 面具 龙骨 状 突起 并 有 密集 的 紫斑 点 。 

人 花 划 直 立 或 近 直 立 ， 长 24 一 26cm， 绿 

点 并 具 紫 色 斑 点 ， 有 褐色 硬 毛 。 花 单 

东 ， 查 黄色;， 苯 片 卵 形 或 披 针 状 卵 形 ， 长 2. 2 一 4. 8cm， 宽 1.4 一 2. 2cm， 先 端 近 急 尖 ， 

内 面 无 毛 ， 外 面 近 顶端 与 基部 具 长 柔 毛 ， 边 缘 具 缘 毛 ， 有 11 一 13 条 脉 ; 合 苯 片 与 苯 片 
相似 但 较 小 ,长 2 一 3. 5cm， 宽 1. 2 一 2cm， 先 端 钝 ， 内 面 无 毛 ， 外 面具 长 柔 毛 并 有 2 条 
钝 的 龙骨 状 突起 ， 边 缘 具 缘 毛 ; 花瓣 较 大 ， 宽 卵 形 或 近 圆 形 ， 长 2. 8 一 5. 3cm， 宽 2. 5=~- 
3cm， 先 端 近 圆 形 或 近 急 尖 ， 具 11 一 19 条 脉 ， 内 面 基 部 具 白色 长 柔 毛 ， 外 面 无 毛 ， 边 
缘 具 缘 毛 ; 唇 狼 椭 圆 状 卵 形 ， 比 苯 片 长 或 近 等 长 ， 长 4 一 5cm， 宽 3. 5~4cm， 基 部 具 短 
爪 ， 兜 无 耳 ， 先 端 边 缘 内 卷 部 分 很 犹 窗 ， 基 部 内 面具 白色 长 柔 毛 并 有 紫色 斑点 ; 退化 雄 
营 卵 圆 形 或 阔 卵 圆 形 ， 长 1 一 2cm， 宽 1 一 1. 5cm， 先 端 外 折 ， 黄 色 具 深 褐 色 的 斑点 ， 背 
面具 钝 的 龙骨 状 突起 ， 子 房 绿 色 ， 多 少 呈 钝 六 楼 的 圆柱 形 ， 具 白色 短 柔 毛 ， 顶 端 有 了 吃 ; 
雄 芯 具 粗 短 花 丝 ; 柱头 呈 圆 的 五 角形 ， 凸 出 。 

云南 : 外 江 ， 生 于 岩 壁 上 ， 张 赦 罗 7901 〈 主 模式 )，1979 年 7 月 。 
，186 ， 



本 种 花 查 黄色， 美丽 ， 在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园 已 开花 结果 ， 是 一 种 非常 罕见 的 黄 
花 种 类 。 

2 和 硬 叶 兜 兰 〈 新 拟 ) 小 花 儿 兰 〈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 

Papjzopedilr7zz 12zcraztpujz Tang et Wang in 4ct。PHytotax。， Simic. 1(1) :S6. 1951. 

唐 进 、 汪 发 缆 教 授 在 发 表 此 新 种 时 所 依据 的 模式 标本 是 一 个 花 未 开放 的 植株 ， 因 而 

取 名 为 小 花 兜 兰 。 这 个 种 由 于 叶 小 、 质 地 坚硬 、 平 展 ， 极 易 区 别 于 兜 兰 属 其 他 国产 种 

类 。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园 中 有 不 少 从 云南 西 畴 采 到 的 该 种 植株 ， 已 陆续 开花 结果 。 花 

完全 开放 后 很 大 ， 直 径 可 达 7 一 8cm， 十 分 美丽 ， 尤 其 退化 雄 芒 与 2 枚 雄 巷 色彩 鲜艳 ， 

酷似 昆虫 的 一 双眼 睛 ， 引 人 入 胜 。 现 将 其 花 部 特征 补充 描述 如 下 : 

Sepalum ovatum vel late ovatum，luteum et putpureor-striatum，2. 2 一 2.6cm lon- 

gum 1. 8 一 2. 0cm latum, aplice acutum intus glabrum extus carinatum et villosum; sym- 

sepalum sepalo simile sed minus bicarinatum; petala subrotunda 2. 8 一 3. 2cm lata, apice 

obtusa vel rotunda，lutea et purpureor-striata，intus basl albo-villosa extus plus minusve 

pubescentia; labellum elliptico-ovatum ca。，5cm longum 4cm latum roseum brevissime 

unguiculatum intus basi albo-villosum; staminodium ellipticum luteum et purpureor-stri- 

atum 1cm longum， 

葛 片 卵 形 或 宽 卵 形 ,黄色 并 具 紫 色 斑 纹 , 长 2. 2 一 2. 6cm, 宽 1. 8 一 2cm, 先 端 急 尖 , 内 

面 无 毛 , 外 面具 龙骨 状 突起 并 有 长 柔 毛 , 合 苯 片 与 苯 片 相似 ,但 较 小 , 具 2 条 龙骨 状 突起 ; 

花瓣 近 圆 形 , 宽 2. 8 一 3. 2cm, 先 端 钝 或 圆 形 ,黄色 并 具 紫 色 条 纹 , 内 面 基 部 具 白 色 长 柔 毛 ， 

外 面 多 少 被 短 柔 毛 ; 唇 为 棋 圆 状 卵 形 ,长 约 5cm, 宽 4cm, 粉 红色 ,内面 基部 具 白 色 长 柔 毛 ， 

退化 雄 营 椭圆 形 ,黄色 并 有 紫色 条 纹 , 长 lcm。 

云南 : 麻 栗 坡 , 王 启 无 86182( 模 式 标本 ,PE) ; 西 畴 , 王 守 正 494(KUN) ,1420m; 同 地 ， 
刘 方 媛 6361(KUN) 。 

3 紫 点 儿 兰 (新 记录 ) 

Papjiopediluzma goderoyae (Godefr. ) Pfitz。、in Bot Jahrb. 19: 40. 1894;et in En- 

gler Pflanzenreich 12 (IV，50):， 56. 1903;， Guillaum。 in FI，Genkr。 Indo-Chine 6， 

645. 1934. 一 一 Cyzpzrzzpeadzx72 gode froyae Godefr，in Orchido-phile 830. 1883; Curtis 

Bot. Mag. 112: t. 6876. 1886. 一 一 C.， cozcolor(Batem. ) Pfitz。var，gode Jroyae (Gode- 

esinNoorn ini Soc Ba 38355187 忆 

此 种 模式 标本 采 自 越南 北部 。 去 年 ,我 国 首次 自 云 南 石 屏 县 采 得 ,今年 已 分 别 在 北京 

和 昆明 两 地 的 植物 园 开 花 。 花 大 型 .美丽 , 花 芝 很 短 , 是 一 种 很 有 价值 的 观赏 植物 。 与 越 

南 产 的 植物 相 比 , 除 花 的 紫色 斑点 略 少 外 ,其 余 均 相符 。 花 期 4 月 。 

云南 : 石 屏 , 吉 占 和 0081. (PE); 同 地 , 吉 占 和 、 包 世 琪 ,无 号 (KUN)。 

0 



II 兜 兰 亚 属 Subgen。Paphiopedilum 

4 带 叶 儿 兰 

Pappiopedilrzza Pirsutissimzu71 〈Lindl. ) Pfitz。 in Bot. Jahrb， 19:41. 1894;et in En- 

gler Pflanzenreich 12(IV，50) :69. 1903. 一 一 Cyzzzzpeczz772 727-SU1SS27722772 Lindl，in Cur= 

tis 也 5 霹 Maga 83 54990.1857 有 则 oo 让- 了 Brit Inde Ji6SRAT ODS 二 

ON 7951897. Papjpzopeaizlx72 esqguzi7rolei Schltr，in Fedde Rep. Beih. 4: 39， 

86. 1919. 一 一 PP chizzwva72U12 Tang et Wang in Act，Phytotax， Sinic， 工 (1) .56.1951. 

本 种 叶 带 状 , 长 35 一 40cm 或 更 长 ,绿色 ,无 斑纹 ;花瓣 证 形 ,先端 钝 圆 ; 退 化 雄 入 近 方 

形 , 上 面 有 3 个 脐 状 突起 ,易于 辨认 。 过 去 唐 进 、 汪 发 缆 教 授 曾 根据 一 个 具 花 蔓 的 标本 ,发 

表 新 种 P，cjhizrwuvazz2, 经 过 我 们 详细 比较 ,确信 就 是 本 种 。 此 外 ,贵州 产 的 P. esqwzrolei 

也 应 并 人 本 种 。 

此 种 在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园 有 引种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观 质 植物 。 

云南 : 富 宁 , 王 启 无 88525 (了 .cjpizzoxa7zz7a 的 模式 标本 ,PE) ;产地 不 详 , 汉 国 棚 ,无 号 

GESUN)R 

广西 :天 峨 , 黄 志 43286(PE)。 
贵州 :Cavalerie 4460(PE) ;Esquirol 3277( 卫 ，es9xwz7rolei 的 模式 标本 ,未 见 ) 。 

5 狭 叶 紫 毛 拖 兰 ( 变 种 ) 新 记录 ) 

Pappiopedilrumz yiliosxzj (Lindl. ) Pfitz。var，a1212a71eflse Hort，in Orch，。，Rev。、18 

120. 1896; Rolfe in Curtis Bot，Mag. 133: t 8126. 1907;，Guillaum. in Fl Gener。，JIndor- 

Chine 6:638. 1934. 

本 变种 叶 长 30 一 35cm, 宽 1. 9 一 3cm, 背 苯 片 黄色 并 带 紫 褐色 ,而 不 同 于 原 变种 ( 叶 宽 

3. 4 一 4. 5cm, 背 葛 片 白色 )。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园 有 栽培 ,已 开花 ,花期 9 月 至 次 年 2 

月 。 也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观赏 植物 。 

云南 :文山 , 刘 方 媛 8101(KUN) 。 

Notes on Some Species of 

Paphiopedilum from Yunnan 

CHEN Sing-chi LIU Fang-yuans 

(1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y) 

(2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y) 



大 树 杜 观 ( 尺 pododemrdrom protistu1a var。 gigazterx11z ) 

和 蓝 果 杜 鹏 (Riododendrom cyazocarprxm ) 的 濒危 原因 研究 

张 长 亢 ” 冯 宝 钩 日 元 林 周 兵 高 连 明 
中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摘 要 大 树 杜 鹏 〈 尽 zzrotiistzz7z var， gzga7zttex7z Forrest et Tagg Chambeniain) 和 蓝 

果 杜 鹏 〈 尺 .cyarocarzpzx FE，W. Smith) 被 定 为 国家 三 级 保护 植物 。 本 文 对 这 两 种 保护 植 

物 从 资源 调查 、 原 产地 的 土壤 分 析 、 种 子 繁殖 和 储存 方式 、 异 地 保护 和 异地 栽培 条 件 下 幼 

苗 生 长 等 4 个 方面 做 了 濒危 原因 研究 。 研 究 结果 表明 : 大 树 杜 艇 应 就 地 和 异地 保护 并 用 ， 

蓝 果 杜 鹏 则 应 采取 就 地 保护 为 宜 。 

关键 词 大 树 杜 鹏 ， 蓝 果 杜 鹏 ， 濒 危 原因 ， 异 地 保护 

分 类 中 图 法 S685. 21 

大 树 杜 鹏 〈 忆 .pzrotzstaz7a var，gigazttex]) 和 蓝 果 杜 鹏 〈 有 .cyaxzocarpa) 均 被 列 

为 国家 三 级 保护 植物 ， 它 们 的 资源 状况 如 何 ? 什么 原因 濒危 ? 这 是 植物 保护 工作 者 需要 

了 解 和 掌握 的 。 

1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静 的 资源 状况 

根据 资料 报道 ， 大 树 杜 鹏 仅 分 布 于 云南 西部 腾冲 县 的 高 黎贡山 海拔 2100 一 2400m 

处 。 现 仅 存 数 十 株 。 该 种 原 产地 的 年 均 气 温 11C ， 最 热 月 平均 气温 约 16C ， 极 端 最 高 

温度 27. 8C ， 最 冷 月 平均 气温 3. 5C ， 极 端 最 低温 0C， 年 降水 量 约 2000mm， 王 湿 季 

分 明 ， 有 雨季. (5 一 10 月 ) 降水 量 为 全 年 的 85%， 其 中 7 一 9 月 雨量 尤 多 。 旱 季 (11 月 至 

次 年 4 月 ) 雨量 较 少 ， 年 平均 相对 湿度 在 80% 以 上 上， 土壤 是 黄 棕 壤 。 该 种 与 壳 斗 科 、 

樟 科 、 木 兰 科 、 山 茶 科 植物 组 成 常 绿 阔 叶 林 。 

为 了 解 大 树 杜 锡 的 资源 状况 ， 我 们 分 别 于 1992 年 和 1993 年 两 次 到 片 马 、 贡 山 等 地 
调查 该 种 的 分 布 状况 。 在 片 马 自 然 保护 区 内 海拔 2100 一 2300m 的 地 段 发 现 了 3 株 大 树 

杜 鹏 ， 株 高 可 达 4m， 并 实测 了 5mX5m 的 样 方 ， 该 样 方 内 有 9 一 80cm 高 的 小 苗 32 株 ， 

小 苗 较 集 中 生长 于 北 坡 溪流 边 地 ， 该 小 苗 生长 地 距离 最 近 一 株 大 树 杜 鹏 约 100m。 贡 山 

县 独 龙 江 也 有 大 树 杜 鹏 的 分 布 。 

蓝 果 杜 锡 分 布 于 云南 大 理 苍 山东 西 坡 和 四 川 木 里 藏族 自治 县 ， 海 拔 3000 一 3900m。 

我 们 赴 大 理 调 查 时 发 现 ， 在 实测 的 30mX30m 的 样 方 内 有 13 株 大 的 蓝 果 杜 鹏 ， 只 有 4 

株 小 苗 。 该 种 分 布地 冬季 较 长 ， 常 有 冰雪 覆盖 ， 年 均 气 温 约 8C， 极 端 最 高 气温 约 

25"C ，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约 一 20C ， 年 降水 量 约 3000mm， 土 壤 为 暗 棕 壤 。 本 种 生 于 苍山 冷 

* 本 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自然 资源 学 报 》，13(3): 276 一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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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 (Apbies delanayi) 林 缘 ， 有 时 在 山脊 部 分 形成 小 片 杜鹃 灌 从 。 它 常 和 乳 黄 杜 鹏 〈 玉 . 

aciexz) 、 和 和 芒 杜 鹏 〈 尺 .yuczxzadz2) 、 棕 背 杜 鹏 〈 尽 ctiolactexa) 以 及 山 柳 〈Salzz 

sp. ) 、 蔷 蕉 (Rosa sp. ) 、 鬼 灯 葡 (Roadgersia sp. ) 、 枸 子 〈Cotoreaster sp. ) 、 灰 叶 曹 

菜 〈Viola delavay )、 紫 范 (Aster sSp. ) 等 植物 混 生 。 

2 原 产 地 的 土壤 分 析 

为 研究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秽 的 濒危 原因 ， 我 们 将 原 产地 的 土壤 进行 了 分 析 。 结 果 见 
用. 

表 1 原 产地 氮 、 磷 、 钾 及 活性 铁 含量 

有 机 质 ”水解 氮 速效 克 速效 钾 活性 铁 ”全 所 全 磷 ”全 钾 
源 也 

人 /中 /mg/100g) /(mg/100g) /(mg/100g) /mg/100g) 7/ [Mi 0]/ 听 

片 马 大 树 杜 赐 林 下 33. 85 61. 63 5602 111. 56 450. 45 汞 大 了 了 072 天 二 0 

大 理 花 甸 坝 蓝 果 杜 鹏 林 下 27.95 45.61 9. 35 94. 13 1161. 未 5 开放 9 人间 

由 表 1 可 以 看 出 ， 大 树 杜 鹏 原 产 地 土壤 不 论 是 有 机 质 、 水 解 氮 含量 ， 还 是 有 效 磷 、 

有 效 钾 的 含量 都 比较 高 ， 而 活性 铁 含量 是 蓝 果 杜 鹏 原 产地 的 1/2 还 少 。 这 说 明 大 树 杜 锡 

原 产 地 土质 比较 玻 松 ， 较 适宜 于 大 树 杜 鹏 种 子 萌 发 和 幼苗 生长 ;而 蓝 果 杜 人 艇 林 下 的 土 

壤 、 有 机 质 、N、P、KK 的 含量 均 比 大 树 杜 骨 原 产地 的 含量 低 ， 唯 有 活性 铁 的 含量 比 大 

树 杜 竟 原 产 地 的 高 2 倍 多 ， 如 此 高 的 含 铁 量 致 使 蓝 果 杜 鹏 原 产 地 的 土壤 板结 ， 加 之 蓝 果 

杜 鹏 果实 成 熟 期 在 10 月 ，10 月 后 ， 原 产地 气候 正 值 第 一 次 霜 期 来 临 ， 此 时 ， 原 产地 气 

温 低 ， 气 候 干 燥 ， 果 实 成 熟 种子 自 然 散落 后 与 适宜 的 发 芽 温 度 9 一 24C 不 相 适应 ， 再 加 

上 土壤 板结 ， 没 有 适宜 的 土壤 条 件 ， 这 就 是 造成 蓝 果 杜 静 原 产 地 幼苗 稀少 的 原因 之 一 。 

3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鹏 种 子 萌发 、 储 存 及 子叶 形态 研究 

为 了 探讨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鹏 的 种 子 萌发 及 储存 方式 ， 笔 者 对 这 两 种 杜鹃 花 的 种 子 
采取 了 室内 自然 储存 和 0 一 3\C 的 低温 储存 ， 其 发 芽 率 情况 见 表 2。 

表 2 种 子 萌发 情况 表 

当年 发 芽 率 储存 一 年 后 储存 两 年 后 储存 三 年 后 
种 名 态 

/中 / 听 / 听 / 听 3 

大 树 杜 鹃 86 68 39 4 纸 质 ， 背 面 灰 绿 色 

蓝 果 杜 鹏 88 58 26 0 肉质 ， 背 面 紫红 色 

注 : 储存 温度 0 一 3?C 。 

从 表 2 可 以 看 出 ，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鹏 的 种 子 发 芽 率 较 高 ， 说 明 只 要 有 适宜 的 条 件 
是 可 以 延续 下 去 的 ， 但 将 种 子 储存 在 9 一 24C 的 自然 条 件 下 ， 一 年 后 就 赤 失 了 发 芽 率 ， 
应 将 种 子 储存 于 0~3C 条 件 下 。 

。 册 90 。 



ER 工 有 有 亩 生长 状况 

几 年 来 ， 我 们 对 这 两 种 杜鹃 花 进 行 了 人 工 育苗 实验 ， 以 探求 该 两 种 杜 鹏 花 异地 保护 
的 经 验 。 人 工 育苗 生长 情况 见 表 3。 

表 3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鹏 的 人 工 育苗 情况 

苗 龄 苗 高 基 径 根 长 冠 幅 
叶 形 态 

种 名 /年 /cm /cm /cm /cm 下 攻 和 

大 树 杜 赐 1 3 一 6.6 0. 15 4 5X5 纸 质 ， 长 椭圆 形 ,长 2 一 2.5mm， 宽 不 及 

2 9 一 13.5 0. 45 6 15X17 ”1lmm， 背 面 灰 绿色 

3 15 一 21 0. 55 10 22 双 50 

蓝 果 杜 鹏 1.6 0.01 3 1.5X2 肉质 ， 阔 披 针 形 ， 长 1.5 一 2mm， 宽 不 及 

2 是 0. 15 5 3X4 lmm， 背 面 紫红 色 

3 要 5 0. 20 8 4X5 

注 : 以 上 数字 为 50 株 平均 数 。 

从 表 3 反映 的 情况 看 ，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鹏 的 营养 生长 都 很 慢 。1984 年 播种 的 大 
树 杜 鹏 至 今 没有 花粉 形成 的 迹象 ， 营 养生 长 的 缓慢 直接 导致 了 其 生殖 生长 的 延长 。 另 
外 ， 根 据 我 们 在 昆明 植物 园 对 这 两 种 幼苗 生长 的 追踪 观察 发 现 : 中 大 树 杜 锡 不 耐 一 1YC 

的 低温 ， 在 1993 年 1 月 18 日 降 霜 时 间 内 ， 大 树 杜 鹏 叶 芽 受 冻 ， 当 温度 至 一 2C 时 ， 叶 
片 脱 落 ， 整 株 叶片 脱落 继而 死亡 。 四 蓝 果 杜 鹏 不 能 耐 25C 以 上 的 高 温 ， 异 地 保护 困难 。 

5 ”结果 与 讨论 
研究 结果 表明 : @ 大 树 杜 鹏 虽然 自然 群落 较 小 ， 但 分 布 区 并 不 只 限于 腾冲 的 高 黎 贡 

山 ， 在 云南 的 片 马 和 独 龙 江 地 区 也 有 分 布 。@ 蓝 果 杜 静 在 云南 的 分 布 仅 限于 大 理 苍 山 的 
东西 坡 ， 大 的 植株 较 多 ， 但 小 苗 较 少 。@ 大 树 杜 人 鹏 原 产地 的 土壤 富 含 有 机 质 ， 其 含量 可 
达 33. 85%。 土 壤 含 铁 量 低 ， 仅 为 450. 45mg/100g， 而 蓝 果 杜 静 原 产地 的 土壤 有 机 质 含 
量 仅 为 27. 45% ， 但 土壤 含 铁 量 高 达 1161. 45mg/ 100g， 致 使 土壤 板结 ， 种 子 成 熟 后 没 
有 适宜 的 土壤 萌发 条 件 。@ 轿 大 树 杜 鹏 和 蓝 果 杜 鹏 异地 种 子 萌发 较 易 ， 种 子 萌发 率 可 达 
86% 一 88%， 但 大 树 杜 静 年 生长 量 仅 为 6.6cm， 且 不 耐 一 1C 的 低温 ， 温 度 在 一 1C 时 ， 
大 树 杜 鹏 叶 芽 变 成 棕色 ， 一 2C 时 ， 植 株 死亡 ; 蓝 果 杜 鹏 虽然 种 子 萌发 率 高， 但 成 苗 率 
极 低 ， 幼 苗 年 生长 量 仅 达 1. 5em， 且 不 耐 25C 以 上 的 高 温 ， 异 地 保护 困难 。 

综 上 所 述 ， 大 树 杜 鹏 应 是 一 个 能 自然 更 新 的 种 ， 从 其 种 子 萌发 、 原 产地 的 样 方 分 析 
及 土壤 分 析 都 证 明了 这 一 点 ， 但 大 树 杜 岗 不 能 适应 改变 了 的 环境 条 件 ， 如 突然 的 低温 是 
导致 大 树 杜 鹏 濒危 的 主要 原因 。 蓝 果 杜 锡 的 情况 则 与 大 树 杜 鹏 相反 ， 如 25C 以 上 的 高 
温 ， 蓝 果 杜 鹏 幼苗 出 现 萎缩 而 死亡 。 因 此 ， 就 这 两 类 植物 的 保护 而 言 ， 大 树 杜鹃 应 就 地 
和 异地 保护 并 用 ， 蓝 果 杜 鹏 则 采取 就 地 保护 为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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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汗 西 地 区 人 竹 亚 科 一 珍稀 新 种 ” 

辉 朝 茂 ” 杨 宇明 杜 风 薛 纪 如 
(西南 林学 院 ， 昆 明 ”650224) 

关键 词 ”人 竹 亚 科 , 空竹 属 , 针 麻 人 竹 

针 麻 竹 “ 马 厄 〈 傈 傈 语 ) 、 阿 玉 尺 〈 怒 语 ) 、 鸟 〈 沾 水 景颇 语 ) 
新 种 图 1 

Cephalostachyum scandens Hsueh et Hul，sp。 nov. 

Species a congeneris culmis scandentibus ，ramo uno culmo simili; internodilis usque 

ad 120cm longls，valde scabris，laminis vaginarum erectis，ad bases cum vaginis culmo- 

rum junctis inarticulatis differt，Capitulis similis C，zpallzado Munro，quod differt aristis 

glumarum et lemmarum manifestioribus itaque spiculis apice aristatis，nervillis palearum 

transverSls evlidentibus，stigmatibus saepe 2，ovarlls longe ovoldeils，. 

Rhizomata sympodialia ; culmi scandentes，20 一 30( 一 50)m longl，1 一 3( 一 3. 5)cm 

diam; internodia 50 一 80( 一 120)cm longa，fistulosa，superficie valde scabra，saepe de- 

presse brunneo-setosa; nodi vaginarum elevati，annulareis; nodi culmorum plani，Gem- 

ma in quoque nodo 1 ，glabra; rami numerosi，secondaril saepe nulli，unus tantum cras- 

sisslmus ldem ac culmus，Vaginae culmorum persistentes，eximile brevlores quam lnter- 

nodia，basi osseae，valde durae et friabiles，ad apicem sensim papyracese，dorso valde 

Imuricatae，setis basibus verrucosis instructis，Ssaepe ad nervos longitudinales dense tec- 

tae，interdum margine clliatae et apice intus tomentosae，hnervis longitudinalibus non ev- 

identis; auriculae vaginarum et setae nullae; ligulae vaginarum c，、1mm altae，truncatae， 

basi et parte interiore tomentosae; laminae vaginarum erectae，intra dense tomentosae， 

margine involutae，longe caudatae，basibus oribus vaginarum aequilatis，inarticulatis. 

Folia in quoque ramunculo 4 一 5; vaginae foliorum glabrae，oribus inaequilateralibus， 

latere angustiore inauricularae，latiore et auriculis setis numerosls erectis vel obstipis 

5 一 10mm longis tectis; ligulae foliorum demissae minus lmm altae，truncatae; ora 

breviter ciliata; laminae 17 一 25cm longae，2 一 3cm latae，glabrae，apice caudatae，cau- 

dis 2 一 4cm longis，nervis secondariis utinque 5 一 7，nervillis transversalibus obscurls; 

petioll c，。5mm longi， 

Infloresentiae capitatae terminales，bracteis numeroslis margline dense clliatis，aplce 

arlistalls; fioribus incompletis et bracteolis numerosissimis inter Splculas fertiles mlxtis， 

x 本 文 1997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35(6): 562 一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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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针 麻 竹 

1: 地 下 蕉 及 秆 ; 2: 秆 及 秆 竹 ;， 3: 秆 及 分 枝 ; 4: 花枝 ; 5: 小 穗 ; 6 一 7: 外 释 ;，8: 内 各 ; 9 一 10: 颖 ;， 11: 鳞 

片 ; 12: 雌蕊 ;13: 果实 

Fig. 1 Cezbppnalostacnyu7a scazzdez1s Hsueh et Hul 

1:，， Rhizome with culm; 2， Culm with sheath; 3: Culm with branch; 4:，Flowering branch; 5:， Splkelet; 6 一 7:， Lemmay 

8: Palea; 9 一 10: Glume; 11: Lodicules; 12: Gynoe cium; 13:， Frult 

bracteolis margine dense ciliatis，apice aristatis; Spiculis; 1-florisiy glumis 2 一 3，aplce 

ciliatis et aristatis，brevioribus quam spiculis; lemmatibus glumis similibus，magnis， 

margine apicali pilosa，aristis brevissimis vel nullis; paleis membranaceis，longioribus 

quam lemmatibus，carinis 2 apice pilosis; lodiculis 2，membranaceis; staminibus 6， fila- 

mentis gracllibus; ovario Sphaeroideo stipitato; stylis gracilibus et longis; stigmatibus 

parvls jeviter plumosis. 

Yunnan (云南 ): Lushui 〈 泸 水 )，Pianma 〈 片 马 )，Wuzhong Ganghe 〈 吴 中 国 

河 )，alt. 2150m，1992-03-28，C，M.，Hui ( 辉 朝 茂 )，J S，Wang ( 王 劲 松 ) 92024 

(type，SWEFC); same county，Wuzhong Mt. 〈 吴 中 山 )，alt 2000m，C，C.， Yang ( 杨 

长 春 )，C，M.。 Hui 88110; same county，Luanyun 〈〔 蛮 云 )，alt 了 80m，J.， R、，Xue 

5 证 8 



( 薛 嘉 榕 ) 8904; Fugong 〈 福 贡 )，Zhuminglin (〈 珠 明 林 )，alt， 1600 一 2000m，1992-04- 
04，C.，M. Hui，H. R.， Zhang (〈 张 浩然 ) 92039; same county，Lumadeng 〈 庆 马 登 )， 

Buladi 〈 布 拉 底 )，alt，1700m，1989-01-26，Z，S，Yu ( 余 战 士 ) 89003;， Tengchong 

(腾冲 ) ，Guyong (古永 )，1978-05-15 ，collector unknown 021; Longling ( 龙 陵 ) ，He- 

ishan Mt. (小 黑山 ) ，alt，2100m，1981-11-28，collector unknown 2869; Yinjiang ( 盘 

江 )，Sudian Mt. 〈 苏 典 山 )，alt，1970m，1984-08-04，D，Z.，Li (〈 李 德 铁 ) 84026; 

Gengma (〈 耿 马 )，1978-02, JR. Xue (〈 薛 纪 如 ) 1271. 

合 轴 丛生 竹 类 ， 秆 攀援 状 ， 长 20 一 30m， 最 长 达 50m， 直 径 1 一 3cm， 最 粗 3. 5cmi 
节 间 长 50 一 80cm， 最 长 达 120cm， 中 空 ， 表 面 未 被 短 攻 包 被 部 分 极为 粗糙 ， 常 被 棕 初 

色 贴 生 刺 毛 ; 短 环 隆起 成 一 项 圈 状 ;， 秆 环 平滑 ; 芽 1 枚 ， 贴 生 ， 无 毛 。 分 枝 多 数 ， 常 无 

次 级 分 枝 ， 具 有 发 达 的 主 枝 ， 可 代替 主干 生长 。 秆 筹 宿 存 ， 远 短 于 节 间 ， 筹 鞘 基部 骨 

质 ， 甚 脆 硬 ， 往 上 至 顶部 潮 变 为 纸 质 ， 硼 面 很 粗 炸 ， 被 较 密 的 褐色 疣 ， 基 贴 生 刺 毛 ， 并 

常 沿 纵 脉 整齐 排列 ， 边 缘 有 时 具 纤 毛 ， 腹 面 有 时 在 顶部 被 绒毛 ， 纵 脉 纹 不 明显 ; 无敌 耳 

及 隧 毛 ; 短 舌 截 平 形 ， 高 约 Imm， 口 部 及 腹面 均 被 毛 ; 短片 直立 ， 腹 面 密 被 绕 毛 ， 常 

内 卷 而 成 长 尾 状 ， 基 部 与 藉 口 等 宽 ， 无 关节 连接 。 小 枝 具 叶 4 一 5 枚 ， 叶 鞘 光 滑 无 毛 ; 

鞘 口 两 肩 不 等 宽 ， 窗 边 具 叶 耳 ， 宽 边 及 叶 耳 均 具 十 数 枚 长 5 一 10mm 的 直立 或 弯曲 的 隧 

毛 ; 叶 舌 低 狼 ， 高 不 及 1mm， 口 部 具 短 纤 毛 ; 叶柄 长 约 5mm; 叶片 长 17 一 25cm， 帘 

2 一 3cm， 两 面 无 毛 ， 先 端 尾 尖 长 2 一 4cm， 侧 脉 5 一 7 对 ， 小 横 脉 不 清晰 。 

顶 生 头 状 花 序 ， 每 一 花序 基部 包 有 多 枚 花苞 ， 此 苞 片 边缘 密 被 纤毛 ， 先 端 叶片 状 或 

世 状 ， 孕 性 小 穗 间 常 混 生 有 许多 不 完全 花 或 小 苞 片 ， 其 边缘 常 密 被 纤毛 ， 先 端 具 芒 ， 但 

不 伸 出 花序 球 外 ;小 穗 含 花 一 枚 ， 具 颖 2 一 3 枚 ， 颖 片 先 端 被 纤毛 ， 并 呈 芒 状 ， 但 均 短 

于 小 穗 ， 外 程 似 颖 ， 大 型 ， 先 端 边缘 微 被 毛 ， 芒 极 短 或 无 ;内 释 质 薄 ， 长 于 外 释 ， 具 2 

状 ， 此 糊 上 部 具 微 毛 ; 鳞片 2 枚 ， 膜 质 ， 显 著 ; 雄花 6 枚 ， 花 丝 细 长 ， 子 房 扇 球形 ， 具 

柄 ， 花 柱 细 长 ， 柱 头 短小 略 呈 羽毛 状 ; 因 颖 片 和 外 程 的 芒 不 很 发 过， 小 穗 先端 钝 。 花 期 

3 一 4 月。 种 子 坚 果 状 ， 直 径 约 5mm，6 一 8 月 成 熟 。 

本 种 营养 体 为 茧 本 状 ， 表 面 粗糙 ， 主 枝 1 枚 常 极 发 达 ， 可 代替 主干 ; 节 间 长 可 达 

120cm， 表 面 粗糙 ; 短片 直立 ， 与 筹 鞘 相连 处 无 关节 。 这 些 特征 可 区 别 于 属 内 各 种 ; 头 

状 花序 近似 于 小 空竹 〈C. zalliaxxz Munro) ， 但 后 者 颖 片 和 外 释 的 芒 较 发 达 ， 小 穗 先 

端 成 刺 芒 状 ; 内 程 小 横 脉 明显 ， 柱 头 常 2 裂 ， 子 房 卵 状 披 针 形 。 

室 竹 属 竹 类 一 般 节 间 表 面 光滑 ;人 竹 竹 常 光滑 ， 具 筹 耳 ， 或 鞘 口 两 肩 隧 毛发 达 ， 筹 片 

外 翻 。 本 种 在 这 些 特 征 上 与 空竹 属 原 有 种 类 区 别 较 大 ,， 却 与 苞 劳作 属 〈Schnzzos- 

ichyu72) 近似 。 但 其 繁殖 体 〈 花 和 果实 ) 构造 特征 表明 应 隶属 空 体 属 〈Cezphna- 

Lostachyz7z) 。 本 种 天 然 分 布 于 中 国 汗 西山 区 ， 为 典型 的 芯 本 状 竹 类 ， 其 节 间 特长 ， 可 

达 120cm， 人 鲜艳 的 紫红 色 头 状 花 序 等 特征 为 竹 亚 科 所 罕见 ;其 竹材 纤维 较 好 ， 是 当地 传 

统 的 制订 和 精细 编织 原料 ， 在 造纸 工业 上 也 具有 较 高 的 开发 价值 。 因 此 确 系 一 珍贵 稀有 

竹 种 ， 建 议 列 为 国家 重点 保护 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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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人 竹 亚 科 新 分 类 群 ， 

辉 朝 茂 ” 杨 宇明 杜 凡 薛 纪 如 
《西南 林学 院 ”昆明 650224) 

摘 要 本 文 报 道 了 中 国 西南 部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人 竹 亚 科 3 个 新 种 ，2 个 新 变型 。 它 们 是 

落叶 第 竹 〈ThamzzocaLazazls temgchozgensis Hsueh et Hui) 、 江 人 竹 〈Denarocalamaas bpachnyiaadas Hsueth 

et DZ Li) 、 山 条 〈Yzwshanza eleuata 太 ，zzzzz7aez1S1S Hsueh et R. Y.， He) 、 兰 坪 玉 山竹 〈(Y.。 思 xper- 

&ia Hsueh et Hui) 、 福 贡 玉 山竹 〈Y. arctzcaxLys yi preuizoda Hsueh et 再 ，R，Zhang) 

关键 词 中国 高 黎贡山 ， 竹 亚 科 ， 新 种 

工 落叶 筱 竹 (新 拟 ) 落叶 竹 (腾冲 ) 新 种 图 1 
Tjzazz7jzocalamazus teflgcjomzgemsis Hsueh et Huli，sp，nov. 

Differt a congeneris foliis deciduis，medullis 

culmorum totis discretis， culmis fractiflexis， 

laminis vaginarum jlatis erectis，vaginis culmo- 

rum pallide vittatis. 

Rhizomata sympodialia; culmil apice erecti， 

3 一 5m alti，1.5 一 2cm diam. ;internodia -27( 一 

40)cm longa，vetustate tangerina leviter fractifl- 

exa，Pparietibus 6mm crassis，medullis sponglosls 

totis，discretis; nodi culmorum aliquantum dle- 

vati et vaginarum annulos Subereos elevatos for- 

mantes; Tami graciles densi; folia parva decidua 地 天 
和 王 所 

et nova primumecrescentia in aprile; vaglinae cul- 机 “2 人 .NAA 

morum corlaceae oblongae pallide vittatae，Su- 

perne margine dense 一 clliatae; ligulae c， 1 一 

图 1 落叶 敏 竹 2mm altae; auricullae; laminae erectae lanceola- 
二 站 1: 地 下 茎 ;2: 秆 及 枝叶 ;3: 秆 竹 ， 4: 秆 

tae，basi oribus subaequilatae inarticulatae per- 壁 及 髓 部 “〈 王 红 兵 绘 ) 

Sistentes Fig. 1 了 THazz7zocQlLa722s ie7zgcnozzge72515S 

Hsueh et Hul 
人 | 六 ER 和 人 

地 下 蔡 号 轴 型 》 秆 稍 劲 直 | 3 一 5m， 直径 1] ，Rhizome; 2:， Culm and branch and leaves; 

1.5 一 2cm; 节 间 一 般 长 27cm， 最 长 达 40cm; 3:， Culm sheath; 4: Culm wall and Pith 

壁 厚 约 6mm; 秆 髓 海绵 状 ， 可 整 条 分 离 ; 老 秆 节 间 橘红 色 ， 略 成 “之 ”字形 曲折 ;， 笠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林业 科学 》，35(1): 43 一 46。 

于 9YF。 



环 稍 隆 起 ， 短 环 成 一 木 栓 质 环 状 隆起 ， 高 于 秆 环 ; 分 枝 较 细 而 密集 。 落 叶 性 ， 每 年 4 月 

开始 发 出 新 叶 ， 叶 片 小 型 ， 秆 筹 革 质 ， 筹 鞘 成 矩形 ， 具 纵向 浅 色 条 纹 ， 上 部 边缘 密生 纤 

毛 ; 鞘 口 成 山 字形 ， 短 舌 高 1 一 2mm， 无 筹 耳 ; 短片 直立 ， 披 针 形 ， 基 部 几 与 鞘 口 等 

宽 ， 与 闽 无 关节 ， 衍 存 。 

本 种 为 落叶 性 竹 种 ， 秆 髓 可 整 条 分 离 ， 秆 成 “之 ”字形 曲折 ， 短 片 宽大 而 直立 ， 短 

鞘 具 浅 色 和 条纹， 区别 于 属 内 各 种 。 

云南 (Yunnan) : 腾冲 县 (Tengchong) 胆 扎 林 场 (Danzha)， 海 拔 (alt. ) 2530m， 

1993 年 4 月 15 日 (Apr 15. 1993),， 张 伟 〈Zhangwei) 、 伍 艳 萍 〈Wu Yianping)、 瘤 

朝 茂 (Hui Chammao) 93353 号 〈(Typus，in SWFC);， 云龙 县 (Yunlong) 曹 润 林场 

(Caojing)， 海 拔 (alt. ) 2900 一 3100m，， 1993i 年 .了 蕊 月 .25 月 (now 25. 1993j 薛 嘉 榨 

(Rue Jianong) 9302 号 。 

2 江 人 竹 〈 演 南通 称 ) 野 竹 〈 新 平 ) 野 龙 和 作 〈 怒 江 ) 马 刮 见 《 条 傈 

语 ) 瓦 见 《〈 盘 声 刀 “新 种 图 2 

Derdrocalarmzrxs pacpycladrs Hsueh D，Z，Li et Hul，sp. nov. 

Species 万 .sezz2zsca7z2de7z2t Hsueh et D，2Z. 

Li affinis，sed laminis vaginarutn reflexis，au- 

riculis vaginarum undulatis setosis valde effec- 

tis; ligulis vaginarum altioribus dense setosis; 

lemmatibus et paleis in margine apicali ciliatis 

differt. 

Rhizomata sympodialia; culmi scandentes， 

5 一 8m alti. ;internodia 20 一 30cm longa，gla- 

bravel juventute leviter pilosa; nodi leviter dis- 

tenti，annulis tomentosis; nodi vaginarum et 

culmorum leviter elevati， Rami numerosi iD 

quodque nodo，unus tantum crassissimus idetm 

ac culmus，scandens，Auriculae vaginarum Un- 

dulatae，margine setis densis 6 一 10mm longis 

obtectae; ligulae vaginarum 2 一 3mm altae，ore 

setls densls 1 一 2(5)mm longis obtectae，intus 

图 2 ” 江 人 竹 

1: 秆 夭 ; 2: 枝叶 《〈 王 红 兵 绘 ) 

Fig. 2 Dencrocalazats pacjmnyclacas 

Hsueh et D，Z.， Li 

1:， Culm sheath; 2:， Branch and leaves 

dense tomentosae; laminae vaginarum reflexae， 

basl contractae oribus vaginarum angustiores 

quam ora，intra dense tomentosae， Folia in quo= 

due ramunculo 5 一 8; vaginae foliorum et ores 

glabrae; ligulae foliorum c， lmm altae; laminae 

20 一 30cm ljonge，3 一 5cm latae，basi subtus pilosae; nervis secundariis utinque 8 一 10， 

nervillis transversis obscuris; petioli 5mm longi. 

Rami floriferi aphylli magni; spiculae numerosae in capitulum grande dispositae in 

。 198 。 



quoque nodo; capitula 2 一 3cm diam. ，basi aliquot bractels magnis glabris instructum; 

spiculae 8 一 10mm longae，4-florae，apice obtusae; glumae 1 一 2，dorso 1-catrinata，cari- 

nis breviter erecta setiferis; lemmata in margine apicali dense ciliatae; paleae membra- 

naceac ovatae，in margine apicali ciliatae; lodiculae obsoletae; stamina 6，filamentis 

liberis; ovarium longe ovatum，stylis lorgloribus pilosis; stigma unicum plumosum， 

合 轴 丛生 ， 草 生 状 ， 秆 高 5 一 8m， 节 间 长 20 一 30cm， 光 滑 ， 或 幼 时 微 被 毛 ， 节 略 

膨大 ， 具 毛 环 。 筹 环 和 秆 环 微 隆起 ;多 分 枝 ， 有 时 一 主 枝 较 发 达 ， 可 与 主干 等 粗 ， 半 攀 

援 状 ， 具 波状 竹 耳 ， 上 具 6 一 10mm 长 的 较 密 障 毛 ; 竹 舌 高 2 一 3mm， 口 部 密 被 1 一 

5mm 长 隧 毛 ， 腹 面 密 被 绒毛 ; 短片 外 翻 ， 基 部 收缩 ， 窗 于 鞘 口 ， 腹 面 基 部 密 被 绒毛 ; 

小 枝 具 叶 5 一 8 枚 ， 叶 片 长 20~30cm， 宽 3 一 5cm， 背 面 基 部 具 柔 毛 ， 叶 鞘 及 鞘 口 均 无 

毛 ; 无 叶 耳 ;， 叶 了 舌 高 约 lmm; 口 部 具 纤 毛 ， 叶 柄 长 smm; 侧 脉 8 一 10 对 ， 小 横 脉 不 

明显 。 

花枝 无 叶 ， 大 型 ;小 穗 数 10 枚 聚集 于 花枝 各 节 ， 呈 大 型 球状 ， 直 径 2 一 3cm。 此 花 

序 球 基部 具 数 枚 大 型 光滑 的 苞 片 ， 小 穗 长 8 一 10mm， 上 有 具 花 4 枚 ， 先 端 钝 ， 颖 1 一 2 枚 ， 

背部 具 1 脊 ;， 状 上 具 直 立 短 刺 毛 ;外 释 上 部 边缘 密 被 纤毛 ， 内 程 膜 质 、 卵 形 ， 上 部 边缘 

具 纤 毛 ; 鳞 被 退化 ， 雄 蕊 6 枚 ， 花 丝 分 离 ; 子 房 长 卵 形 ， 花 柱 较 长 ， 均 具 毛 ， 柱 头 单 

一 ， 羽 毛 状 。 

本 种 近似 野 龙 竹 〈D.， semzscazdenrs)， 但 前 者 筹 片 外 翻 ， 具 波状 筹 耳 及 发 达 的 隧 

毛 ， 短 舌 较 高 ， 密 被 隧 毛 ， 和 片 上 缘 密 被 纤毛 ， 区 别 明 显 。 

云南 〈Yunnan) : 双 江 (Shuangjiang) 大 文 (Dawen) 于 信 河 〈Qianxinhe)， 海 拔 

(alt ) 900m，1990 年 4 月 9 日 (9th.Apr， 1990)， 蒲 文 华 (Pu Wenhua) 、 辉 朝 茂 

(Hui Chaomao) 等 90406 号 〈Typus. in SWFC); 泸 水 (Lushui) 获 家 坝 〈Caijiaba ) ， 

海拔 (alt. ) 1500m， 薛 纪 如 (Xue Jiru) ， 金 光 银 〈Jing Guangyin) ，89016 号 ; 同 地 赖 

茂 (Laimao)， 海 拔 (alt. ) 950m，1989 年 5 月 21 日 (2lth，May 1989)， 王 一 中 

(Wang Yishong) ， 辉 朝 茂 (Hui Chaomao) ，89036 号 ; 同 地 南 坝 河 (Nanbahe) ， 海 拔 

(Calt， ) 1000m， 郊 朝 友 (Hui Chaomao) 89035 号 ;新平 (Xingping) 水 塘 (Shui- 

tang)， 海 拔 (alt.) 1100m，1985 年 12 月 10 日 (loth，Dec. 1985)， 李 德 铁 〈Li 

Dezhu) 853050 。 

本 种 在 滇 西 至 滇 南 分 布 较 广 ， 因 多 分 布 在 江 边 河谷 ,当地 均 称 “ 江 竹 ”; 又 因 筹 质 

优良 ， 和 群众 过 渡 采 笋 而 导致 其 秆 不 能 正常 生长 ， 呈 蔓 生 状 。 

时 玉 山行 (新 拟 六 劳 佬 入“〈 兰 坪 日 场 ) 4 莉 种 , 必 3 

Yrsjamzia puderuta Hsueh et Huli，sSp。 nov. 

Speries Y.7aacxlatae Yi affinis，sed internodiis brevioribus，tomenta Superne den- 

sissima primo abtegentibus，farctis; vaginis culmorum internodio paulo longloribus， 

laminis foliorum parvis，nervillis transversis manifeatis differt. 

Rhizomata sympodialla，c，50cm longa; oulmi 3 一 4m alti、 1 一 1.3cm dam ; internodia 

20 一 25cm longa farcta，Pprimo cano-tomentosa superne pilis densissimis obtecta，strlis ljongitudi- 

nalibus manifestisy nodi vaginarum elevati et ei culmorum planiores; rami numerosl graciles，Va- 

。 1]199 。 



SS 洪 | 

法 多 SS 

图 3 兰 坪 玉山 竹 

1:， 秆 及 宿 存 杆 竹 ， 2: 秆 筹 ，3: 地 下 蔡 及 秆 、 

枝 、 叶 〈 王 红 兵 绘 ) 

Fig. 3 Ye zpxperwla Hsueh et Hul 

1: Culm and persistent sheath; 2:，， Culm sheath; 

3: Rhizome and culm，branch and leaves 

宽 5 一 8mm， 侧 脉 2 (3) 对 ， 小 横 脉 清晰 

ginae culmorum persistentes corliaceae，lnternodio 

paulo longiores， dors parce setosae unquam 

maculis densis fuliginsoslis instractae，ciliis obso=- 

letis humeris oralibus leviter altis atque setis 

aliquot c， 10mm longis obtectis，mnervis ]ongi- 

tudinalibus manifestis， nervillis _ transversis 

obscuris; auriculae vaginarum nullae; ligulae 

vaginarum c。，2mm altae truncatae; laminae 

vaginarum lineari-lanceolatae，reflexae。EFolia 

in quoque ramunculos 2 一 4; vaginae folior-um 

glabrae，oralibus humeris setosae; liqulae fo- 

liorum c.。 lmm altae，ore breviter ciliato; 

laminae 5 一 8cm longae，5 一 8mm lataae， 

nervVvis secundariis utinque 2 (一 3)，mnervillis 

transversis manifestis， 

地 下 荟 合 轴 型 ， 假 鞭 长 约 50cm， 征 高 

3 一 4m， 直 径 1 一 1. 3cm， 节 闻 长 20 之 25cm， 

实心 ， 幼 时 被 灰 绒毛 ， 上 部 尤 密 ， 纵 棱 纹 明 

显 ; 短 环 较 平 ， 秆 竹 宿 存 ， 短 萌 革 质 ， 长 于 

节 间 ， 背 面 足 被 刺 毛 ， 有 时 密 被 次 色 斑 点 ， 

边缘 纤毛 不 发 达 ， 鞘 口 两 肩 略 高 ， 各 具 数 枚 

长 约 10mm 的 障 毛 ; 分 枝 多 数 ， 纤 细 ; 叶 舌 

高 约 lmm， 口 部 具 短 纤毛 ; 叶片 长 5 一 8cm， 

D 

本 种 近似 斑 壳 玉 山竹 〈Y. 7aacaxlata 了 妈 ) ， 但 前 者 节 间 较 短 ， 幼 时 被 毛 ， 上 部 尤 密 ， 

实心 ; 筹 鞘 长 于 节 间 ;叶片 小 型 ， 小 横 脉 清晰 ， 易 于 区 别 。 

云南 (Yunnan): 兰 坪 (Lanping) 新 县 城 后 山 (mount， near new town) ， 云 南 松 

林内 ， 海 拔 (alt. ) 2650m。1992 年 3 月 14 日 (14th. March 1992) ， 和 润 云 (He Ru- 
nyun) 、 辉 朝 成 〈Hui Chaomao) 等 92007 号 〈(Typus in SWFC);， 同 地 新 生 桥 林场 

(xingshengqiao) ， 海 拔 (alt. ) 2530m。1992 年 3 月 13 日 (13th，March 1992) ， 子 世 

泽 〈2Z2i Shize) 、 辉 朝 茂 (Hui Chaomao) 等 92003 号 ; 同 地 大 羊 场 (Dayangchang) ， 海 

拔 (alt. ) 2700m， 段 剑 坤 (Duan Jiankun) 、 和 润 云 (He Runyun) 等 92051 号 。 

4 往 页 玉山 竹 《〈 新 拟 ) 马 撒 列 〈 傈 傈 语 ) 新 变型 图 4 

Yusjza1aia jarcticarlis 7 了 preyinaoda Hsueh et HR.，Zhang，f，nov。 

A rypo recedit macujlis brunneis inaequabilibus in vaginis culmorumy， foliis deciduis. 

与 原 变种 区 别 在 于 节 间 较 短 ， 仅 为 18 一 23cm。 

云南 (Yunnan): 福 贡 (Fugong) 珠 明 林 (Zhumingling) 后 山 ， 海 拔 alt. ) 

2200m， 散 生 。1992 年 4 月 4 日 (4th，Apr. 
es 0O000 。 

1992) ， 张 浩然 〈Zhang Haoran) 、 瘤 朝 茂 



(Hui Chaomao) 等 92037 号 〈Typus in SWFC ) 。 

图 4 福 贡 玉山 竹 图 5 山体 
1: 秆 及 宿 存 秆 竹 2: 秆 短 ;，3: 枝 时 ( 王 红 兵 绘 ) 1: 征 及 征 竹 ; 2， 秆 叶 ; 3: 秆 短 〈 王 红 兵 绘 ) 

Fig. 4 Yashazza Jarcticaxlzs yi 三 Fig.5 Yaxshnanza elexata YL 太 。， 力 za72772C- 

prewi7zioda HSsueh et 再 ，R，Zhang 贡生 EROESCGEE 

1: Culm and persistent sheath; 2: Culm 1: Culm and pensistent sheath; 2: Branch 

sheath; 3: Branch and leaves 下属 下 于 二 生 丰 有用 和 和 

5 山体 “〈“ 片 马 俗 名 ) 马 吧 地 “〈 沪 水 傈 傈 语 ) ”新 变型 图 5 

Yrsja7zia elevata 网 太 ， piafa7aaemsis HSsueh et R，Y，He，Tf，nov. 

A rypo recedit foliis magnioribus ad 12 一 18cm longis， 

与 原 变 种 区 别 在 于 叶片 较 宽 大 ， 长 达 12 一 18cm。 
云南 (Yunnan) ， 泸 水 〈Lushui) 片 马 〈Pianma)， 海 拔 (alt. ) 2100m， 成 片 散 

生 ，1988 年 12 月 6 日 (6th Dec. 1988)， 杨 长 春 (Yang Changchun)， 辉 朝 成 〈Hmui 

aoInao551TT (Tuw nnSWRERC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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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竹 亚 科 一 新 种 

薛 襄 榨 
《西南 林学 院 森 林 植 物 研究 室 ， 昆 明 “650307) 

关键 词 ” 获 和 作 属 ， 疙 瘤 作 ， 云 南 

疙 将 人 竹 〈 云 南 腾冲 ) ”新 种 图 1 

JNeosiizoeata1aus yUH12aQ12e1tSiS HSsueh et HSsueh {. ，sp。 nov. 

Ex affinitate N. ap (Rendle) Keng { ，sed differt basibus laminarum vagina- 

rum oribus vaglinarum aequilatis，oribus vaginarum non setosis，laminibus vaginarum 

erectus，muris culmorum crassioribus, 

Culmi erecti，superne penduli，8 一 12m alti，4 一 7cm in diam, ，cavi，muris eorum 

1. 5cm crassis，internodiis 40 一 50cm longis，juventute cinereo-albibus vel fusco-pubes- 

centibus nodis culmorum planiusculis，infra nodos annulis fusco-tomentosis，ramis ad 

nodos numerosis，Pprincipalibus 1， vaginae culmorum tarde caducae，coriaceae，dorso 

dense fusco-strigosae，auriculis nullis，ligulis 0. 2cm altis，serrulatis，laminis erectis， 

triangularibus vel longe triangularibus，basibus larum apicibus vaginarum circa aequila- 

tis，Folia in quoque ramulo 5 一 9，vaginis foliarum glabris，auriculis destitutis，ligujlis， 

0. 5mm altis，petiolis ad 1mm longis，laminibus foliarum 12 一 25cm longls，1 一 2.5cm 

latis，base late cuneatis ，nervis lateraibum 5 一 7-jugis，nervillis transversarils obscuris. 

Spiculae in quque nodo inflorescentiarum 1 一 3 vel interdum numerosae glomeratae- 

que，2cm longae，0. 7cm latae，aliquantum patentes in statu maturo，flavo-virentes vel 

leviter lilacinae，flosculis 5 一 8，rhachillis spicularum articulis，in maturitute flosculis 

connexis，。，Flosculae nunquam deciduae，glumis 1 一 2，flavis coriaceis，lemmatibus late 

ovatis，1. 4cm longis，1. 1cm latis，nervis 14 一 16-jugis，apice mucronatis，palels angus- 

tis，2-carinatis，pilosis ad carinas，5 一 7-nervibus，lodiculis 2 一 3，limplidis，ciliatis; An- 

therae flavae，6mm longae，filamentis lmm vel raro 10mm longis; Ovarium pyriforme， 

dense pllosum; stigmata 2 一 3，Pplumosa。Fructus non lnventus， 

Yunnan (云南 ) ， Tengchong (腾冲 ) alt， 1720m，1990-03-01，Xue Jia-rong 〈 莓 

嘉 榕 ) 9013 (Typus SWFC);，ibid，Wan Guo-li (万 国 礼 ) 9024 (SWFC) 。 

本 种 与 慈 人 竹 LN. af jixis (Rendle) Keng f. ] 相近 ， 但 本 种 短片 基部 与 竹 鞘 顶部 

等 宽 ， 短 靖 鞘 口 无 缝 毛 ， 短 片 直立 ， 秆 壁 较 厚 ， 可 以 区 别 。 

x 本 文 1991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 ，29(3) : 274 一 275。 



图 工 疹 将 竹 
1: 秆 筹 腹面 ; 2， 秆 筹 背面 ; 3: 叶枝 ; 4: 花枝 ; 5: 小 穗 ; 6: 颖 片 ; 7: 外 和 ; 8: 浆 片 ; 9: 内 和 ; 10, 肉 蕊 ; 11: 雄 

蕊 ; 12: 秆 之 一 部 
Fig. 1 Neosz7zzocQLaz7zzs yM7272Q72e728Sz5 

1，Inner side of culm sheath; 2:， Abaxial side of culm sheath; 3: Leaf branch; 4: Flowers branch; 5: Spikelet; 

6: Glume; 7:， Lemma; 8: Lodicule; 9: Palea; 10:， Pistil，11: Stamen; 12: A part of culm 

A New Species of Bambusoideae from Yunnan 

XUE Jia-rong 

(Department of Forest Botany，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 Yunnan 650307) 

Abstract  A new specles of the genus Neosz7zocdLa7Us 人 eng { ，N，>ya7272Q72e72S215，1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Neosz7zocala7z2Us， 和 yza7272a72e71815，Yunnan 

。， 204 。 



贡 山 竹 属 一 一 我 国 云南 竹 亚 科 一 新 属 ” 

李 矢 匆 。 兽 纪 如 ” 夏 念 和 
《1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明 650204) 

(2 西南 林学 院 , 昆明 ”650224) 

《3 中 国 科 学 院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 广州 ”510650) 

关键 词 ” 贡 山 竹 属 ， 竹 亚 科 

贡 山 竹 属 新 属 图 1 

Gaoligofgsjazia D，Z，Li，Hsueh et N， 百 ，Xia，gen nov。 (Tribus Bambuseae 

Nees. Subtribus Arundinariinae Bentham) 

Plantae fruticosae，aliquando epiphyticae ad abores; Rhizomata breviorcolliter 

pachymorpha，Culmi unicaespitosi，intemodiis teretibus，ramis singularibus diametro 

culmo subaequicrassis，。Culmorum vaginae persistentes，corlaceae，auriculis magnis fal- 

catis，ligulis brevioribus，laminis patentibus，Foliorum auriculae falcatae，laminis mag- 

nis，lanceolatis usque late lanceolatis，Inflorescentiiae paniculatae，terminales，magnae 

ad 40cm longae，semelauctantes。 Spiculae pedicullatae，jlineares，2 一 4cm longae， 

0. 2 一 0. 3cm latae，laxe 4 一 9 forae，floribus summis steribus，rachillarum internodils 

floribus duplo brevioribus，Ppartim expositis，glumis vacuis 2，lemmatibus lanceolatis， 

paleis eo aequilongis，breviter bicuspidates，lodiculis 3，apicibus ciliatis，staminibus 3， 

stylo 1，brevissimo ，stigmatibus 3 ，plumosis，Fructus maturi incogniti. 

Genus novum Jzadoccalazzo Nakai affine，sed rhizomatibus breviorcolliter pachymor- 

phibus，culmis unicaespitosis，inflorescentiis magnis，spiculis linearibus，stigmatibus 3 

differt. 

T 工 ypus nominis generls: Arundinaria megathyrsa Hand. -Mazz. 

Species unica，in Provincia Yunnanica，austro-ocelidentall Sinica lindigena. 

灌木 状 竹 ， 有 时 附 生 于 树干 基部 。 地 下 葵 短 颈 粗 型 。 秆 单 从 ; 节 间 圆 简 形 ; 每 节 分 

枝 单 一 ， 与 主 秆 近 等 粗 。 科 短 宿 存 ， 革 质 ;， 短 耳 大 ， 镰 刀 状 ; 筹 舌 较 低 ;短片 外 展 。 叶 

耳 镰 刀 状 ;叶片 大 型 ， 宽 披 针 形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 大 型 ， 长 达 40cm， 一 次 性 发 生花 序 。 

小 穗 具 柄 ， 线 形 ， 长 2 一 4cm， 宽 0. 2 一 0. 3cm， 具 4 一 9 小花， 顶端 1 小 花 不 孕 ; 小 穗 

轴 长 为 小 花 的 1/2， 外 露 ; 颖 片 2， 内 无 潜伏 芽 ， 外 释 披 针 形 ， 与 内 释 近 等 长 ;内 释 具 

2 并 ， 先 端 短 2 裂 ， 鳞 被 3 枚 ， 先 端 具 缘 毛 ; 雄蕊 3 枚 ; 子 房 无 毛 ; 花柱 短 ; 柱头 3 

x 本 文 1995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33(6) :597 一 601。 



裂 ， 羽 毛 状 。 成 熟 果 未 见 。 

图 1 贡 了 山竹 

1:， 地 下 茎 ;，2: 具 叶 小 枝 ; 3: 花序 (部 分 ); 4: 征 筹 ，5: 秆 及 分 枝 ; 6: 第 一 颖 ;， 7: 第 二 颖 ;8: 外 和 ; 9: 内 

释 ; 10: 鳝 被 ; 11: 雌蕊 〈 杨 建 昆 绘 ) 

Fig. 1 Caolzgomzgshna7zzza 72egQtPy7rSQ 

1:， Rhizome; 2:， Portion of a branchlet; 3: Portion of a inflorescence; 4: Culm-sheath; 5: Culm with branching; 

6: Lower glume; 7: Upper glume; 8: Lemma; 9: Palea; 10: Lodicules; 11: Pistil 

新 属 与 答 竹 属 〈Jmzadocalazzzxs) 相近 ， 但 地 下 蔡 短 颈 粗 型 ， 秆 从 生 ， 花 序 大 型 ， 小 

穗 线形 ， 柱 头 3 裂 而 明显 不 同 。 

1 种 ， 产 我 国 西南 云南 省 高 黎贡山 地 区 。 

新 属 贡 山竹 属 为 一 次 性 发 生 的 有 限 花序 、 灌 木 状 竹 类 ， 叶 片 大 型 ， 叶 耳 显 著 ， 每 节 分 

枝 单 一 且 与 主 秆 近 等 组 ， 秆 筹 宿 存 ， 子 房 无 明显 附属 物 。 这 些 均 表 明 本 属 应 为 青 篇 竹 亚 族 
06 ， 



(CSubtrb Arundinarinae) 成 员 ， 且 与 和 莹 人 竹 属 有 些 联系 。 但 本 属地 下 蔡 为 短 颈 粗 型 ， 秆 丛生 ， 

有 时 附 生 ， 加 之 花序 大 型 ， 小 穗 线形 ， 柱 头 3 枚 而 与 答 人 竹 属 不 同 ， 也 较 之 原始 。 

对 于 地 下 葵 类 型 在 竹 亚 科 的 分 类 作用 ， 一 般 认 为 具有 分 属 价值 ， 唯 一 的 例外 是 产 于 

中 南美 的 Chusqvea 属 〈Clayton et al.， 1986) 。 在 地 下 共和 花序 类 型 上 ， 贡 山竹 属 又 
表现 出 与 筱 竹 复 合群 (Thazxzzocalazzzs complex) 〈 即 所 谓 高 山竹 类 ) 的 渊源 关系 。 该 

群 的 分 类 争议 极 大 ， 至 今 仍 无 较 统一 的 意见 ， 即 使 同一 作者 在 不 同时 期 也 使 用 不 同 的 处 
理 。Keng (1982) 将 该 群 立 为 筱 竹 亚 族 。Sode rst rom 和 Ellis (1987) 曾 建 议 接 受 币 
人 竹 属 〈TAazazocalazzz2s) 、 箭 人 竹 属 (Fargesia) (包括 玉山 人 竹 属 Yesjnanxiza 等 属 ) 。 但 后 来 

Soderstrom 和 Ellis (1988) 又 主张 将 箭 竹 型 〈fargesoid) 即 地 下 葵 短 颈 粗 型 的 这 一 类 

竹子 置 于 极 广义 的 青 篇 竹 属 (Arxrzaizaria) (模式 种 为 薄型 地 下 葵 )。 纵 然 如 此 ， 贡 山 

竹 属 也 可 通过 其 大 型 、 开 展 的 顶 生 圆锥 花序 、 线 形 小 穗 、 单 一 且 与 主 秆 近 等 粗 的 分 枝 和 

大 型 叶片 与 之 相 区 别 。 本 属 与 筱 竹 复 合群 的 联系 主要 表现 在 Arundinaria hirsuta 群 

(Campbell 1991) 上 ， 但 后 者 地 生 葵 及 花序 均 未 知 ， 每 节 分 枝 1 一 3 枚 且 较 主 秆 细 。 同 

时 被 置 于 该 群 的 Yxshazxzaza zzzrazzosa 也 无 花 部 记载 ， 秆 柄 延伸 即 地 下 蔡 长 颈 粗 型 。 这 

些 均 表 明 贡 山竹 属 的 独特 性 。 贡 山竹 属 的 发 现 对 于 揭示 第 竹 复合 群 的 起 源 及 其 与 答 竹 属 

的 关系 ， 对 于 整个 竹 族 〈 木 本 竹 类 ) 系统 发 育 的 研究 均 具 有 重要 意义 。 此 外 本 属 的 附 生 

习性 也 十 分 有 趣 ， 值 得 进一步 研究 。 

在 外 形 上 ， 特 别 是 在 营养 体 阶 段 ， 本 属 易 与 单 枝 竹 属 〈Monocladws) 混淆 ， 因 两 

者 均 为 短 颈 粗 型 地 下 蔡 ， 秆 丛生 ， 灌 木 状 竹 ， 分 枝 单一 ， 叶 片 较 大 ， 筹 耳 及 叶 耳 显著 ， 

但 后 者 为 续 次 性 发 生 的 无 限 花序 ， 小 穗 结构 过 然 不 同 ， 因 而 隶属 于 不 同 的 亚 族 ， 即 短 竹 

亚 族 (Subtrib Bambusinae ) 。 

在 分 布 区 和 生境 上 ， 贡 山竹 属 也 与 上 述 类 群 有 一 定 差别 或 间断 。 贡 山竹 属 分 布 在 云 

南西 北部 怒江 《〈 萨 尔 温 江 ) 与 独 龙 江 〈 恩 梅 开 江 、 伊 洛 瓦 底 江 ) 的 分 水 岭 一 一 高 黎 贡 

山 ， 海 拔 1600 一 2200m 的 中 山 常 绿 阔 叶 林 内 ， 常 在 老 树 上 附 生 ;， 筹 竹 属 集中 分 布 在 我 

国 东南 部 及 西南 地 区 东部 〈 不 到 演 西 )， 特 别 是 长 江 流域 海拔 1000m 〈 西 南 东 部 可 达 

2000m) 以 下 的 低 山 或 丘陵 地 带 ， 属 中 国 -日 本 区 系 成 分 ; 第 人 竹 复合 群 则 主要 分 布 在 东 

亚 中 山 至 亚 高 山地 区 ， 少 数 种 延伸 到 南美 及 非洲 ， 为 热带 〈 至 亚热带 ) 高 山 成 分 ; 单 枝 

竹 属 各 种 分 布 于 华南 珠江 流域 至 海南 岛 海 拔 500m 以 下 的 热带 或 南亚 热带 河谷 低 山 地 

带 ， 应 属 热带 亚洲 “〈 印 度 - 马 来 ) 区 系 成 分 。 

贡 山 竹 〈 新 拟 ) ” 贡 山 黎 竹 〈 南 林学 报 ) ， 大 序 青 篇 人 竹 〈 云 南 种 子 植物 名 录 )， 阔 

叶 玉 山竹 、 阔 叶 单 枝 竹 〈 均 竹子 研究 汇 刊 ) ， 云 南 单 枝 竹 〈 独 龙 江 地 区 植物 ) ， 拉 沙 〈 云 

南 贡 山 独 龙 族 ) 。 
Gaoligongshania megathyrsa (Hand. -Mazz) DZ. Li，Hsueh et N， 瑟 .Xia，comb. 

Arzw7zCz7a7tza 77265Q 坊 7SQ 再 and，-Mazz ，Symb. Sinj 7: 1270. 1936: C、 工 

Wu Index Fl]. Yunnanensis 2 :， 2131. 1984. 

Niazz ) C，S，、Chaoj&noG DGhu in Nanjiag,Teechnol Coll SEOorest Pod: 

EC) 44 四 

Res. 6(3) : 34，1987. 一 一 Monzocladuws aega 态 ysSa (Hand，-Mazz. ) Yi in J Bamboo 

Res. 12 (2) : 54. 1993 (“Momnocalaazxs7 )， Monzocladus7aacrotbjyllus Hsueh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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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ocalLa772U5 7egathyrsa (Hand， - 

Yzxsha7zza 7zega 太 ya (Hand，-Mazz. ) Wen in JJ Bamboo 



M.，Hui H. Li，Fl， Dulongjiang Region 366，1993. nom. nud. 

Yunnan bor. -occid， (云南 西北 ):， Prope fines Tibeto (Sin. ) -Birmanicas convalle 

fluvii Dulongjiang (JIrravadi orient，super. ) (缅甸 和 中 国 西 藏 交界 处 ， 独 龙 江 )，in 

pluvii silva frondoda subtropica faucium Naiwanglong ( 拿 万 龙 ， 生 于 亚热带 林 中 )， 

27”53'N，alt，2150m，1916:07-05，Handel-Mazzetti 9343 (holotype，WU; isotype， 

W);， the same locality (Maku，Moqiewang，Meiliwang 忆 Mabidang) 〈 马 库 ， 莫 切 旺 ， 

梅 立 王 ， 麻 必 当 ) ，alt， 1600 一 1030m，i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dests，1990-12 to 

1991-04，Dulongjiang Expedition 〈 独 龙 江 越 冬 考 察 队 ) 1105，1963，1779，3756， 
4307 (KUN) ;，the same locality，1994-10-20，Jia-r，Xue (Hsueh f. ) 人 YY. M. Yang 

( 薛 嘉 榕 、 杨 宇明 ) sn (无 号 ) (SWFC，with flower and rhizome); Lushui〈 泸 水 )， 
Pianma to Wuzhong ( 片 马 至 吴 中 )，alt， 2200m，1981-09-27，T. 直 ， Zhang (〈 张 天 龙 ) 

7407 (SWFC);， Pianma 〈 片 马 )，alt，2050m，1988-12-10，C，M._ Hui (〈 辉 朝 茂 ) 
88103 (SWFEC，with rhizome) ; same locality 〈 同 地 ) ，Gaoligong Shan Expedition 〈C. 

M，Hui et al. ) 9019 (SWFC，with rhizome); 1978-05-04，collector unknown 010 

(SWFEC，with rhliz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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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ligo1zgsjaia，a New Bamboo Genus from Yun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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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bamboo genus，Gaoligozpgshnazzza DZ. Li，Hsueh et N，H，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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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escribed here to accommodate Arx7zzdz7zzaria Maegayrsa Hand，-Mazz，from North- 

west Yunnan，China after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the Species，The new 

genus is certainly a member of the subtribe Arundinarinae Bentham in the sense of Clay- 

ton 了 必 Renvoize (1986) and Soderstrom 了 扩 Ellis (1987) and may be a link between TI7m- 

aocalazazxs and the ThAazz7zocalazazxs complex (the so-called alpine bamboos)，Its inflo- 

rescence ls determinate (Semelauctant) with normal grass Spikelets，large and conspicu- 

ously auricled leaves and single branch complements which are as thick as culms，CGaolz- 

go7zzgsha7zza is related to TJmzcocalazazxs but has sympodial rhizomes，clustered culms， 

very large inflorescences，1linear Spikelets and three stigmas。It is _ sometimes epliphytic 

in habit. It also shows affinity with the Tazz7zzocaLazzxs complex with the same inflo- 

rescence and rhizome types，The complex，however，il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groups 

in defining bamboo genera and was consldered as an independent Subtribe (上 eng 1982) 

or has even been put into the genus Arzx7zzCz7zza7zzia in the broadest sense (Soderstrom and 

Ellis 1988). Even then，Gaolzgozgshna7iza can Still be considered distinct because of its 

branch pattern and unusual inflorescence and spikelets，Although Gaoligomzgsha7zza 1S 

Superficially similar to Mozocladzxws Chia et al，in its vegetative State，it belongs to a dif- 

ferent subtribe，and its reproductive state ls very different from Mozocladxs。 In that ge- 

nus，the inflorescence ls indeterminate (iterauctant) and is composed of pseudospikelets 

with 6 stamens and conspicuous ovary appendages. 

Key words Caoligomgshazza D，Z，Li，Hsueh et N， 有 ，Xia，Bambusolid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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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人 竹 类 植物 及 其 保护 发 展 对策 “ 

杜 小 红 :“ 辉 朝 茂 ” 薛 嘉 榨 ” 杨 宇明 
(1] 国家 林业 局 西南 航 护 总 站 保山 站 ， 保 山 ”678100) 

(2 西南 林学 院 竹 类 研究 所 , 昆明 650224) 

摘 要 本 文 对 地 处 滇 西 横断 山区 的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竹 亚 科 植物 种 质 资源 及 

其 区 系 地理 特 征 进 行 了 系统 论述 ， 研 究 竹 种 13 属 46 种 。 对 本 区 丰富 的 竹 类 资源 的 保护 发 

展 对 策 进 行 了 探讨 ， 提 出 了 切实 保护 天 然 竹 林 、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是 首要 任务 ， 珍 稀 濒 特种 质 

资源 引种 保存 是 当务之急 ， 科 学 适度 利用 、 促 进 保护 发 展 是 辅助 措施 的 建议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国 家 自然 保护 区 ， 竹 类 资源 ， 区 系 地 理 特征 ， 保 护 发 展 对 策 

1 目 然 地 理 概 况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边疆 ， 东 经 98"34' 一 98"50， 北纬 24 56 一 

25 ”09 。 行 政 上 隶属 于 怒江 州 的 泸 水 县 及 保山 地 区 的 腾冲 县 和 保山 市 ， 西 与 缅甸 接壤 。 

总 面积 为 123 900hm2: ， 天 然 林 92 370hm2 ， 右 74. 4% ;人 竹林 3926hm2 ， 贞 3. 2%。 

该 保护 区 属 横断 山系 的 组 成 部 分 ， 东 临 经 江 ， 西 临 恩 梅 开 江 和 龙 江 ， 山 川 并 列 ， 形 

成 南北 走向 的 高 山大 川 ， 是 有 名 的 横断 山脉 峡谷 区 。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最 高 海拔 
3916. 7m， 最 低 海拔 1090m， 相 对 高 差 达 2826. 7m。 

保护 区 分 属 怒 江 和 恩 梅 开 江 两 个 水 系 。 怒 江 源 出 西藏 唐古拉 山 ， 流 经 高 黎贡山 东 

侧 ;， 龙 川江 发 源 于 高 黎贡山 西 侧 ， 注 入 伊 洛 瓦 底 江 。 由 于 怒江 、 陇 川江 、 恩 梅 开 江水 系 

及 高 黎贡山 呈 南 北 走向 ， 对 本 区 气候 的 形成 、 变 化 和 植被 的 分 布 起 着 巨大 的 影响 。 总 的 

来 说 ， 由 于 本 区 地 处 低 纬 高 海拔 地 带 ， 日 照 充足 ， 热 量 丰富 ， 夏 季 温 暖 多 雨 ， 但 无 酷 

暑 ， 冬 季 干 燥 凉 爽 ， 但 无 严寒 ， 是 典型 的 亚热带 气候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植被 ， 呈 现 出 明显 的 垂直 分 布景 观 。 从 怒江 河谷 到 山顶 依次 

为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从 草地 (海拔 1100m 以 下 ) 、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暖 性 针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山 地 苦 故 矮 林 、 温 凉 性 针 叶 林 、 寒 温 性 灌 从 、 寒 温 性 草 甸 、 流 石 滩 稀 玻 

植被 〈 海 拔 3500m 以 上 ) 等 。 

2 ” 作 亚 科 分 类 与 分 布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地 形 复杂 ， 相 对 高 差 较 大 ， 生 物 气 候 随 海拔 的 升 高 而 变化 ， 形 

成 了 明显 的 生物 气候 带 谱 。 在 这 种 复杂 的 地 形 气 候 作 用 下 ， 发 育 着 丰富 的 动 植物 种 群 ， 

其 中 人 竹 亚 科 植物 共 13 属 46 种 。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人 竹 类 研究 汇 刊 》,18(2) :67 一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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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箱 人 竹 属 (Bamzpusa Retz. ) 

(1) 马蹄 竹 油 草 竹 〈 广 东 )、Maipiu 〈 云 南 傣 语 ) Bezpidea MeClure en Lingnan. 

Sci Journ.， 10 (4) : 531. 1940。 产 泸 水 县 六 库 至 上 江 保山 市 坝 湾 ， 海 拔 850 一 1100m。 
(2) 孝顺 竹 “观音 你 〈 俗 名) B. zzzxlizpiez (Lour. ) Reausch。， 保 护 区 周围 栽培 ， 

多 作为 庭院 观赏 。 使 其 根 莫 暴 露 制作 成 “ 倒 栽 作 ” 人 盆景， 是 竹 类 盆景 制作 中 的 一 大 

特点 。 

2.2 空竹 属 (Cepjalostacjyrzz Munro) 

(3) 空 作 〈 盘 江 ) 麻 伍 《腾冲 )、 国 珠 〈 傈 傈 语 )、Maibao (〈 傣 语 ) Cacjasiazzz77z 

Gaimble in Ann，Roy。 Bot， Gard，Calc，7.1986; Hsueh in, 了 Bamb. Raes，2 (27 4 

1983。 产 盘 江 及 动 海 布 半山 ， 生 于 海拔 1200 一 2000m 的 常 绿 益 叶 林内 。 印 度 至 喜 马 拉 

雅 东部 地 区 有 分 布 。 本 区 分 布 腾冲 古永 、 福 贡 珠 明 林 ， 海 拔 1400 一 1700m。 
(4) 针 麻 竹 〈 腾 冲 ) 马 厄 “〈 傈 傈 语 ) 、 阿 玉 尺 〈 怒 语 ) 、 鸟 〈 泸 水 景颇 语 ) Cscaz- 

dens Hsueh et Hui in Acta Phytotax.。，Sin. 35 (6)，562 一 565，1997。 本 种 营养 体 为 艾 

本 状 ， 主 枝 一 枚 ， 常 极 发 达 ， 可 代替 主干 呈 攀 援 状 生长 ， 节 间 长 可 达 120cm。 表 面 粗 

糙 ， 紫 红色 大 型 头 状 花序 ， 生 于 常 绿 阔 叶 林 内 ， 海 拔 2150m。 

2.3 方 作 属 (CHirzomzopamzprusa Makino) 

(5) 缅甸 方 竹 “ 刺 竹 “〈 俗 名 )、 马 促 玉 〈 傈 傈 语 ) Ch azate (Gamble) Hsueh et Yi in 

Jorn，Bamb，Res，2 (1)，1983。 产 福 贡 、 贡 山 、 泸 水 、 腾 冲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2000m。 

(6) 云南 方 俐 “ 刺 竹 〈 俗 名 ) CA。 yu7zzzazte1isiys Hsueh et WP.， Zhang in Journ， 

Baimnb Ressi7x( 功 : 1 3. 1988. 产 保山 腾冲; 

2.4 香 人 竹 属 (Cjizmomrocalarmrxs Hsueh et Yi) 

(7) 山 香 人 竹 Cj 7zoztaztas Hsueh et Yi in Acta， Bot， Yunnan， 1(2) 一 2(1)， 

1979。 产 保山 至 腾冲 高 黎贡山 ， 海 拔 1740m。 
(8) 流苏 香 人 竹 CHFazzzp7zriatus Hsueh et Yi in Acta， Bot， Yunnan.， 1(2) 一 2(1)， 

1979。 云 南 珍稀 特有 人 竹 种 ， 其 节 间 空 腔 内 含 淡 黄色 芳香 油脂 ， 也 是 优质 笋 用 竹 。 产 腾 

冲 、 龙 陵 、 昌 宁 ， 海 拔 1500 一 1800m。 

2.5 牡 人 竹 属 (Denrdrocalamrs Ness) 

(9) 福 贡 龙 人 竹马 刮 〈 傈 傈 语 ) D.，jfugozgeztsis Hsueh et D ZLi in Journ. 

Bamb， Res. 7 (4) : 9.， 1978。 产 福 贡 、 维 西 ， 生 于 海拔 1200 一 1800m 的 山坡 河谷 。 

(10) 龙 竹 “大 毛竹 〈 俗 名 )、 马 跨 〈 傈 傈 语 )、Maibo 〈 傣 语 )、 拉 架 〈 怒 语 ) 

D.gigaztexs Munro in Tran。 Linn。Soc.， 26: 150. 1868。 泸 水 县 六 库 镇 赖 茂 及 上 江 、 

保山 市 坝 湾 栽培 。 原 产 缅甸 ， 栽 培 几 乎 遍布 亚热带 和 热带 国家 。 云 南 省 演 西 、 演 南 均 

三 植 。 

(11) 江 竹 ， 野人 竹 〈 新 平 ) 、 野 龙 竹 〈 怒 江 )、 马 刮 见 〈 傈 傈 语 )、 瓦 见 〈 怒 语 ) 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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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hycladus DZ，Li in For. Sci，China，1999 (1) 。 产 泸 水 获 家 坝 ， 海 拔 1500m; 同 

地 赖 茂 河 ， 海 拔 950m， 南 坝 河 ， 海 拔 1000m。 本 种 在 滇 西 至 滇 南 分 布 较 广 。 
(12) 巴 氏 龙 竹 “D.，parishii Munro in Trans，Linn。 So， 26: 149. 1868。 产 福 贡 ， 

海拔 1300m。 

(13) 西藏 龙 竹 “ 阿 禄 〈 傈 傈 语 ) 、 麦 瓦 〈 怒 语 ) D. zipeticxws Hsue et Yi。 产 演 西 至 

滇 西北 。 分 布 于 泸 水 县 片 马 。 

2.6 箭 竹 属 (Fargesia Franch ) 

(14) 尖 削 箭 竹 “实心 人 竹 〈 维 西 ) 、 斯 达 〈 维 西 傈 傈 语 ) 、 马 九 匹 〈 贡 了 山 傈 傈 语 )、 马 

四 〈 福 贡 傈 傈 语 ) Fargesia acutzoztracta Yi in Journ。 Bamb，Res. 7 (3). 1988。 福 贡 

珠 明 林 后 山 ， 海 拔 2600m。 

(15) 片 马 箭 人 竹 Fargesia alLpo-cerea Hsueh et Yi in Journ。Bamb。Res， 7 〈2). 

1988。 经 比较 分 析 认 为 该 种 与 云龙 箭 人 竹 〈( 丰 .papyrifera) 相似 ， 建 议 归 并 。 
(16) 马 歌 箭 竹马 歌 “〈 泸 水 傈 傈 语 ) 下 axrita Hsueh et Hui in Bull，Bot，Res，. 

18 (3). 1998。 泸 水 县 片 马 吴 中 后 山 ， 海 拔 2650m， 生 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上 部 。 
(17) 马 享 箭 人 竹马 享 〈 福 贡 傈 傈 语 ) 下 comazzxzy Yi in Journ， Bamb，Res， 7(2). 

1988。 产 福 贡 珠 明 林 后 山 ， 海 拔 2400 一 2500m。 

(18) 带 箭 人 竹马 赛 〈 涉 水 傈 傈 语 ) F. conmtracta Yi in Journ。Bamb，Res， 7(2). 

1988。 产 泸 水 、 保 山 ， 生 于 海拔 2000 一 3000m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或 冷杉 林 下 。 

(19) 空心 带 蔓 箭 人 竹 下 .comtracta 大， euoacxata Yi in Journ。Bomb. Res. 7 〈2) 。 模 

式 标 本 采 自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 海 拔 2200m。 
(20) 福 贡 箭 竹马 诗 “〈 福 贡 傈 傈 语 ) 下 comtracta var， 大 wsgomgensis Hsueh et 丁 . 

K，Duan in Bull，Bot，Res. 18 〈3). 1998。 福 贡 、 珠 明 林 后 高 黎贡山 ， 海 拔 2800 一 3000m。 
(21) 空心 箭 竹 “空心 人 竹 〈 泸 水 ) 、 黄 竹 〈 保 山 )、 灰 竹 〈 云 龙 )、 马 过 昌 羽 泸 水 傈 

傈 语 ) Fedrlis Hsueh et Yi in Journ。， Bamb. Res. 7 (2)， 1988。 产 泸 水 、 云 龙 、 保 

山 ， 生 于 海拔 1900 一 2800m 的 标 类 、 冬 青 、 水 红木 等 组 成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下 。 

(22) 泸 水 箭 竹 ， 阿 吧 〈 福 贡 便 傈 语 ) 下 ushnuzensiy Hsueh et Yi in Journ，Bamb. 

Res. 7 〈2)，1988。 福 贡 县 鹿 马 登 ， 海 拔 2000m; 泸 水 县 鲁 掌 ，1780m。 

(23) 怒江 箭 竹 “ 马 诗 〈 福 贡 )， 马 谢 “〈 涉 水 ) 已 majiazpgensiy Hsueh et Hui in 

Bull，Bot， Res. 18 (3)， 1998。 福 贡 县 莫 罗 雪山 ， 生 长 于 海拔 2800 一 3200m 的 铁 杉 林 

下 。 沪 水 县 高 黎贡山 西 坡 ， 海拔 2400m， 东 坡 海拔 2600m; 同 地 凤凰 山林 场 ， 海 

拔 2780m。 

24) 马 诗 箭 竹马 诗 “〈 泸 水 傈 傈 语 ) 下 mazijzampgexsis FF、 jirtizoda Hsueh et JS. 

Wang in bull. Bot，Res. 18 (3). 1998。 泸 水 县 片 马 吴 中 ， 海 拔 2100m 分 布 。 

《25) 和 抢 鞘 箭 竹 “ 马 诗 〈 泸 水 傈 傈 语 ) 下 orpicxlata Yi in Journ。，Bamb，Res， 

7〈2)， 1988。 泸 水 县 片 马 丫 口 以 上 ， 常 积 雪 ， 海 拔 3150m。 
《26) 粗 枝 箭 人 竹下 pachnyclada Hsueh et Hui in Bull，Bot，Res. 18 (3). 1998。 

模式 标本 采 自 泸 水 县 凤凰 山林 场 10 林 班 ， 海 拔 2800m， 伴 生冷 杉 、 木 兰 及 杜 鹏 等 。 

(27) 灰 秆 箭 竹 “” 泗 麻 鲁 〈 怒 语 )、 谷 菊 〈 傈 傈 语 ) 下 paliens Hsueh et Hui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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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Bot， Res. 18 (3). 1998。 泸 水 县 古 潭 河 至 公路 山坡 ， 海 拔 2000m。 
2 本 条 间 本 攻 让 竹 于 (有 龙 ) 已 2 才 y 天 无 元 IJOUAEBamnDR RSSRLTSC2 尖 

1988。 产 云龙 ， 生 于 海拔 2750 一 3600m， 单 优 纯 林 或 机 本 、 木 兰 、 石 标 、 青 岗 栎 林 下 。 

(29) 马 效 箭 竹 “ 马 效 比 “〈 泸 水 傈 傈 语 ) F. strzcte Hsueh et Hui in Bull，Bot，Res. 

1893。 泸 水 县 片 马 吴 中 后 山 ， 海 拔 2200 一 2300m， 生 于 常 绿 阔 叶 林 下 。 

(30) 腾冲 箭 竹 “ 刚 和 作 〈 腾 冲 ) Foliaa Yi in Journ。Bamb。Res. 7 (2)， 1988。 

产 腾冲 ， 海 拔 2300 一 2500m， 常 见于 溪 边 阔 叶 林 下 。 

(31) 云南 箭 竹 “昆明 实心 竹 〈 植 物 研 究 ) 、 南 糯 人 竹 〈 昌 宁 ) 玉 ， yzwzzzza7zzez1sis Hsueh 

et Yi in Bull， Bot， Res. 5 (4). 1985。 本 种 是 箭 竹 属 中 栽培 最 为 广泛 的 一 种 ， 笋 味 鲜 

美 ， 是 食用 佳品 ， 秆 作 旗 杆 、 抬 枉 、 各 种 家 具 柄 。 

2.7 贡 山 竹 属 (Gaoligonrgsjania D， ZLi，Hsueh et N，H，Xia ) 

(32) 贡 山 竹 ， 拉 沙 “〈 贡 山 独 龙 语 )、 马 二 “〈 泸 水 傈 傈 语 ) 、 帽 叶 竹 “〈 腾 剖 俗 名 ) G. 

12eg4 友 yy (CHand. -Mzt,) D，Z.，Li，Hsueh et N， 再 ，Xia in Acta Bot，Yunnan. 

1995。 贡 山 县 独 龙 江 拿 瓦 龙 ， 海 拔 2150m; 泸 水 县 片 马 至 吴 中 ,海拔 2000m; 腾冲 县 ， 

海拔 1900m。 具 附 生 习 性 ， 叶 大 型 ， 产 区 群众 用 作 帽 叶 。 

2.8 花 竹 属 (Neosinocalazars 天 eng f. ) 

(33) 慈 竹 ”钓鱼 竹 〈 四 川 ) N.、 ap jiazs (Rendle) Keng fin Journ。， Bamb，Res. 

2 (2). 13. 1983，Sizocalazazxs &Q.。 (Rendle) McClure。 广 泛 分 布 于 海拔 1900m 以 下 河 

谷地 带 ， 也 常 是 我 国 西南 地 区 广 为 栽 培 的 竹 种 之 一 。 

(34) 疙 将 人 竹 “N，yazzzzazzezsis Hsueh 太 in Acta Phytotax，Sin，。 1997。 产 腾冲 县 

界 头 ， 海 拔 1700m。 

2.9 刚 人 竹 属 (PPyiiostacpys Sieb。et Zucc. ) 

(35) 美人 竹 小 金竹 〈 俗 名 ) 、 马 达 、 便 马 诗 〈 均 傈 傈 语 )、 埋 欢 〈 傣 语 ) Ph， cdeco- 
ra MecClure in Journ。Arnold. Abor. 37: 182. 1956。 本 区 见于 怒江 沿岸 栽培 。 

(36) 紫竹 ”黑人 竹 〈 俗 名 )、Mai huanglan (〈 傣 语 ) PP wzpgra Munro in Trans. 

Linn， Soc. 26; 38. 1868。 我 国 各 地 广泛 引种 栽培 ， 常 见于 公园 、 庭 院 和 花园 等 地 。 

(37) 金竹 淡 竹 、 灰 金竹 、 毛 金 作 〈 均 俗名 )、 迪 支 、 瓦 马 万 〈 均 傈 傈 语 ) P7. 

1zg7Q var。 几 ez1o1115 (Mitf，) Stapf ex Rendle。 泸 水 县 片 马 乡 册 房 ， 有 的 为 天 然 生 长 状 

态 ， 海 拔 1800 一 2000m。 

2. 10 苦 竹 属 (Pieioblastus Nakai ) 

(38) 油 苦 人 竹 Poleosxws Wen in Journ。 Bamb，Res，1986。 腾 冲 县 界 头 ， 海 

拔 1650m 。 

2.11 总 序 竹 属 (Racexopazzpos Holttum) 

(39) 印度 总 序 竹 “ 马 谷 咏 〈 傈 傈 语 ) R，praziz2i (Gamble) Keng f et W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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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Bamb，Res. 5 (2)， 13。 腾 冲 县 片 古永 、 泸 水 县 马 乡 岗 房 村 小 江 边 ， 海 

拔 1600m。 

2.12 签 竹 属 (Tarmzocalamrxs Munro) 

(40) 落叶 和 贡 人 竹 “ 落 叶 竹 (腾冲 ) Tiengchomgensis Hsueh et Hui in For， Sci， China。 

1999 〈 待 刊 )。 腾 冲 县 胆 扎 林场 ， 海 拔 2530m; 云龙 县 曹 涧 林场 ， 海 拔 2900 一 3100m。 

2.13 玉山 竹 属 (Yusjania Keng f. ) 

(41) 光亮 玉山 竹 “ 实 心 竹 〈 临 沦 )、 实 竹 〈 凤 庆 )、 滑 竹 〈 景 谷 )、 余 列 〈 傈 傈 语 ) 

Y.、 /euigata Yi in Journ，Bamb. Res. 5 (1)， 1986。 产 凤 庆 、 临 沦 、 景 谷 、 腾 冲 、 昌 

宁 等 ， 生 于 海拔 2160 一 3000m 的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下 。 

(42) 阔 叶 玉 山竹 “一 江 玉山 竹 〈 植 物 研 究 )、 马 搬 列 、 诗 珠 “〈 傈 傈 语 ) Y，8gLa7z- 
dulosa Hsueh et Yi Journ。Bamb， Res，(51) 。 泸 水 县 片 马 ， 海 拔 1900 一 2400m。 

(43) 山竹 “ 马 八 地 “〈 泸 水 傈 傈 语 ) Yelevata 大，zpazazt7172ae711S15 Hsueh et R， 了. 

He。 泸 水 县 片 马 ， 海 拔 2100m， 成 片 散 生 。 
(44) 粉 人 竹 Y， Faircatiawurita Hsueh et Yi in Journ。 Bamb， Res. 5 (1). 1985。 产 

腾冲 古永 ， 海 拔 1710m。 

(45) 长 肩 毛 玉山 人 竹 “ 实 和 俐 〈 保 山 ) Y.，、vgexs Yi in Journ，Bamb。，Res，5 (] 疙 

1986。 产 保山 白花 岭 。 

(46) 滑 竹 YY polytricha Hsueh et Yi。 分 布 滇 中 至 滇 西 ， 是 玉山 竹 属 中 分 布 海拔 

较 低 的 竹 种 。 

3 区 系 地 理 特征 分 析 

3.1 种 类 组 成 的 丰富 性 

保护 区 共有 人 竹 类 植物 13 属 约 46 种 ， 其 中 贡 山 竹 、 长 肩 毛 玉山 竹 、 从 人 竹 、 山 香 竹 、 

腾冲 玉山 竹 、 落 叶 筱 竹 、 疙 效 人 竹 、 灰 秆 箭 竹 、 马 兹 箭 竹 、 腾 冲 箭 竹 等 10 种 为 本 区 所 特 

有 ， 而 稍 竹 属 和 玉山 竹 属 的 许多 种 类 为 横断 山脉 高 山 及 亚 高 山地 区 所 特有 。 除 这 些 特有 

成 分 外 ， 还 兼 有 长 江 流域 和 华南 成 分 ， 如 灰 金 竹 、 油 葛 竹 、 孝 顺 竹 、 芝 竹 等 ;并 富有 东 

南亚 色彩 ， 如 新 小 竹 为 南亚 次 大 陆 所 共有 ， 缅 甸 方 作 、 美 穗 龙 竹 与 缅甸 相同 ;而 龙 竹 、 

空竹 等 分 布 于 东南 亚 各 国 ， 是 典型 的 热带 亚洲 〈 印 度 - 马 来 西亚 ) 分 布 类 型 。 

如 此 众多 、 地 域 性 强 的 竹 种 集中 于 本 区 ， 这 是 高 黎贡山 特定 的 环境 所 决定 的 ， 其 中 

约 1/3 的 种 类 为 本 地 所 特有 ， 这 一 地 区 竹 种 的 复杂 性 是 其 他 地 区 难于 比拟 的 。 

3.2 类 群 结 构 的 多 样 性 

根据 竹 类 的 形态 特征 ， 一 般 可 将 其 分 为 真 花序 和 假 花 序 两 大 类 型 。 前 者 花序 典型 地 

具有 总 梗 〈 花 序 主轴 )， 与 营养 枝 有 明显 的 不 同 ;总 梗 在 分 枝 的 着 生 点 常 可 有 一 枚 较为 

退化 的 区 片 ， 小 穗 具 柄 。 而 后 者 则 不 具 延 续 的 主轴 ， 无 柄 的 假 小 穗 着 生 在 营养 枝 系统 的 

各 级 轴 节 上 ;， 小 穗 下 方 颖 片 腋 内 具 潜 伏 芽 ， 根 据 地 下 葵 形 态 结构 ， 可 将 其 分 为 合 轴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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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轴 型 和 复 轴 型 ;依据 秆 的 生长 习性 ， 又 可 将 其 分 为 从 生 和 散 生 两 种 类 型 。 据 此 将 本 区 

各 属 竹 类 划分 为 10 种 类 群 〈 表 1)。 

表 1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竹 亚 科 类 群 分 析 表 

类 和 群 属 名 

从 附 生 性 贡 山 竹 属 〈Gaoligomrgsjhamia) 

真 合 生 半 攀 援 性 第 竹 属 (Tharzzocalazzzzs) 

轴 直立 性 香 人 竹 属 〈Chzizrzomocalazzats) 

型 
花 箭 竹 属 (Fargesia) 

玉山 竹 属 〈Yzxshania ) 

站 (未 发 现 
苦 作 属 《Pleioblastes) 

直 牡 竹 属 〈Dendrocalamazs) 

假 合 从 箱 竹 属 〈Bazzpusa) 

轴 立 慈 竹 属 〈Neosizzocalazzzzls) 

花 型 生 新 小 竹 〈(NeomicrocaLazmzats) 

人 空竹 属 〈Cezbpjphalostaechayu7z) 

呈 刚 竹 属 (Phatlovtachas) 
方 从属 《Chimnonobambusa) 

通过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竹 类 类 和 群 结构 进行 分 析 表 明 ， 其 类 和 群 结构 的 多 样 性 是 世 
界 上 少 有 的 ， 这 与 本 区 地 形 和 和 气候 的 多 样 及 复杂 又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 也 从 一 个 侧面 体现 
了 该 自然 保护 区 的 重要 地 位 。 

3.3 起 源 进化 的 特殊 性 

本 区 竹 类 的 另 一 个 特点 是 古老 成 分 贫乏 ， 在 13 属 46 种 竹 类 中 ， 真 正 属于 假 花 序 、 

合 轴 型 、 体 型 高 大 的 、 起 源 较为 古老 的 成 分 较 少 。 仅 在 低 海拔 地 区 有 牡 竹 属 和 初 竹 属 数 

种 分 布 。 与 此 相反 ， 起 源 较 晚 、 具 有 真 花序 的 散 生 型 高 山竹 类 则 异常 丰富 ， 这 些 较 进化 
的 种 要 求 热量 低 ， 适 应 能 力 强 ， 对 不 良 气候 与 不 良 环境 的 抗 性 强 ， 特 别 是 较 进 化 的 箭 人 竹 

属 和 玉山 竹 属 不 仅 种 类 多 ， 而 且 数 量 也 多 ， 形 成 大 面积 作 林 。 

从 高 山竹 类 个 体 和 群体 结构 研究 表明 ， 云 南 箭 竹 属 种 类 约 50 余 种 ， 高 黎贡山 〈 包 
括 福 贡 、 贡 山 ) 就 有 20 种 以 上 ;玉山 竹 属 约 20 种 ， 高 黎贡山 已 知 6 种 ， 在 与 我 国 接壤 

的 越南 、 缅 甸 、 印 度 、 不 丹 等 国 山 区 也 有 高 山竹 类 分 布 ， 但 就 种 类 和 面积 都 远 不 及 横断 
山区 。 可 以 看 出 ， 以 横断 山脉 为 中 心 ， 高 山竹 类 呈 辐 射 状 分 布 ， 高 黎贡山 确 为 高 山竹 类 

分 布 的 核心 区 之 一 ， 由 此 推断 ， 这 一 地 区 有 可 能 是 简 竹 属 、 玉 山竹 属 植物 的 起 源 中 心 。 

3.4 特有 成 分 的 复杂 性 

在 保护 区 丰富 多 彩 的 竹 类 中 ， 尤 为 有 趣 的 是 针 麻 竹 和 贡 了 山竹。 

针 麻 竹 营 养 体 为 典型 的 芯 本 状 ， 其 秆 表面 粗糙 ， 主 枝 1 枚 ， 常 极 发 过 ， 可 代替 主干 

攀援 生长 ; 节 间 长 可 达 120cm， 表 面 粗糙 ;短片 直立 ， 与 筹 鞘 相连 处 无 和 关节， 这些 特征 

区 别 于 属 内 各 种 。 空 竹 属 竹 类 一 般 节 间 表面 光滑 ， 竹 竹 也 常 光 滑 ， 具 短 耳 ， 或 蔓 口 两 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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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 毛发 达 ， 短 片 外 翻 。 本 种 在 这 些 特 征 上 与 空 竹 属 原 有 种 类 区 别 较 大 ， 却 与 利 筹 竹 属 

(CSchixostachyaxz) 近似 ， 其 鲜艳 的 紫红 色 头 状 花 序 等 特征 为 人 竹 亚 科 所 罕见 ， 其 竹材 纤 

维 较 好 ， 是 当地 传统 的 制 麻 和 精细 纺织 原料 ， 在 造纸 工业 上 也 具有 较 高 的 开发 价值 。 因 

此 确 系 一 珍贵 稀有 人 竹 种 ， 建 议 列 为 国家 重点 保护 植物 。 

贡 了 山竹 为 一 次 性 发 生 的 有 限 花 序 ， 灌木 状 竹 类 ， 叶 片 大 型 ， 叶 耳 灸 刀 状 。 每 节 分 枝 

单一 且 与 主 秆 近 等 粗 ， 秆 筹 宿 存 而 与 答 竹 属 接近 ; 但 其 地 下 茎 为 合 轴 型 ， 秆 众生 ， 也 可 

附 生 于 树 上 ， 花 序 大 型 ， 小 穗 线形 ， 柱 头 3 枚 而 与 车 竹 属 不 同 ， 也 较 该 属 原始 。 

在 外 形 上 ， 特 别 是 在 营养 体 阶段 ， 本 属 与 单 枝 竹 属 很 相似 ， 因 两 者 均 为 合 轴 型 地 下 

葵 ， 秆 从 生 ， 灌 木 状 竹 ， 分 枝 单 一 ， 叶 片 大 型 ， 筹 耳 及 叶 耳 均 显 著 ， 但 后 者 为 续 次 性 发 

生 的 无 限 花序 。 
在 分 布 区 和 生境 上 ， 贡 山竹 也 与 上 述 类 和 群 有 明显 的 间断 和 差别 。 贡 山竹 在 云南 西北 

怒江 《〈 萨 尔 温 江 ) 流域 与 独 龙 江 “〈 伊 洛 瓦 底 ; 

1600 一 2200m 的 中 山 常 绿 阔 叶 林 内 ， 敌 竹 属 分 布 在 我 国 东 南部 及 西南 部 地 区 东部 〈 不 
到 汗 西 ) 、 长 江 流域 海拔 1000m 以 下 的 低 山 或 丘陵 地 带 ， 属 中 国 - 日 本 植物 区 系 成 分 ， 

单 枝 竹 属 也 为 华南 珠江 流域 及 海南 岛 海 拔 500m 以 下 地 带 或 南亚 热带 山地 和 河谷 地 区 ， 

属 印度 - 马 来 成 分 。 

4 保护 发 展 对 策 

4.1 切实 保护 天 然 竹 林 、 保 护 生 态 环境 是 首要 任务 

保护 区 的 竹 类 资源 是 本 区 森林 生态 系统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由 于 人 类 的 活动 和 干 
预 ， 植 被 的 破坏 ， 自 然 状态 下 的 一 些 竹 种 正面 临 严重 的 威胁 ， 如 山 香 竹 、 粉 人 竹 、 贡 山 

竹 、 新 小 竹 等 本 区 特有 人 竹 种 群 数量 极其 有 限 ， 且 分 布地 域 极为 狭窄。 生态 系统 的 平衡 十 

分 脆弱 ， 保 护 不 好 将 有 灭绝 的 可 能 性 ， 在 阔 叶 林 内 生长 的 空心 箭 竹 、 带 盖 箭 竹 、 云 南方 
竹 等 竹 类 植物 与 上 层 乔 木 密 切 相 依 ， 形 成 了 独特 的 森林 生态 系统 ， 在 调节 局 部 气候 、 保 
护 地 表 的 水 肥 、 防 止 水 土 流失 方面 起 到 了 积极 作用 。 

有 的 地 方 ， 随 着 森林 的 砍伐 ， 竹 类 也 消失 了 ， 导 致 了 恶性 循环 ， 自 然 灾 害 加 重 。 高 
山竹 类 如 云龙 箭 竹 、 空 心 箭 竹 等 对 国家 一 类 保护 动物 羚 牛 的 繁衍 起 着 不 可 忽视 的 作用 。 

山顶 及 林 间 硝 塘 周 围 分 布 的 箭 竹 林 是 羚 牛 的 天 然 庇护 所 ， 又 是 羚 牛 的 一 大 食物 来 源 ， 高 

黎贡山 丰富 的 竹 类 资源 为 各 种 野生 动物 提供 了 食物 来 源 和 栖息 环境 。 保 护 好 竹 类 资源 是 
整个 保护 工作 的 一 个 重要 环节 。 

4.2 珍稀 濒 特种 质 资源 引种 保存 是 当务之急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保存 着 许多 珍稀 特有 人 竹 种 种 质 资源 ， 其 中 急需 采取 切实 措施 加 
以 保护 发 展 的 是 针 麻 竹 和 贡 山 人 竹 。 

在 世界 竹 亚 科 分 类 系统 研究 中 ， 针 麻 竹 具有 大 型 紫红 色 头 状 花 序 的 特性 和 贡 山 竹 具 

有 典型 的 附 生 习性 和 巨型 叶片 〈 最 长 达 50cm) 的 特点 均 极 为 奇特 。20 世纪 90 年 代 开 

始 出 现 零星 开花 ， 后 遍及 各 分 布 区 ， 开 花 后 普遍 死亡 ， 至 1998 年 6 月 调查 中 ， 已 很 难 

找到 存活 植株 。 只 有 部 分 枯死 植株 下 零星 长 出 幼苗 ， 但 在 自然 条 件 下 成 活 率 很 低 ， 必 须 
。216 。 



采用 移植 办 法 进行 迁 地 保护 。 
目前 已 引种 部 分 幼苗 栽植 于 中 国 1999 昆明 世界 园艺 博览 会 人 竹 园 ， 但 因 路 程 遥 远 ， 

生境 变化 较 大 ， 成 活 较 差 。 因 此 应 在 保护 区 内 建立 专门 地 点 ， 在 相近 的 生境 条 件 下 进行 

引种 保存 ， 并 进行 系统 研究 。 

4.3 科学 适度 利用 、 促 进 保护 发 展 是 辅助 措施 

自然 保护 区 应 在 保护 的 前 担 下 有 计划 、 有 选择 地 合理 利用 竹 类 资源 ， 从 而 发 挥 其 经 

济 价值 。 在 低 海 拔 、 热 量 充沛 地 区 可 营造 大 型 丛生 笋 用 、 材 用 竹 ， 如 勃 氏 甜 竹 、 龙 竹 

等 。 其 次 ， 对 天 然 竹林 的 改造 着 眼 点 应 放 在 竹林 面积 较 广 的 云南 方 伍 〈 笋 用 ) 和 空心 箭 
竹 〈 息 用 及 造纸 ) 上 。 根 据 所 选 竹 种 的 生物 学 特性 ， 采 取 伐 老 留 嫩 、 和 采 小 留 大 的 原则 进 
行 适 时 适量 的 间伐 和 和 采 筹 ， 只 要 经 营 管理 得 当 ， 不 但 获得 了 经 济 效益 ， 而 且 对 竹林 也 起 

到 了 抑制 老化 促进 生长 的 作用 。 培 养 观 赏 竹 种 ， 以 适应 庭院 绿化 的 需要 ， 并 以 腾冲 传统 

方法 培植 “ 倒 栽 竹 ”盆景 。 另 结合 旅游 业 开 发 ， 可 引进 工匠 ， 发 展 民族 人 竹 工艺 品 ， 促 进 
社区 发 展 。 

竹 类 资源 的 开发 利用 在 边远 不 发 达 地 区 仍 处 于 原始 利用 阶段 ， 随 着 我 国生 产 水 平 的 
不 断 提高 ， 对 原料 的 要 求 将 波及 这 些 地 方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也 将 面临 新 技术 革命 中 
竹 资 源 集约 化 工业 生产 的 参与 ， 如 何 处 理 好 保护 与 利用 的 关系 ， 取 决 于 维护 森林 生态 系 

统 平衡 原则 下 的 科学 经 营 管理 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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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Bamboo Resources and it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rsure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China 

DU Xiao-hong: HUI Chao-mao: XUE Jia-rong” YANG Yu-ming 

(1 The Station of Aerial Forest Protection of Baoshan.。 Yunnan 678100) 

(2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650224 Chinay) 

Abstracts A systematical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n bamboo germ- 

plasm resources and floristic geographical traits of 46 Species belonged to 13 genera dis- 

让 全 



tributed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of the western Yunnan，China。 It 

is advised that reasonable protection of natural bamboo forest and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be a primary task，and ez。5ztzx。Pprotection of rare and endangered bamboo species 

be an urgent priority，and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be an auxiliary measure.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Bamboo，Floristic_ element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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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alia ipegliara JWen，L，Dengw&X. Shi， 

a New Species of Araliaceae from China* 

WEN Jun: DENG Li-lan2 SHI Xiao-chuns 
(1 Department of Botany，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400 S，Lake Shore Dr. ，Chicago，IL 

60605m RSITA) 

(2 Department of Forestry，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Yunnan，China. ) 

(3 Gaoligong Mountains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Bureau，Baoshan，Yunnan，China. ) 

Abstract Aralia Lihenrgliana JJ， Wen，L，Deng & X，Shi is Described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It is a member of Aralia sect，Pentazbparaz (Seem. ) JWen and an apparent close relative of the Hi- 

malayan A. gzga7zzteaz ]. Wen. Both Species have sparsely serrate leaflet margins and racemose inflo- 

Tescence Units，bnut the new taxon is unique in the genus in bearing 3 一 4 or rarely 5-locular ovaries 

whereas other Species of Aralza mostly have 5-locular ovaries， 

Key words Aralia，Aralia 1zjerzglzazra ，Aralia sect Pentazparazrz，Araliaceae，China. 

A recent pedition to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nearby regions，and further exami- 

nation of specimens collected in Yunnan province of Southwestern Chian，have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a new species belonging to AralLia L.，sect，Pentapazaz (Seem. ) J. 

Wen，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in the section。 The new taxon described here appears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Agzga7zteazl ]， Wen from the eastern Himalayan reglon (Bhu- 

tan，Nepal，eastern India，and Tibet).， Earlier collections were previously mislidenti- 

fied as Penztazpazzazr 7race7zosus Seem.， (一 Aralza gziga7tea;i HOC et al. 1978，FENG et 

al. 1979，SHANG 1985) ，which share several characters with our new Species，inclu- 

ding sparsely serrate leaflet margin and racemose inflorescence units。 Our new taxon 

differs，however，by its 3 一 4 rarely 5-(vs.5) locular ovaries，styles that are connate 

to the middle point (vs。 disenct) ，bracteoles that are lanceolate (vs，trlangula) and 

smaller (0. 7 一 1.2 vs，1 一 1.8mm long at anthes)，and ovold-globose (vs。 globose) 

fruits。 Most species of Aralia have ovaries with 5 (rarely ranging to 12) locules 

(WEN 1993).， Our new species thus unique in having the lowest number of locules in 

the gentuis， 

Aralia 1ijhenrgiliana J]，Wen，L，Deng 人 X，Shi，sp。 nov。Frutex epipytica， Fo- 

lia(3 一 )5(~7)foliolata，glabra; foliola chartaceous ovata，(9 一 21)cmX(\5 一 13)cm， 

apice acuta vel acuminata，bastrotundata vel subcordata，fTraro cuneata，margline remot- 

serrata， Inflorescentia terminalis，1leviter pilosa; flores racemosi，Ppedicellis 1 一 1.5 

x 本 文 2002 年 发 表 于 法 国 植物 学 刊物 ADANSONIA,24(2) :217 一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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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s; bracteola lanceolata，0. 7 一 1. 2mm longis; ovarium 3 一 4 raro 5 loculare，Fruc- 

tus eliploidea，(3 一 4)mmX(2. 2 一 3)mm，stylis comnatis usque ad medium. 

Typus， Ven et al，6515，China，Yunnan Prov. ，Tengcong Xian，jJaitou Xiang， 

Datang Village，near the source of Lunshuihe，at the border between the Gaoligongs- 

han National Nature Preserve and orivare forests，Tiverside moist area in evergreen {for- 

est，epiphytic on a Litsea tree，2300m，24 June 2002 fr. (holo-，FE!;， iso= KUN1， 

下 本 局， SSWRRC DA 

Epiphytic mrubs。， Branches with conspicuous elliptic lenticels。 Leaves exstipuate， 

(25 一 55)cmX(16 一 32)cm，with(3 一 )5(~7)1leaflets，petioles glabrous，9 一 17cm 

long; leaflets chartaceous，ovate，(9 一 21)cm 久 (5 一 13)cm，apex acute to acuminate， 

base rounded to subcordate to rarely acute，margins Sparsely sertrate，lateral veins 8 一 

10 pairs，conspicuous on both sides，blades glabrous on both surfaces; petiolules gla- 

brous，those of the two lower leaflets of the pinna with an inconspicuous articulation 

below the leaflet blade，those of the lateral leaflets 0. 1 一 1. 5cm long，those of the ter- 

minal leaflets 3. 5 一 7cm long， JInflorescences terminal at the branch apex，Ppilose，PrIi- 

mary branches 10 一 16，with a main axis 6 一 15cm long; scales of the reproductive buds 

shiny brown，narrowly triangular，(1. 5 一 2.2)cmX(0. 8 一 1)cm; primary branches 18 

~35cm long，with 15 一 30 secondary branches; secondary branches 4~7cm long，rac- 

emosely arranged on Primary branches，secondary bracts lanceolate，2 一 3. 5mm long. 

Flowers in a raceme，each secondary inflorescence branch bearing 15 一 30 white {iow-= 

erSs，Ppedicels pilose，1 一 1. 5mm long at anthesis，bracteoles lanceolate，0.7 一 1. 2mm 

long at anthesis。 Sepals triangular，:0. 25 一 0. 3mm long. Petals ovate， 1 二 1. 3mm 

long. Stamens 5，1. 5 一 1. 8mm long.， Orvary 3 一 (or sometimes 4~to rarely 5 一 ) loc- 

ular，base of the style enlarged，forming a conical stylopodiumz-like structure; styles 

divided to the midpoint， Fruits ovoid-globose，(3 一 4)mmX(2.2 一 3)mm，with re- 

curved persistent styles. Fig. 1. 

Etymology，The species epithet honors Professor Li Heng at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who is a leading authority of the Gaoli- 

gongshan flora and who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many young botanists。 

Phenology. Flowering in late May and June; fruiting in June. 

Distribution. Western，southwestern to southern Yunnan，China. 

Ecology， JIn evergreen to warm temperate forests; 1700 一 2650m. 

PARATYPES.， CHINA，Yunnan Prov. ， Penrg 和 Bai 990，Jingdong，Man Wan， 

Xingchun，2080m，4 July 1993， 引 (KUN)，Ww 9135，Jingdong，Xiao-huang-chao- 

ba，2500m，13 May 1963，fl， (KUN，2 sheets); Chiza-Soviet LU1aioz 开 zped。 Teaz7 

1565，Jingpling Xian，Yiinping Xiang，Yanshijiao，17 May 1956，bud (KUN，PE); 

LWcnz 下 zzped，Tea72 804，Luchun，at the border of Luchun and Yuanyang，1700 一 

1800m，13 May 1974，f 下 (KUN，2 sheets); 2 16326，Shunning，Wenkuanka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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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Aralia Lijenglianra JJ Wen，L，、Deng 了 X Shi 

A:， Branch with a leaf; 也 Flowering branch; C: Close-up of leaflet margin; D: Close-up of in orescence branch; 

正 : Open flower after shedding of corolla; G: Fruit with 3 persistent styles 

2100m，in forest，17 June 1938 (KUN，2 sheets，PE 2 sheets); Y2w 16375，Shun- 

ning， 了 Huaiyaopu，2100m，19 June 1938，f{fl，(KUN，3 sheets，PEE，2 sheets) ; We 

et QL. 6519，Tergong Xian，Jaitou Xiang，Datang Village，Shljiapingzhi，2000m，in 

TilVerslde evergreen forest，epiphytic on a Lizthocarpus tree 24 June 2002， 旨 (CE， 

KUN，SWEFC); Northrzuest Yaz7z72072 Yazzgtze 及 iuer Ezped，Tea 4221，Yangbi Xian 

2500m 2 June 1963 ,fl (KUN，2 sheets); 1985，9SzzoAer。DBot。 Ezpedg，589，W 

slde of Diancang Shan mountain range，vicinity of Dajiuping，broad-leaved evergreen fa- 

gaceous forest，2500 一 2600m，25”"50'N，99?*59' 下，tree 10m tall，fl，、Greenish white， 

in fl costered at branch apex，30 June 1984 (BM，MO，2 sheets); Ya 16894， 

Zhengkang (Chengkang)，Hsiaoaifang，2550m，in forest，22 July 1938，f{fl (KUN 2 

sheets，PE，2 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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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杜 岗 属 植物 资源 保护 
及 合理 利用 策略 

赵 晓 东 施 晓 春 
(云南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保山 管理 局 ， 云 南 “保山 ”678000) 

摘 要 高 黎贡山 是 中 国 杜 鹏 花 植 物 十 分 丰富 的 地 区 之 一 ， 全 世界 有 杜 鹏 属 (Rhodo- 

denaron) 植物 800 一 900 种 ， 中 国 约 有 650 种 ， 而 高 黎贡山 就 有 140 种 及 变种 ， 成 为 高 黎 

贡 山 种 子 植物 最 大 的 属 ， 其 中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 及 变种 ) 就 达 41 种 。 无 论 从 种 群 密度 或 特 

有 种 的 丰富 度 等 方面 分 析 ， 高 黎贡山 都 是 杜 鹏 属 植物 的 主要 分 化 中 心 。 因 此 ， 保 护 和 合理 

利用 高 黎贡山 杜 锡 属 植物 资源 已 成 为 保护 高 黎贡山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核心 内 容 之 一 ， 本 文 拟 就 

如 何 加 强 这 一 宝贵 资源 的 保护 及 合理 利用 进行 探讨 。 

关键 词 ” 杜 鹏 属 植物 资源 ， 保 护 ， 合 理 利用 , 高 黎贡山 

1 目 然 地 理 情 况 

1.1 地 理 位 置 

高 黎贡山 地 区 指 横断 山系 两 侧 怒 江 和 伊 洛 瓦 底 江 之 间 一 列 南北 走向 的 山脉 ， 位 于 北 

纬 24 40 一 28"30 ， 行 政 区 划 隶 属 中 国 云南 省 保山 市 隆 阳 区 、 腾 冲 县 、 龙 陵 县 、 怒 江 州 

贡 山 县 、 福 贡 县 、 泸 水 县 和 缅甸 的 克 钦 邦 ， 在 地 质 构造 上 指 古 南大 陆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的 北 段 ， 系 华南 板块 和 扬子 板块 两 大 板块 之 间 的 中 间 板 块 ， 是 冈 瓦 那 古 陆 的 一 部 分 。 中 

新 世 以 来 ， 由 于 印度 板块 与 青藏 板块 的 碰撞 ， 使 得 高 黎贡山 强烈 隆起 ， 最 高 峰 为 嘎 娃 嘎 

普 峰 ,海拔 5128m， 最 低 海拔 为 东 坡 的 怒江 河谷 650m， 相 对 高 差 达 4478m。 由 于 特殊 

的 地 史 和 独特 的 生态 环境 ， 这 一 地 域 成 为 具有 国际 意义 的 生物 资源 和 生物 多 样 性 关键 地 

区 之 一 ， 是 地 学 和 生物 学 研究 的 热点 。 

1.2 气候 

由 于 受 印 度 洋 暖 湿 气流 的 影响 ， 高 黎贡山 干 湿 季 分 明 ,， 和 气温 年 较 差 小 ， 日 较 差 大 ， 

气候 要 素 垂 直 变 化 十 分 明显 ， 从 河谷 到 山顶 依次 出 现 亚热带 、 温 带 、 寒 温带 、 寒 带 4 个 

垂直 气候 带 ， 气 温 东 坡 比 西 坡 高 ， 降 雨量 西 坡 较 东 坡 丰 富 ， 湿 度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迎 风 坡 

( 西 坡 ) 年 降雨 量 高 达 3600mm。 

1 xx 寺 塘 

高 黎贡山 在 山地 垂直 带 上 依次 分 布 着 燥 红 土 、 红 壤 、 黄 壤 、 黄 标 壤 、 标 壤 、 暗 标 

<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与 研究 进展 》， 北京 : 气象 出 版 社 . 205 一 215。 



壤 、 亚 高 山 草 甸 土 以 及 石灰 土 、 紫 色 土 非 地 带 性 土壤 。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研究 历史 

由 于 交通 不 便 、 经 济 落 后 、 工 作 条 件 艰苦 ， 高 黎贡山 在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方面 一 直 是 
一 个 薄弱 地 区 。19 世纪 中 叶 ， 英 国人 Nilsjohan Anderson (1868 年 和 1875 年 ) 两 次 率 

队 从 缅甸 进入 高 黎贡山 采集 过 动物 标本 。 植 物 标本 采集 始 于 19 世纪 末 20 世纪 初 ， 从 一 

开始 杜 骼 属 植物 的 采集 和 研究 就 是 考察 的 重点 ， 英 国人 George Forrest 〈1904 一 1932 

年 ， 先 后 7 次 )、 奥 地 利 人 Reginald Farrer (1914 年 ) 、 美 国人 JJ FE，Rock (1922 年 到 

英国 人 Frank Kingdon-Ward (1922 年 ，1937 年 ) 先后 到 高 黎贡山 采集 种 苗 和 标本 。 有 

关 标 本 分 别 收藏 在 欧美 的 标本 馆 内 ， 其 中 英国 爱丁堡 植物 园 最 多 。 例 如 ，George For- 

rest 1904 年 由 英国 来 到 云南 ， 长 驻 在 高 黎贡山 西 坡 的 腾冲 县 城 达 28 年 之 久 ， 最 后 死 于 

一 次 考察 途中 ， 被 安 莫 在 来 凤 山 森林 公园 内 。 他 先后 组 织 了 7 次 大 规模 考察 ， 采 集 到 3 

万 多 份 植物 标本 ， 为 爱丁堡 植物 园 引种 了 1000 多 种 活 植物 ， 其 中 有 250 多 种 杜 锡 花 ， 

对 这 座位 于 苏格兰 首府 的 皇家 植物 园 成 为 世界 杜 鹏 花 研 究 中 心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如 今 ， 大 

树 杜 鹏 〈Rhodocenzazrom protista7 var，giga7ttet7) 、 宽 钟 杜 鹏 〈 尺 peesia7zz72) 、 腺 房 

杜 鹏 〈R. adenrogynzaz7) 等 许多 George Forrest 当年 引 自 高 黎贡山 的 杜 人 鹏 花 ， 已 在 爱 丁 

堡 植物 园 的 杨 格 分 园 中 生活 了 80 多 年 。 将 紫 背 杜 鹏 〈 必 forrestiz) 命名 为 福 雷 斯 特 杜 

锡 正 是 表彰 他 在 植物 学 尤其 是 杜 鹏 花 科 研究 领域 中 的 重要 贡献 。 

国内 对 高 黎贡山 植物 研究 开始 于 20 世纪 30 年 代 ， 杜 角 属 植物 一 直 都 是 重要 的 研 

究 内 容 之 一 ， 植 物 学 家 俞 德 滩 、 获 希 陶 、 王 启 无 等 先后 到 高 黎贡山 地 区 进行 植物 考 

察 和 采集 活动 ， 汉 国 柚 在 腾冲 、 贡 山 等 地 进行 过 植物 考察 ;20 世纪 50 年 代 以 来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 西 南 林 学 院 的 毛 品 一 、 尹 文清 、 陈 介 、 武 素 功 、 陶 德 定 、 李 生 和 党 、 邓 

白 福 、 林 章 、 赵 嘉 治 等 先后 到 高 黎贡山 地 区 进行 植物 考察 或 采集 植物 标本 ，1981 一 

1983 年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藏 考察 队 及 横断 山 考 察 队 进行 了 高 黎贡山 〈 北 段 ) 植物 植被 

考察 ; 1995 年 以 来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究 所 李 恒 等 与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保山 管理 局 、 怒 江 管理 局 的 科技 人 员 一 起 ，1996 年 与 英国 植物 学 家 合作 ，1997 年 

和 1998 年 与 天国 、 美 国 、 澳 大 利 亚 植物 学 家 合作 ， 先 后 在 保山 百花 岭 、 腾 冲 高 黎 贡 

山西 坡 、 泸 水 、 福 贡 、 贡 了 山 等 地 进行 了 8 次 考察 ， 新 采集 植物 标本 近 20000 号 ， 出 版 

了 专著 《高 黎贡山 植物 》。 

3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资源 状况 

通过 系统 分 析 整 理 以 往 的 考察 资料 ， 高 黎贡山 地 区 已 知 种 子 植 物 2 门 210 科 1086 

属 4303 种 及 变种 ， 其 中 杜 航 花 科 植物 9 属 187 种 及 变种 ， 而 杜 鹏 属 植物 就 达 140 种 
(及 变种 )， 成 为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最 大 的 属 〈 表 1)。 在 434 个 高 黎贡山 特有 植物 中 ， 

杜 疯 属 植物 占 41 个 〈 包 括 变种 )， 分 属 5 个 亚 属 ， 以 较 原 始 的 常 绿 杜 艇 亚 属 和 杜 鹏 亚 属 

居多 。 无 论 从 种 群 密度 ， 还 是 从 特有 种 的 丰富 度 分 析 ， 高 黎贡山 都 是 杜 鹏 属 的 主要 分 化 

中 心 ， 也 就 成 了 杜 鹏 花 科 植物 重要 的 模式 标本 产地 之 一 。 据 统计 ， 有 69 个 种 及 变种 的 

杜 酋 花 科 植物 的 模式 标本 采 自 高 黎贡山 地 区 。 
5224 。 



编号 中 文 名 

光 柱 迷人 杜 鹏 

滇 西 桃 叶 杜 鹏 

团 花柱 鹏 

宿 鳞 杜 角 

瘤 枝 杜 鹏 

罕 叶 杜 锡 

夺目 杜 鹏 

毛 苯 杜 鹏 

宽 钟 杜 锡 

莫 江 杜 静 

矮 柱 杜 静 

绿 柱 杜 静 

美 被 杜 鹏 

变 光 杜 鹏 

卵 叶 杜 鹏 

白花 卵 叶 杜 鹏 

弯 柱 杜 鹏 

美丽 弯 果 杜 鹏 

毛 喉 杜 锡 

绢 毛 杜 鹏 

毛 背 云 筋 杜 鹏 

雅 容 杜 角 

纯 黄 杜 锡 

香 伦 白 杜 锡 

橙黄 杜 鹏 

美 艳 杜 鹏 

锈 红 杜 钢 

革 叶 杜 锡 

光 入 杜 鹏 

长 粗毛 杜 钢 

腺 背 长 粗毛 杜 鹏 

表 1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名 录 

拉丁 名 

有 Rhododendroz Qgastx71 Var. 

轧 e72727WVE72Z2772 

Rhododezzdzroz a7z72Qe 

Rhododendrom amzthoszphaeret77a 

Rhocdoderzdromr azperamtzt7 

Rhododenadyrom aszperuLx77a 

及 hododerdrom arazoz 疡 yLLz77 

及 hocodenzadoz QrizelLz772 

有 Rhocdodendyom pazmzpriCgea7zzz771 

Rhocdocexidror peesiazzz77a 

有 Rhododerdromn pi7ia7zge7zse 

及 hododemzQ7rom prac 六 yamztx77 

RhRododenrarom prac 凡 ya7mzt 妆 za 

var. 几 yzolezbiadot7t 

及 hododenradrom cazostrotu77a 

及 hododendrom caluesces 

有 Rhododemadyromn cQLZz720r 力 za 

人 hododendroz cQL1z77207 太 z772770 
VaT。，772VyLQETUI7 

及 hododenaror ca7zz 力 yLog yw77t 

及 hoadodenadromz ca7zz 力 yLogyma77a 
Var。CQLOZQ7z 记 x77a 

有 民 Rododenadrom cephnalamtpma77a 

Rhodocerdzro7z cPnaeto7zaLZz77a 

有 Rhododenayrozz chnazzzae 太 oz7zso72z7 

人 hododendyom charitozbes 

及 hododerdyrom chrysodoro7z 

及 hododendror cilizzpes 

有 Rhododend7omn cit7rz7z2z ozu77a 

及 hododerzdyro7m 

Var。 凡 orQe772 

Czit7z727_ orw771 

及 hododemnaroz coz7z 思 ezx77a 

有 Rhododendrom coriQcet77 

有 Rhodocenadroz coryQ722770 

及 hododemczrom crzi7zgeru771 

Rhodoceraor crz71zgerz72 Var 

etQcCte72zz772 

海拔 /m 

2400 一 3300 

2100 一 3100 

2000 一 3500 

3600 一 4300 

1400 

2000 一 3400 

2600 一 4200 

3300 一 3900 

2400 一 4500 

2900 

3000 一 3650 

3100 一 3900 

3400 一 4600 

2600 一 4200 

3100 一 4000 

3000 

3000 一 3900 

3000 一 4200 

3600 一 4400 

3100 一 4500 

3300 一 4350 

3000 一 3800 

2600 一 2800 

2500 一 3300 

3900 一 4500 

3600 一 4500 

3000 一 4100 

1950 一 2300 

2900 一 3600 

2800 一 3900 

2800 一 3900 

植被 类 型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山顶 营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益 叶 林 ;， 山顶 若 从 矮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阁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克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山顶 售 从 矮 林 ; 
冷杉 林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殉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负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二 
草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玖 矮 林 

山顶 苦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和 多 

山顶 苦 人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向 

高 山 灌 外 与 草 负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玖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负 

山顶 若 伦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甸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克 矮 林 

山顶 苔 玫 矮 林 ;， 冷 杉林，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疗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山 灌 处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外 与 草 多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负 

避 生 村 洛 和 

铁 杉 针 阁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若 玫 狠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玫 狠 林 ;冷杉 林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将 苏 然 林 ;， 高山 
灌 丛 与 草 负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山顶 苔 玫 矮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山顶 苔 玫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砍 狠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Co “< 刀 



编号 

32 

33 

34 

35 

36 

吧 

38 

39 

40 

41 

42 

43 

上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中 文 名 

大 白花 杜 侈 

高 尚 杜 鹏 

马 继 花 

狭 叶 马 继 花 

附 生 杜 鹏 

可 喜 杜 鹏 

杯 苯 两 色 
杜 侈 

腺 梗 两 色 
杜 角 

长 昔 杜 角 

杂 色 杜 角 

长 柄 条 色 
杜 鹏 

泡 泡 叶 杜 鹏 

演 西 杜 鹏 

华丽 杜 鹏 

白 毛 华丽 
杜 鹏 

绵 毛 房 杜 鹏 

侧 乳 黄 杜 鹏 

淡 黄 杜 鹏 

翅 柄 杜 鹏 

绵 毛 杜 静 

紫 背 杜 鹏 

镰 果 杜 鹏 

灰白 杜 鹏 

粘 毛 杜 鹏 

页 山 杜 鹏 

朱红 杜 静 

粗毛 杜 鹏 

亮 鳞 杜 鹏 

226。 

拉丁 名 

RPRododernc7zozz decorz77a 

有 jpododerdyom decorz772 var，CzQ- 

Drezpes 

有 尺 Poadodendyrom Celavayi 

Rhododenzdro7zz delavayz var， 

ZerQ7720E722770 

有 Rododena7ozz dezdzrzcola 

及 PododezC7zozz cizcProa72t 关 xz772 

Var。Qzbpodectz770 

RAododcenzadzromr czcRnroa7zt 太 77a 

Var。35CyzbjhocaLy 工 

及 Rododexzadzroz aizchnzroa7zt 关 zz77a 

Var。 Se 力 ie72t7zO71QLe 

及 Pododenad7ozz dzzpjzrocaly 工 

下 jhodoaenarozz eclectetu770 

Rhododendror eclectex7z var， 

DeLLatuLx77a 

有 hododenadroz edgeruor 纹 夺 

及 Rodoqenma7zozz exkchrox77a 

有 Rododenadrozz elCozu772 

及 Rododenadrozz elQozz72 Var， 

7]2E5O 力 0222771 

及 hoadodenzazrom aceta771a 

人 Rododenza7ozz Fctolactez77a 

下 hododenarom avo FLozrz77a 

玉 hododenarom Letcjeria7zz77 

下 Rododenayrom Locczigerz77a 

有 人 hododenayron Forresti 

下 hododendyro7zz ulut77 

下 hododenad7o7z gezestieria722771 

下 hododenea7om gliscPrz77a 

及 hododerzdyro7z gozzgsja7ze7zse 

有 Rhodocezzd7ozz grierso7zza7220770 

及 hocodezadrozr haprotricPa77az 

人 hodocdendyomz heliolepis 

海拔 /m 

2430 一 2550 

1700 一 3300 

1200 一 3200 

1200 一 3200 

1350 一 1900 

2600 一 3600 

2900 一 3900 

3000 一 4200 

3000 一 3300 

2500 一 4200 

2600 一 3800 

2900 一 3300 

3050 一 3300 

3300 一 4200 

3900 一 4200 

2100 一 3300 

2950 一 4100 

2700 

3450 

2300 一 3500 

3300 一 4100 

3000 一 3300 

2400 一 3700 

2800 一 3600 

2100 一 2400 

1680 一 2700 

3000 

3650 一 4150 

续 表 
植被 类 型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克 矮 林 ;， 冷杉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疗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若 殖 然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疗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砍 铸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闪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阁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冷杉 
林 ;， 高 山河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玫 铸 林 ;， 淮 
杉林 : 

铁 杉 针 闪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苏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旬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玲 无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旬 

作 人 和 休 月 视 交 帮 或 生生 于 全 

山顶 苦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疗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侮 做 林 ;冷杉 林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斤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狼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和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殊 铸 林 ， 冷 
杉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斤 林 ; 冷杉 林 ， 高山 灌 丛 与 
草 铅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琵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玫 矮 林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编号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巡 4 

78 

7 

80 

81 

82 

83 

84 

85 

中 文 名 

毛 冠 亮 鳞 杜 鹏 

耳 脉 杜 鹏 

粉 果 杜 鹏 

独 龙 江 杜 鹏 

星 毛 杜 鹏 

侧 花 杜 鹏 

常 绿 糙 毛 杜 鹏 

腺 鲜 杜 锡 

薄 叶 马 银 花 

蜡 叶 杜 鹏 

厚 叶 隐 脉 杜 锡 

羊毛 杜 鹏 

少 花 杜 鹏 

红 苯 杜 锡 

腺 房 红 昔 杜 钢 

大 茹 杜 静 

招展 杜 鹏 

弯 月 杜 鹏 

异 鳞 杜 角 

亮 毛 杜 秽 

一 枝 花 杜 静 

墨 脱 杜 鹏 

丝线 吊 关 鞭 

火红 杜 鹏 

腺 房 火红 杜 鹏 

山 育 杜 鹏 

拉丁 名 

及 jhocodezcrozz jeliolezis var. 

O 轧 orz72W770 

及 hododerazro7z 太 z7-SU 好 zetzoLa- 

0 

Rhododendyom 产 yLaex77a 

Rhocdodena7rozz ReLetzcu772 

人 Rhododend7roz RyQaroi 

Rhododenzdyrom zaterz orz77z 

及 hocCoderzdrozz ezbzcdostyLau77a 

有 Rhododend7om ezpzdotz77z 

及 hocCodezcrozz ezptotmria77a 

及 hododencyzom LURzia7zge7zse 

有 Rhocoadezayozz 72Qcdce7zzz 

及 Pocdodenarom 72QLLotu77a 

及 hododenarom 72Q7tz72zQ7220772 

有 Rhododenzarozz zedaza722770 

及 Pododezzdrom 72ecCaza7zz772 Var， 

Qi7ORe7-772ESI722772 

Rhododenzaromn 7egacQLy 工 

有 hododenda7yom 72egerata77 

及 hododerzdrom 72eRomzgezse 

及 hododemnayrom 72zcro72eres 

玉 hododerzadzromn 72zcrozpjmytom 

Rhocodendrozz 772072Q72t 疡 z772 

及 hododemec7-ozz 12072t7rOSeQ722772 

及 Pocodenayozz 7720OUZL72Qz72e72Se 

及 hododenzc7rom ?eriz Foru77a 

及 hododerzd7ozz ?erziz FLoru772 var。 

zPaedrozz77 

及 hododendroz oreotyrezpjhnes 

海拔 /m 

3400 

3400 

2500 一 3450 

3000 一 3880 

1600 一 2700 

2700 一 3400 

3050 一 3650 

3000 一 4000 

1700 一 2950 

1850 一 2200 

2600 一 3200 

3000 一 3600 

3000 一 3700 

2620 一 3700 

3000 一 3300 

2300 一 2700 

2500 一 3600 

3000 一 3800 

2400 一 3150 

1300 一 2300 

2000 一 3600 

1950 一 2300 

1060 一 2700 

2400 一 3600 

2100 一 3050 

2100 一 3700 

续 表 
植被 类 型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砍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音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ee 

人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若 玫 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若 玫 矮 林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克 矮 林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营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依从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斤 林 ， 冷 
杉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闪 混 交 林 
或 山 页 音 巷 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液 全 与 
草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殉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负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殉 矮 林 

季风 常 绿 冰 叶 林 ;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下 
草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从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殉 矮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玫 然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向 

2 



编号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2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中 文 名 

云 上 杜 鹏 

杯 昔 杜 锡 

腺 梗 杯葛 杜 鹏 

魁 斗 杜 静 

复 毛 杜 鹏 

樱 草 杜 角 

考 首 杜 锡 

大 树 杜 锡 

褐 叶 杜 锡 

痿 形 叶 杜 鹏 

红学 杜 鹏 

兜 尖 卷 叶 杜 角 

红 棕 杜 鹏 

红 粗 毛 杜 鹏 

多 色 杜 锡 

金黄 杜 锡 

怒江 杜 锡 

平 甲 经 江 杜 鹏 

血红 杜 角 

淡色 血红 杜 钢 

黄 红 血 杜 鹏 

黑 红 血 红 杜 多 

紫红 血红 杜 网 

糙 叶 杜 鹏 

裂 萝 杜 鹏 

黄花 泡 叶 杜 鹏 

多 变 杜 静 

刚毛 杜 鹏 

银灰 杜 鹏 

2 

拉丁 名 

Rhododendrozz pachyzpodz77a 

Rhododendrozz pocozbphnorz77z 

Rhoadoadendyron zpocotpjhorzo7z var. 

户 e7zzdartu77t 

Rhododendrozz raesta7ms 

有 Rhododenarozz 记 reztz77 

有 Rhododendzrozz Drz72ULae Forx77a 

及 jhocdoderndrozz 思 rotzistz77 

及 hododendrozz 思 rotzstz772 Var。 

SLSQ7zteM770 

有 Rhododendron zsexdocilizzpes 

及 hododenaromr ) 疙 oOz olzt77 

及 hododemnaroz 7roseatz771 

Rhododerzdyrozz roziea7zx772 Var. 

CCMLLatz77a 

有 hododenarozz DiSz720SU77 

及 hododendyrom ruae 

及 hododenadyom ruzzicolz77 

及 hododendrozz ru&zbicoLz772 Var. 

C 刀 六 ySezI7 

及 hodoaerzdyrozz SQLzeze7zse 

及 Rododemnarom SQLxe7ze7zse Var 

DDoSst7rQtz772 

及 hododerdyom Sam2gUI71eM77 

有 jhododendroz sa7zgMi7zet772 Var。 

CcLozioz 几 oO7z77 

有 Rhodocerzdyozz Sa72gMi7zeM772 Var。 

aidy)7z10ides 

Rhododenzcrozz sa72gMzi72ex772 Var。 

aid y72z2771 

有 Rhododerzdyrozz sa72gzi72eW72 Var. 

jae777QLez77 

有 Rhododendrozz scapriyoliz77t 

及 hododenadroz schzistocaLy 工 

有 Rhodocerzcrom sei72 gjRze7zse 

有 Rhododendyrozz Seemzse 

Rhododeradyrom seti eru771 

Rhododerzcdrom sicerex77 

海拔 /m 

2800 一 3100 

3600 一 4500 

3300 一 4200 

3100 一 3900 

3200 一 3300 

2900 一 4100 

1560 一 2500 

2500 一 3300 

2400 一 3050 

1800 一 1900 

2000 一 3000 

3500 一 4300 

2500 一 3300 

2400 

2800 一 4200 

2900 一 4200 

3000 一 4000 

3300 一 4800 

2800 一 4200 

3300 一 3900 

3700 一 4500 

3250 一 4200 

3000 一 4200 

2000 一 2600 

3000 一 3300 

2200 一 3500 

3200 一 4350 

3000 一 4200 

2300 一 2600 

续 表 
植被 类 型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铸 林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名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冷杉 林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克 铸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克 矮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做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父 矮 林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然 林 ;， 冷 
杉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阁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铸 林 ;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砍 铸 林 ;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昔 砍 铸 林 ;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负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冷杉 

冷杉 

冷杉 

铁 杉 针 冰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 
林 ， 高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冷杉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玫 然 林 ;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 淮 
杉林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克 狠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阁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玫 然 林 ; 冷杉 
林 ;， 高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冷杉 



编号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31 

132 

133 

134 

135 

136 

业 3 

138 

139 

140 

中 文 名 

杜 鹏 

凸 尖 杜 角 

大 果 杜 鹏 

纯 红 杜 鹏 

糠 秋 杜 鹏 

爆 仗 花 

长 薄 杜 鹏 

多 趣 杜 锡 

硫黄 杜 鹏 

白 喇 叭 杜 锡 

光 柱 杜 静 

薄皮 杜 鹏 

汗 藏 杜 鹏 

粉红 滇 藏 杜 锡 

黄花 滇 藏 杜 鹏 

灰 背 杜 角 

糙 毛 杜 角 

越 桔 杜 锡 

毛 柄 杜 锡 

泡 毛 杜 鹏 

柳条 杜 锡 

少 毛 柳 条 杜 锡 

黄 杯 杜 鹏 

鲜 黄 杜 钢 

云南 杜 锡 

白面 杜 角 

拉丁 名 

Rhododenc7ozz Sz772S17 

Rhododenadrom si7zzog7a7zde 

有 Rhododerzdzrozn si72o72ULLQLLIZ 

Rhododendrom sbperapile 

Rhocdodenadroz sbperapiloides 

及 Rododendyom s 户 i7zxLz erzt77a 

Rhododendrozz ste7zQzLz77a 

及 hocoderzdrom stezoa7tzQ72277 

及 hododendromn SULZPaz7rex77a 

有 hododencromn taSgSzia72277 

及 hododencror tamastyLx7a 

及 hocodend7rom tiQroyze7zse 

及 Rododerzadyrozrz te77ze72z24772 

及 hococerzc7ozz te77ze7222772 Var， 

dealLpatz771 

及 hododerzcrozz tezze7zzz772 Var。 

SILU277 

Rhododeraror tezbpjprozpeplu77a 

Rhododerndrozz trichnoclacu7a 

及 hododena7yrom vacczizziozdes 

及 hododendrorm valematz72zaQ722771 

Rhododendroz vesiculz Fera7a 

及 hododemnaror vi7rgatz77t 

有 Rhododerzdromn wz7gatz77z var， 

ELQpiri orzx771 

有 Rhodoaenayrozz zarcizz 

Rhododenayorz Zaihostepjazzzt7z 

有 Rhododena7romz yz7272Q72e72Se 

有 Rhododaenayrom zalexcz771 

海拔 /m 

1000 一 2600 

2500 一 3600 

1200 一 2800 

2600 一 3050 

2600 一 3900 

1900 一 2500 

1700 一 2300 

3000 一 4200 

3000 

1800 一 2300 

1600 一 3300 

1250 一 1600 

3000 一 4350 

3600 一 4200 

3600 一 4500 

2500 一 2800 

200 一 3200 

2100 一 3100 

2400 一 3000 

2500 一 3000 

1600 一 3150 

2000 

3000 一 4450 

1500 一 2700 

2200 一 4000 

2800 一 3400 

续 表 
植被 类 型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名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Re 
草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苏 矮 林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昔 砍 然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玫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若 砍 矮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无 林 ; 冷 
杉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 
林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多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冷杉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玫 然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和 狠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砍 铸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铁 杉 针 阁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苔 玫 狠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冰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苦 坎 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铁 杉 针 阔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克 矮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铁 杉 针 阔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从 狠 林 ; 冷杉 
林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多 



3.1 杜 鹏 属 植物 垂直 分 布 状况 

高 黎贡山 植被 垂直 带 谱 十 分 明显 ， 从 河谷 到 山顶 依次 分 布 着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木 草丛 
(海拔 1000m 以 下 ) 、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海拔 1000 一 1800m)、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1800 一 2600m) 、 铁 杉 针 阁 混 交 林 或 山顶 苦 玫 矮 林 〈2600 一 3100m) 、 苍 山 冷 杉 杜 鹏 箭 

竹林 (3100 一 3400m) 、 高 山 灌 丛 与 草 甸 〈3400 一 4500m) 等 植被 类 型 。 通 过 对 表 1 的 

分 析 得 出 ，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主要 分 布 在 海拔 1000 一 4500m， 在 各 植被 类 型 的 分 布 为 

(许多 种 跨越 几 个 植被 类 型 ) : 四 季风 常 绿 阔 叶林中 分 布 有 杜 艇 属 植物 15 种 及 变种 ， 占 

杜 鹏 属 植物 总 数 的 10.7%;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有 54 种 及 变种 ， 占 杜 鹏 属 植物 总 

数 的 38. 6% ;，@ 铁 杉 针 疗 混交 林 或 山顶 苔 殉 矮 林 中 有 89 种 及 变种 ， 占 杜 鹏 属 植物 总 数 

的 63.6% ;四 苍山 冷杉 杜 锡 箭 竹 林 中 有 69 种 及 变种 ， 占 杜 骼 属 植物 总 数 的 49. 3%%; 

@ 高 山 灌 从 与 草 甸 中 有 77 种 及 变种 ， 占 杜 介 属 植物 总 数 的 55%% 。 

3.2 杜 鹏 属 植物 特点 

在 杜 鹏 属 植物 中 ， 既 有 做 小 灌木 ， 仅 有 几 十 厘米 高 ， 也 有 高 大 乔木 ， 树 高 达 30 多 

米 ; 既 有 附 生 、 伴 生 、 林 下 的 种 类 ， 也 有 形成 纯 林 或 建 群 树种 的 种 类 ， 还 有 的 呈 垫 状 灌 

处 ， 罗 盖 在 高 山地 带 ， 花 开 时 节 灿 大 云 霞 ; 花 朱 大 小 差异 明显 ， 有 的 花 小 如 纽扣 ， 也 有 

的 花 大 如 碗 ;花色 有 红 、 紫 、 白 、 黄 等 ;花期 由 11 月 至 次 年 8 月 ， 几 乎 四 季 不 断 。 是 
优质 的 野生 种 质 资源 。 

4 你 护 与 利用 现状 

4.1 保护 现状 

高 黎贡山 南 段 〈 保 山 、 腾 冲 、 泸 水 三 县 辖区 内 ) 于 1983 年 经 云南 省 人 民政 府 批准 

建立 省 级 自然 保护 区 ， 总 面积 124 459hm2 ，1986 年 经 国务 院 批准 列 为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2000 年 经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批准 列 为 世界 生物 圈 保 护 区 。 海 拔 1800 一 2000m 以 上 

划 入 保护 区 严格 保护 。 高 黎贡山 北 段 〈( 福 贡 、 贡 山 两 县 ) 于 1986 年 经 云南 省 人 民政 府 
批准 建立 奴 江 自然 保护 区 ， 总 面积 281 090hm2: ， 海 拔 2500m 以 上 基本 划 入 保护 区 管理 。 
2000 年 ， 经 国务 院 批 准 ， 将 怒江 自然 保护 区 纳入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统一 管理 ， 

使 得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总 面积 达 405 549hm2 ， 成 为 云南 省 最 大 的 自然 保护 区 。 

杜 鹏 属 植物 一 般 分 布 在 海拔 2500~ 一 4500m， 因 此 ，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大 部 分 都 已 纳入 

自然 保护 区 ， 进 行 保 护 管理 ， 维 持 它们 的 自然 原始 生态 环境 。 但 也 有 一 部 分 种 类 由 于 生 
长 在 中 低 海 拔 地 带 ， 由 于 没有 纳入 保护 区 管理 ， 而 被 开 朋 和 采 樵 。 因 此 ， 这 一 部 分 的 抢 
救 性 保护 刻不容缓 。 

4.2 利用 现状 

到 目前 为 止 ， 由 于 杜 介 属 植物 主要 生长 在 高 海拔 的 深山 密林 中 ， 多 未 被 国人 所 识 ， 

或 过 布 山野 而 不 被 重视 ， 仅 被 视 作 野花 而 已 。 加 之 我 们 对 杜 鹏 属 的 研究 和 合理 利用 开展 
较 少 ， 人 们 更 多 的 是 赞美 西洋 杜 静 的 艳丽 多 姿 ， 殊 不 知 在 西洋 杜 鹏 雍容 大 方 的 细胞 里 ， 
-10 古 ， 



列 藏 的 是 来 自 中 国 杜 和 鹏 的 基因 。 如 在 1999 年 世界 园艺 博览 会 上 ， 一 盆 来 自 比 利 时 的 新 

品种 杜 鹏 被 命名 为 “昆明 ”， 它 的 根源 就 在 云南 。 

当地 各 族人 民 对 杜 鹏 属 植物 的 传统 利用 方式 较 多 ， 其 一 ， 作 为 民间 植物 药 ， 如 民间 

党 采摘 杜 鹏 叶 或 花 ， 冲 烂 后 甫 在 患处 ， 用 以 治疗 皮炎 、 癣 疮 等 症 ， 有 奇效 ;其 二 ， 有 些 
种 类 是 食 花 植物 ， 如 大 白花 杜 鹏 〈 尽 .aecorzxxz Fr. ) 、 锈 叶 杜 鹏 〈 尺 siderozpmnyLlz77 

Fr. ) 等 ， 当 花 开 时 采摘 鲜花 ， 投 入 沸水 锅 中 煮 熟 ， 再 投入 冷水 中 浸泡 漂洗 数 次 ， 除 去 

苦 汐 味 ， 即 可 作 蔬 菜 炒 食 ， 清 香 可 口 ， 别 有 风味 ; 其 三 ， 制 作 工 艺 品 或 生产 工具 ， 杜 船 

属 中 乔木 种 类 木材 粗大 ， 心 材 与 边 材 区 别 不 明显 ， 刨 削 光 滑 ， 加 工 容 易 ， 可 镀 制 成 各 种 

工艺 品 或 生产 工具 ， 如 木 碗 、 木 盘 、 木 盆 等 。 

5 保护 与 合理 利用 策略 

综 上 所 述 ，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的 采集 和 研究 历史 迄今 已 有 百 余 年 ， 但 多 为 分 类 和 
区 系 研 究 ， 生 境 监 测 和 栽培 利用 研究 较 少 。 国 外 对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研究 起 步 早 ， 已 

积累 了 较 丰 富 的 资料 。 而 国内 研究 起 步 晚 ， 资 料 少 ， 特 别 是 迁 地 保护 、 栽 培 利 用 的 资料 

更 少 。 如 今 ， 杜 鹏 花 已 成 为 云南 的 八大 名 花 之 一 ， 又 是 世界 著名 的 园林 花 开 ， 名 列 盆 栽 
花 开 之 首 。 高 黎贡山 丰富 的 杜 鹏 花 开 资源 是 人 类 不 可 多 得 的 自然 财富 ， 应 加 强 保护 措施 

和 加 大 科研 力度 ， 使 得 这 一 宝贵 资源 得 到 有 效 管理 和 合理 利用 。 
(1) 在 杜 鹏 属 植物 分 类 和 植物 地 理 区 系 研 究 的 基础 上 ， 加 大 对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41 

个 特有 种 〈 及 变种 ) 的 研究 和 监测 。 因 为 这 些 种 类 是 真正 的 珍稀 濒危 的 物种 ， 只 有 摸 清 

这 些 物 种 的 目 然 分 布 与 环境 的 关系 、 繁 衍 更 新 状况 、 物 候 期 、 开 花 结 实 特性 及 人 工 繁殖 

技术 ， 才 可 能 进行 迁 地 保护 和 引种 驯化 ， 使 这 些 宝贵 的 基因 资源 不 致 灭绝 。 
(2) 在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南端 的 小 地 方 建立 珍稀 特有 植物 园 及 种 质 资源 收集 团 。 把 高 

黎贡山 珍稀 特有 植物 ， 重 点 是 杜 介 属 植物 就 近 移 植 到 收集 围 中 ， 进 行 引 种 驯化 和 人 工 栽 
培 技术 研究 。 需 要 争取 国家 立项 支持 ， 纳 入 重点 物种 保护 工程 ， 主 管 部 门 加 大 投入 ， 加 
强 技术 人 才 引 进 ， 加 大 技术 交流 与 合作 。 当 前 要 做 好 立项 规划 及 可 行 性 报告 。 

《3) 与 国内 技术 力量 雄厚 的 科研 院 所 或 大 专 院 校 合作 ， 加 大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的 

高 新 技术 开发 及 应 用 研究 力度 。 从 种 质 资源 收集 、 杂 交 育 种 、 人 工 快 繁 、 商 品 花卉 开发 
等 方面 突破 ， 充 分 利用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种 类 多 样 性 、 花 色 丰 富 性 、 花 期 长 等 特点 ， 

培育 出 具有 中 国 自 主 知识 产权 的 杜 鹏 花 新 品种 ， 为 云南 ， 乃 至 中 国 的 花卉 产业 发 展 做 出 
应 有 的 贡献 。 

《4) 加 强国 际 交流 与 合作 。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在 欧美 特别 是 英国 有 很 长 的 研究 与 

栽培 历史 ， 近 几 年 来 ， 随 着 我 国 对 外 开放 ， 这 些 国家 的 科研 人 员 又 重 返 高 黎贡山 开展 合 
作 研 究 , -这 是 加 强国 际 合 作 与 交流 的 最 好 机 遇 ， 我 们 应 抓 住 机 遇 ， 发 挥 优势 ， 加 强 学 习 

和 引进 人 才 技 术 ， 推 进 保护 和 科学 研究 的 步伐 。 
(5) 运用 保护 生物 学 理论 ， 开 展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的 保护 生物 学 研究 。 针 对 高 黎 

贡 山 植被 类 型 丰富 多 样 、 森 林 群 落 结构 复 杂 等 特点 ， 研 究 和 监测 不 同 杜 介 种 类 在 不 同 森 
林 和 群落 中 的 地 位 、 作 用 及 功能 ; 针对 保护 区 周边 生境 的 破坏 、 片 段 化 和 退化 ， 探 索 杜 静 

属 植物 的 保护 与 发 展 的 途径 ， 特 别 是 加 大 对 小 种 群 问题 的 关注 和 研究 。 这 将 是 一 个 长 期 
而 艰巨 的 工作 ， 也 是 不 容 回避 的 现实 问题 ， 建 议 把 高 黎贡山 杜 鹏 属 植物 的 监测 与 研究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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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国家 重点 物种 监测 体系 工程 中 立项 支持 。 
(6) 加 大 对 野生 杜 鹏 种 质 资源 保护 与 合理 利用 的 法 制 建设 ， 依 法 鼓励 对 种 质 资源 的 

保护 力度 和 合理 开发 利用 ， 打 击破 坏 种 质 资源 的 行为 。 特 别 是 乱 挖 乱 采 、 破 坏 生 境 及 其 

他 不 合理 利用 资源 的 行为 ， 提 高 对 杜 鹏 属 野生 植物 资源 的 保护 重要 性 的 认识 和 保护 级 

别 ， 吸 取 兰 科 植 物 保护 与 利用 的 教训 。 鉴 于 杜 鹏 花 科 植物 很 少 被 列 人 国家 濒危 物种 保护 

名 录 ， 建 议 应 将 中 国 特有 及 地 区 特有 种 纳入 国家 重点 濒危 物种 保护 名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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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erving Tactics and Rational Use of Ripododerzdrom 

Resources in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ZHAO Xiao-dong SHI Xiao-chu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Administrative Bureau， 了 Baoshan，Yunnan 678000) 

Abstrac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s_ characterized by rich Ericaceae Species in 

China.。 About 800 一 900 species of RhAododenaroz plants appear in the world，about 650 

species in China，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there are 140 species (including 41 endem- 

IC Specles) of Rhododerzdzroz，which is the largest generun of seed plants in the Gaoli- 

gong Mountains，The Gaoligong Mountains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diversity center 

of Rhododendzroz plants， So，how to protect efficiently Rhocdodenzcdyrom resources become 

one of key issue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JIn this pa- 

per，w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ervation and rational use. 

Key words Conservation，Gaoligong Mountains，Rational use， 尺 Podode7zzC7072 

pla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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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药 用 植物 考察 ” 

石 天才 ! 能 汝 泰 
〈] 西南 林学 院 林 业 系 ，650224) 

(2 云南 艺术 学 院 卫 生 科 ， 昆 明 ”650031) 

摘 要 本 文 揭 示 了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独 具 特 色 的 中 亚热带 森林 生态 系统 中 药 

用 植物 资源 的 特点 :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 垂 直 分 布 的 成 层 性 和 零散 性 。 对 保护 区 药 用 植物 的 保 

护 和 开发 利用 做 了 探索 。 

关键 词 自然 保护 区 ， 药 用 植物 ， 考 察 

云南 西部 边 隆 的 高 黎贡山 属国 家 自然 保护 区 ， 山 川 雄伟 壮丽 ， 生 物资 源 列 藏 丰富 ， 

保存 了 我 国 西南 部 最 完整 典型 的 中 亚热带 森林 生态 系统 和 遗传 源 ， 是 一 座 生机 勃勃 的 天 

然 植物 园 和 药物 资源 宝库 ， 可 供 医疗 保健 使 用 的 药 用 植物 潜力 巨大 。 由 于 近年 药 业 经 营 
混乱 ， 涩 控 乱 采 ， 致 使 药材 资源 损失 日 趋 严重 。 为 了 全 面 了 解 本 区 药 用 植物 种 类 、 分 

布 、 保 护 利用 现状 ， 更 好 地 做 到 保护 与 生产 、 科 研 、 教 学 结合 ， 充 分 发 挥 其 生态 、 经 
济 、 社 会 三 大 效益 ， 笔 者 对 本 区 药 用 植物 资源 进行 了 考察 。 

1 保护 区 药 用 植物 特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丰富 的 药 用 植物 资源 渊源 于 特殊 的 地 理气 候 条 件 。 本 区 属 横断 

山脉 的 南 延 部 分 ， 位 于 东经 98"34' 一 98"50'， 北 纬 24"55 ' 一 26"09' 。 地 跨 怒 江 、 保 山 两 

州 市 的 泸 水 、 保 山 、 腾 冲 境 内 11 个 区 50 余 个 乡 ; 北 起 怒江 州 泸 水 县 听命 湖 ;， 东 至 保山 

市 芒 宽 、 坝 湾 一 带 ， 西 抵 腾 冲 自 治 乡 、 大 塘 乡 ; 南 达 保山 、 腾 冲 交 界 地 ， 东西 宽 约 
9km， 南 北 长 约 135km， 总 面积 为 123 900hm2 ， 其 中 涉 水 县 占 42 882hm2 ， 保 山 市 占 

38 646hm'* ， 腾 冲 县 占 42 372hm: ， 本 区 地 质 构 造 和 地 形 地 瑶 复 条， 山体 在 怒江 、 龙 川 

江 、 恩 梅 开 江 等 水 系 强烈 切割 下 ， 形 成 了 山高 谷 深 、 山 川 并 列 、 群 峰 寿 贬 的 大 峡谷 区 。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呈 南北 走向 梯级 下 降 ， 最 高 点 泸 水 县 握 那 落 山海 拔 3916. 7m， 最 低 处 保 

山 市 芝 宽 乡 昆 和 月 河 ， 海 拔 1090m， 相 对 高 差 2826. 7m， 山 势 陡 峻 ， 平 均 坡 度 为 35 以 

上 。 本 区 处 于 低 纬 度 高 海拔 地 带 ， 造 就 了 土壤 种 类 、 气 温 变 化 、 植 物 分布 的 明显 垂直 

带 谱 。 

据 高 黎贡山 东西 坡 11 个 气象 观测 点 的 观测 ， 高 黎贡山 西 坡 两 侧 坡 面 降水 量 随 海 拔 

高 度 递 增 ， 在 同一 海拔 高 度 上 ， 西 坡 迎风 面 全 年 降水 量 及 雨季 降水 量 比 东 坡 多 ， 而 干 季 

降水 则 相反 ;气温 则 随 海拔 高 度 增高 而 递减 ， 从 最 低 河 谷 到 最 高 山顶 ， 海 拔 每 升 高 

100m， 气 温 下 降 0. 5 一 0. 7C ， 东 坡 背 风 面 全 年 气温 较 西 坡 高 ， 河 谷地 带 更 干燥 炎热 ， 

x 本 文 1994 年 发 表 于 《西南 林学 院 学 报 》,14(1):13 一 21。 



还 产生 焚 风 现象 ， 这 一 复杂 的 地 理气 候 ， 出 现 了 各 种 不 同 的 药 用 植物 分 布 并 呈现 以 下 

特点 。 

1.1 垂直 分 布 的 成 层 性 

在 海拔 1500m 以 下 的 低热 区 ,气温 较 高 ， 冬 季 不 受 寒流 影响 ， 年 降雨 量 达 

1200mm 左右 ，>105 的 活动 积温 7800"C ， 土 壤 为 山地 红壤 、 赤 红壤 ， 植 被 主要 为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药 用 植物 的 代表 种 有 砂 仁 、 胡 椒 、 订 子 、 何 首 乌 、 香 附子 、 草 京子 、 补 

骨 脂 等 。 海 拔 1500 一 2500m 的 中 暖 区 年 平均 气温 一 1.3 一 3.5C，>10C 活 动 积温 
3300 一 5300C ， 广 泛 分 布 的 主要 树木 为 云南 松 、 华 山 松 纯 林 或 松 标 及 其 他 疮 叶 树 种 ， 呈 

斑 块 状 混 生 林 ， 土 壤 以 森林 黄 壤 、 黄 红壤 为 主 ， 野 生 和 栽培 的 药材 代表 种 有 潞 党 参 、 和 白 

术 、 生 地 、 山 药 、 牡 丹 、 吴 莱 黄 、 龙 胆 草 、 紫 丹参 等 。2500 一 3000m 的 温 凉 

区 ， 之 10C 积 温 1600~3300C ， 气 候 温 凉 阴 湿 ， 年 均 温 12C ， 最 高 气温 22C， 极 端 最 

低温 约 一 5C ， 土 壤 多 为 山地 黄 棕 壤 或 棕色 森林 土 。 植 被 为 常 绿 阔 叶 林 、 华 山 松林 、 铁 

杉林 等 。 分 布 的 药 用 植物 代表 种 有 云 黄连 、 尖 贝 母 、 珠 子 参 、 羽 叶 三 七 、 马 金 铃 、 草 血 

竭 等 。 海 拔 3000m 以 上 的 高 寒 区 年 均 温 10 左右， 极端 最 高 温 约 20C， 极 端 最 低温 一 
8C ， 土 壤 为 棕 壤 和 高 山 灌 丛 草 旬 土 ， 自 然 植被 以 冷杉 、 箭 竹 、 高 山 杜 鹏 、 湿 性 禾 本 科 

草 类 为 主 ， 这 一 带 分 布 的 药 用 植物 主要 有 大 黄 、 牛 尾 独 活 、 羌 活 、 红 景 天 、 重 楼 等 。 这 

种 寒 、 温 、 热 地 区 药 用 植物 兼 包 并 蕾 ， 垂 直 成 层 分 布 ， 各 层 独 具 特 色 的 特点 ， 为 其 他 药 

用 植物 区 所 少见 。 

1.2 药 用 植物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由 于 未 曾 遭 受 第 四 纪 冰 川 的 影响 ， 保 护 区 自然 条 件 优越 ， 成 了 许多 古老 和子 遗 物种 的 

“避难 所 >”， 因 此 ， 植 物资 源 异 常 丰 富 。 据 不 完全 统计 ， 仅 高 等 植物 就 有 2000 多 种 ， 其 

中 药 用 植物 有 1200 多 种 ， 不 仅 有 热带 、 亚 热带 地 区 的 药材 和 温带 、 寒 带 地 区 的 药材 ， 

而 且 还 保存 了 我 国 和 世界 稀有 的 植物 药材 ， 如 列 为 国家 一 级 保护 植物 的 枫 椤 〈Cyatpea 
szpz712L054 Wall. ) ， 以 蔡 和 人 药 ， 有 祛 风 湿 、 强 筋骨 功效 。 二 级 保护 植物 贡 山 厚 朴 〈Mag- 

170Lia rostrata W，W. Smith. ) ， 以 树 皮 和 人 药 ， 具 温 中 理气 、 化 湿 导 滞 功 效 。 列 为 省 级 

保护 植物 的 大 花 八 角 〈Tlizcizxzz zaacrazitzja A，C，Smith. ) ， 叶 果 均 含 芳 香油 ， 有 生 

肌 、 接 骨 、 治 疮 之 功效 。 冲 天 子 (Millettia pachycarpa Benth. ) ， 种 子 人 药 ， 为 著名 

杀 虫 剂 等 。 

1.3 药物 产地 的 零散 性 

本 区 药 用 植物 资源 的 自然 分 布 多 与 森林 类 型 及 植被 覆盖 率 高 低 密切 相关 ， 凡 森林 过 

度 采 做、 破坏 严 重 的 地 区 ， 药 用 植物 数量 也 随 之 减少 ;而 林木 保存 较 好 的 地 区 ， 药 用 植 

物 的 种 类 、 数 量 都 相对 要 多 。 这 种 药物 产地 零散 性 ， 潜 伏 着 资源 不 雄厚 的 脆弱 性 ， 缺 少 

较 强 的 抵御 超度 采 挖 的 承受 力 ， 需 制定 相应 的 对 策 。 

2 保护 区 药 用 植物 资源 概况 

本 区 不 但 有 丰富 的 传统 中 药 、 民 间 民 族 药 ， 而 且 还 草 藏 有 大 量 的 新 药 源 ， 是 开发 利 
。234 。 



用 和 引种 栽培 药 用 植物 的 理想 基地 。 

2.1 传统 中 药 

茯苓 LPoria cocos (Schw) Wolf. ]， 为 多 孔 菌 科 真菌 ， 以 菌 核 人 药 ， 含 茯苓 酸 、 乙 

酰 茯苓 酸 等 成 分 ， 寄 生 于 松树 根部 。 在 保护 区 产 于 1500 一 2600m 的 松林 山地 ， 南 北 段 
均 有 分 布 ， 已 引 为 家 种 ， 有 较 大 的 产量 ， 产 品 药 用 历史 悠久 ， 汉 代 《 神 农 本 草 经 》 列 为 

上 品 ， 是 防治 疾病 及 保健 的 要 药 。 
云 黄连 〈Copiis teetoides C.，Y.，Cneng. ) ， 为 毛 黄 科 植物 ， 以 根 葵 入 药 ， 含 小 茧 

碱 、 黄 连 碱 、 甲 基 黄 连 碱 、 掌 叶 防 已 碱 、 非 洲 防 已 碱 等 成 分 ， 具 广泛 的 抗菌 作用 和 降 血 

糖 、 抗 心律 失常 、 降 低 血 清 胆 固 醇 等 药理 作用 。 野 生 于 保护 区 2500 一 3000m 的 阴 湿 林 

下 。 云 黄连 开发 利用 较 早 ，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前 就 从 腾冲 经 缅甸 发 往 上 海 、 香 港 销 

售 。 云 南 省 采用 传统 技术 和 现代 加 工 工 艺 生产 的 云 黄连 ， 具 肉 厚 色 鲜 、 形 态 完整 等 特 

点 ， 已 成 为 痊 满 中 外 的 走俏 商品 。 

半 夏 [Pimrellia ternatae (Thunb. ) Breit. |]， 为 天 南星 科 半 夏 属 植物 ， 以 块 共和 药 ， 

含 挥发 油 、 少 量 脂肪 。 生 于 海拔 1900m 山地 。 

珠子 参 LPanaz jaztpomizcxs var: Mid1or (Burk. ) C.，Y，Wu et Feng， ex C，Chow， 

et al. ]， 为 五 加 科 人 参 属 植物 ， 以 根 莽 人 药 ， 主 要 含 三 七 皂苷 等 化 学 成 分 。 分 布 于 本 区 

2000 一 2500m 山地 林 下 ， 该 药 产 量 少 ， 已 有 引种 栽培 。 

天 麻 〈GCastrodia elata Blume. ) ， 为 兰 科 天 有 麻 属 植 物 ， 多 年 生 腐 生 草木 ， 与 密 环 菌 

共生 ， 药 用 地 下 块茎 ， 含 天 麻 素 及 香草 醇 、 黏 液 质 、 维 生 素 甲 样 物质 ， 野 生 于 海拔 

2500m 以 上 山地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或 灌木 林 下 肥沃 土壤 中 ， 现 已 人 工 栽培 。 

吴 荣 黄 LEvoaia rutaecarbpa (Juss. ) Benth. ]， 为 芸香 科 吴 荣 黄 属 植物 ， 药 用 果 

实 ， 含 吴 荣 黄 烯 等 挥发 油 成 分 。 多 分 布 于 海拔 1500m 以 下 温暖 地 带 ， 以 土 层 深厚 、 水 

分 充足 的 向 阳 地 方 生 长 较 好 。 吴 荣 黄 除 供 药 用 外 ， 种 植 于 村 头 地 边 河 岸 ， 既 可 绿化 环 

境 、 固 土 护 堤 ， 又 是 良好 的 蜜源 植物 ， 可 增加 经 济 收益 。 

贝 母 (Filliaria czir7rRosa D. Don. ) ， 为 百合 科 贝 母 属 卷 叶 贝 母 植 物 ， 药 用 部 位 为 

鳞 共 ， 名 贵 中 药 。 分 布 于 海拔 2500 一 3000m 高 山 草坪 及 小 灌木 从 中 ， 较 耐寒 、 喜 冷 凉 、 

荫蔽 、 湿 润 、 富 含 腐 殖 质 的 砂 质 培土。 商品 以 松 贝 每 50g 240 粒 ， 对 开 淮 不 超过 20%%， 

以 黄 贝 、 油 贝 、 碎 贝 和 贝 为 者 为 优 。 现 为 国内 和 国际 市 场 紧 俏 药 品 ， 由 于 采 控 的 人 多 ， 

野生 贝 母 逐渐 减少 ， 家 种 大 宗 商 品 尚未 形成 ， 贝 母 价 格 日 益 昂 贵 ， 为 此 ， 应 加 强 贝 母 资 

源 的 保护 并 扩大 人 工 栽培 。 

2.2 民间 民族 药 

民族 药 为 各 兄弟 民族 用 药 的 总 称 ，《 全 国民 族 药 普查 名 录 汇 编 》 (第 一 集 》 收集 了 

1200 个 品种 ,《 云 南 民族 药 名 录 》 汇 集 了 21 个 民族 的 1250 种 民族 药 ， 保 护 区 内 民族 药 

也 比较 丰富 。 下 面 列举 的 是 一 些 在 保护 区 内 普遍 生长 、 民 间 已 广泛 流传 使 用 、 开 发 利用 

淤 力 很 大 的 民族 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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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傈 傈 药 

瓦 兰 张 〈 雪 茶 ) [Tamazolia vermicularis (Ach. ) Asahina. ]， 为 地 茶 科 植物 ， 药 

用 部 分 为 地 衣 体 ， 含 雪 茶 酸 、 片 酸 、 羊 角 衣 酸 。 分 布 于 海拔 3000m 以 上 高 寒山 地 。 四 

别 棒 〈 伸 筋 草 ) (ELycozpodizm clavatuz7a 工 . ) ， 为 石松 科 草 本 植物 ， 以 带 根 全 草 人 药 ， 

含 石松 碱 、 棒 石松 碱 、 法 氏 石 松 碱 等 成 分 。 保 护 区 2000m 以 上 阴 坡 灌木 从 中 常见 。 阿 

腰 况 茶 〈 盾 叶 昔 贰 ) (Dioscorea zizagiperensis C H，Wright) ， 为 昔 蒜 科 植 物 ， 以 块根 人 

药 ， 块 根 含 暮 蒜 皂 苷 等 成 分 。 多 生长 在 1000m 以 下 石灰 岩 热 谷地 。 策 败 哦 〈 鱼 腥 草 )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 ， 为 三 百草 冬 菜 植物 ， 药 用 全 草 ， 含 挥发 油 甲 基于 酮 、 

鱼 腥 草 素 、 桂 月 烯 等 成 分 。 分 布 于 海拔 2600m 以 下 草地 、 沼 泽 。 没 连 命 〈 草 血 竭 ) 

(Polygozaiz paleacexm Wall. ) ， 为 艺 科 植物 ， 以 根 及 根 荃 和信 药 ， 含 混合 性 羔 质 等 化 学 

成 分 。 分 布 于 海拔 1800 一 3400m 蕊 草地 。 

2 区 

事 羧 〈 清 香木 姜 子 ) (Litsea exosma W，W. Smith. ) ， 为 樟 科 植物 ， 根 、 叶 、 果 均 

可 入 药 ， 全 株 含 芳香 油 等 成 分 ， 分 布 于 海拔 1800~2400m 山地 。 月 乌鸡 〈 狭 叶 岩 疏 蔷 ) 

(Tetrastig7aa jybpoglaxca2 Planch. ) 为 葡萄 科 植 物 ， 药 用 全 草 ， 多 生长 于 阴 湿 林内 及 

山崖 上 。 吸 吃 基 〈 臭 牡丹 ) 〈CLerodendroz pxuagei Steud. ) ， 为 马鞭 草 科 植物 ， 以 蔡 、 

叶 和 人 药 ， 含 生物 碱 。 分 布 于 海拔 1800m 山坡 林 下 及 沟 边 。 光 明史 性 〈 萱 草 ) 〈 互 ezero- 

cal1lis fulua L. ) ， 为 百合 科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以 根 人 药 。 分 布 于 山坡 、 山 谷 阴 湿 草地 或 

林 下 。 

2.2.3 拉 福 药 

出 黑 拐 〈 飞 龙 掌 血 ) [Toadaaliia asiatiica (L. ) Lam. ]， 为 芸香 科 植 物 ， 以 根 大 药 ， 

根 皮 含 屈 白菜 红 碱 等 生物 碱 ， 生 长 于 山 间 沟 谷 丛 林 或 山坡 旁 阔 叶林中 。 突 和希 利 〈 演 龙 

胆 ) (Genztzaza rigescezls Franch，ex Hemsl. ) ， 为 龙 胆 科 植 物 ， 以 根 入 药 。 分 布 于 海拔 

2100 一 2500m 山 间 朴 林 下 。 日 洒 “〈 山 牧 子 ) (Carez paccazs Nees. ) ， 为 莎 草 科 植物 ， 药 

用 全 草 和 种 子 。 保 护 区 山坡 疏 林 下 广 为 分 布 。 此 外 ， 在 保护 区 民间 广 为 流 传 使 用 的 还 有 

昆明 山海 演 〈 磊 称 ， 姑 妹 班 ) LT7rizpterygiu7a ]ypoglaxcu7 (Levl ) Hutch. ]， 为 卫 

节 科 植物 ， 以 根 人 药 。 从 根 中 分 离 到 二 昔 成 分 雷公 节 素 甲 、 丙 ， 可 增强 免疫 活性 ， 雷 公 

蔷 次 碱 是 治疗 类 风湿 性 关节 炎 的 有 效 成 分 。 青 羊 参 〈 静 称 : 肉 已 勃 齐 ) 《〈Cyrazicjha77z 

otopjpyLLx7z Schneid. ) ， 为 昔 摩 科 植 物 ， 以 根 人 药 。 分 离 出 青羊 参 总 苷 ， 有 抗 惊 原作 

用 。 保 护 区 山坡 杂 木 林 或 治 丛 中 有 零星 分 布 。 金 毛 狗 脊 〈 傣 称 : 帕 弯 状 ) [LCzbotzaim 

baromatetz 〈[L. ) JSmith. ]， 为 昨 壳 蕨 科 多 年 生 金 毛 狗 蕨 植物 ， 以 根茎 入 药 ， 含 演 粉 
(304 左 右 ) 、 莱 质 类 成 分 。 分 布 于 900~2500m 林 下 阴 湿 坡地 及 山脚 沟 边 ， 虎 杖 〈Po- 

ZLygo7272 cuUSzpidatx7 Sieb，et Zucc. )， 为 蔓 科 多 年 生 高 大 草本 植物 ， 以 根 人 药 ， 含 游离 

症 醒 及 意 醒 苷 等 成 分 ， 多 分 布 于 山坡 、 溪 谷 和 灌木 林 中 。 紫 茉莉 〈 傣 称 : 灶 外 娘 )， 

CMzrapzlzs Jalazpa [. ) ， 为 紫 来 莉 科 多 年 生 草 本 植物 ， 以 块根 和 人 药 ， 根 含 氨基 酸 、 有 机 

酸 及 大 量 省 粉 。 保 护 区 海拔 1600 一 2000m 荒 坡 地 均 有 分 布 。 启 子 〈 别 名 : 订 黎 勒 、 傣 
se 236 。 



称 : 骂 来 ) (Termzzzalia chepula Retz. ) ， 为 使 姓 子 科 榄 仁 属 植物 ， 落 叶 乔 森 ， 以 果实 

人 药 ， 成 熟 果 实 有 涩 肠 止 泻 、 敛 肺 降 气 作用 。 幼 果 为 中 药 西 青果 ， 有 清热 生津 解毒 、 开 

音 等 功效 。 果 实 含 黎 勒 酸 3.5% ， 胃 质 32% ， 脂 肪 酸 37% ， 缩 没食子 酸 、 单 宁 酸 等 化 

学 成 分 。 保 护 区 内 多 分 布 于 南 段 海 拔 700 一 1000m 的 低热 河谷 区 。 生 长 在 半 荫 蔽 潮湿 山 

坡 的 植株 ， 果 大 肉 厚 、 坚 实 、 质 地 好 。 其 木材 有 虫 不 星 、 蚁 不 哨 、 材 质 坚硬 等 优点 ， 可 

作为 建筑 用 材 。 订 子 是 本 区 独特 产品 ， 应 迅速 采取 有 效 措 施 将 其 资源 优势 转化 为 经 济 

优势 。 

2.3 重点 引种 栽培 药 

考察 中 了 解 到 ， 保 护 区 内 的 不 少 药材 经 营 单位 均 有 自己 的 药材 生产 区 划 和 生产 基 

地 ， 许 多 区 乡 和 村 的 群众 都 有 栽培 药材 的 习惯 ， 有 的 成 了 专业 户 ， 他 们 在 扩大 药 源 、 引 

种 国内 外 市 场 需要 药物 及 濒危 珍稀 药材 上 获得 很 大 成 功 。 保 护 区 特有 和 重点 引种 栽培 的 

药 用 植物 有 以 下 代表 种 : 
止 叶 厚 朴 [Magnolia bi1opga (Ret W. ) Cheng. ]， 为 兰 科 植物 ， 落 叶 乔 木 ， 以 树 

皮 入 药 ， 四 叶 厚 朴 与 厚 朴 〈 川 朴 ) CMagnolia of Ficizalis Rend，et Wils. ) 相似 ， 仅 叶 

片 先 端 止 缺 成 二 圆 浅 裂 片 。 含 挥发 油 约 1% ， 油 中 含 8 核 油 、 结 晶 性 厚 朴 酚 等 ， 此 外 ， 

尚 含 木 兰 箭 毒 碱 等 生物 碱 约 0.07% ， 皂 苷 0.45%， 靶 质 及 微量 烟 酸 。 四 叶 厚 朴 喜 温暖 

湿润 气候 ， 多 分 布 于 海拔 800 一 2000m 半 阴 半 阳 山 坡 。 保 护 区 内 还 有 腾冲 厚 朴 《又 称 贡 

山 厚 朴 ) (Magzolia iostrata W，W， Smith. ) ， 初 步 定 为 厚 朴 的 新 资源 。 

杜仲 〈 下 wcomzzzza xzoides Oliv. ) 落叶 乔木 ， 为 单 科 单 种 杜仲 植物 ， 我 国 特产 ， 

属国 家 二 类 保护 植物 ， 以 树 皮 人 药 。 含 杜仲 酸 约 20%， 及 树脂 、 卫 茅 醇 、 氯 厚 酸 、 微 

量 生物 碱 、 糖 苷 、 有 机 酸 等 化 学 成 分 。 用 途 广 ， 疗 效 显著 ， 是 防 病 治 病 和 保健 要 药 。 为 

解决 供需 矛盾 ， 生 产 上 采取 环 状 剥 皮 使 树木 再 生 获 得 成 功 ， 提 高 了 产品 利用 率 。 

云 木 香 〈AuvcRlandia /abpzpa Decne. ) ， 为 菊 科 多 年 生 高 大 草本 植物 ， 以 根 人 药 ， 含 

挥发 油 0. 35% 一 3% ， 木 香 碱 0.05%， 菊 糖 18%% 及 省 醇 等 。 挥 发 油 中 含有 木 香 内 脂 、 二 

氨 木 香 内 脂 、 异 木 香 内 脂 等 多 种 化 学 成 分 。 云 木 香 原 产 印 度 ， 最 先 经 广州 进口 ， 故 有 

“ 广 木 香 ”之 称 。 云 南 引 种 栽培 较 早 并 获得 成 功 ， 现 为 主 产 区 ， 供 应 全 国 并 出 口 。 云 森 

香 喜 凉爽 湿润 气候 ， 为 耐寒 冷 植物 ， 生 于 海拔 2704 一 3300m 山地 ， 在 土 层 疏松 肥沃 地 

区 生长 良好 。 云 木 香 在 腾冲 、 保 山 等 地 试 种 成 功 ， 为 扩大 种 植 得 到 较 好 收益 的 药材 品种 

车 下 

砂 仁 〈Axzozzzz willosxz7z Lour. ) ， 姜 科 豆 节 属 草本 植物 。 保 山 栽 培 的 品种 为 广东 

阳春 县 引入 的 阳春 砂 仁 ， 以 果实 或 种 子 人 药 ， 从 新 鲜 茎 叶 中 蒸馏 出 的 砂 仁 叶 油 ， 其 功用 

与 果实 相同 。 据 分 析 ， 砂 仁 含 挥发 油 量 1.3% 一 3%， 油 中 主要 成 分 为 右 旋 樟 脑 龙 脑 、 

酷 酸 龙 脑 脂 、 沉 香醇 、 橙 花 三 烯 醇 等 。 

川 乌 〈Acomitauza cazrmazchnaeli Debx. ) ， 为 毛 划 科 多 年 生 草本 植物 ， 以 母 根 供 药 用 ， 

主要 化 学 成 分 有 乌 头 碱 、 中 乌 头 碱 、 葵 甲 酰 乌 头 胺 等 。 本 区 20 世纪 60 年 代 初 即 有 野生 

变 家 种 ， 每 公顷 产 鲜 货 达 12 600kg， 有 的 与 包谷 套种 ， 粮 药 均 获 较 好 收成 。 

随 着 药 用 植物 在 医疗 保健 中 发 挥 的 愈 来 愈 大 的 作用 ， 为 扩大 药 源 ， 一 些 农 、 林 供销 

部 门 也 把 野生 药材 变 为 家 种 纳入 生产 计划 ， 在 绿化 荒山 荒地 发 展 经 济 作物 时 有 重点 地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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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了 发 展 。 

2.4 药 源 植物 药 

从 中 药 和 天 然 药物 中 寻找 药 是 一 条 行 之 有 效 的 途径 ， 本 区 有 相当 数量 的 药 源 植 物 ， 

是 开发 新 药 的 丰富 资源 ， 按 药理 归 类 ， 列 举 以 下 一 些 药物 。 

2.4.1 抗 瘤 药 

据 国 内 和 日 本 东京 帝国 医科 大 学 对 天 然 抗 癌 药 物 的 筛选 资料 ， 具 有 较 强 抗 瘤 活 性 成 

分 ， 抑 癌 率 达 50% 以 上 的 中 药 及 天 然 药 物 中 ， 在 保护 区 内 生长 的 有 水 草 科 植物 香 附 子 

( 傣 称 ， 芽 麻 秀 母 ) (Cyberus rotauadas L. );， 抑 瘤 率 72.3%%， 天 南星 科 植 物 半 夏 

[Pinezlia iernzate (Thunb. ) Br. ]， 抑 癌 率 61.7%%; 芭蕉 科 植 物 芭 巷 〈 傈 傈 称 : 阿 资 ) 

(Musa basjoo Sieb et Zucc) ， 抑 癌 率 88.7%; 鸭 踊 草 科 植物 鸭 踊 草 〈Coazzeli7zz& co72- 

7a27z5 [. ) ， 抑 癌 率 72. 2% 。 近 年 还 从 绞股蓝 〈Gynostezzzza pezztaz 加 py) 中 分 离 出 

52 种 与 人 参 皂 苷 骨架 类 似 的 达 玛 烷 型 胶 股 蓝 皂 苷 和 人 参 皂 背 Ru 、Ruw 、Rd、Fs 以 及 两 

种 原 人 参 三 醇 等 ， 对 多 种 癌症 有 防治 作用 。 在 对 多 糖 类 化 合 物 抗 瘤 活 性 的 研究 中 发 现 ， 

猪 蕉 多糖、 银耳 多 糖 、 香 菇 多 糖 等 均 有 抗 癌 活 性 物质 。 还 发 现 锌 形 科 植物 当归 LAmzgelica 

size1131s (Oliv. ) Diels. ] 和 川 营 〈Lzgwsticza zallzicpniz Franch. )， 可 直接 影响 肿瘤 细胞 代 

谢 或 改善 瘤 灶 及 周围 微 循环 ， 使 抗 瘤 药 与 免疫 活性 细胞 易于 深入 瘤 体 。 扶 正 固 本 方药 黄芪 

[Astragalus ae7p7a7tacetds (Fisch. )]、 和 白药 〈Paeonmzia 1actiPoxra Pall. ) 等 ， 能 加 强人 体 免 

疫 功能 ， 增 强 肌 体 防 御 能 力 ， 使 化 疗 、 放 疗 增 效 减 毒 。 还 有 三 尖 杉 〈Cezpjhalotaezzus forztx- 

7ei Hook. 了 )， 含 有 三 尖 杉 脂 碱 和 高 三 尖 杉 脂 碱 ， 对 急性 非 淋巴 性 白血病 有 较 好 疗效 ， 并 

已 鉴定 生产 。 此 外 夹 竹 桃 科 、 若 木 科 、 靶 香 科 等 植物 均 含 有 抗 癌 活 性 物质 。 这 表明 ， 从 中 

药 和 丰富 的 天 然 药 物资 源 中 寻找 高 质量 、 高 疗效 的 新 药 源 前 景 广阔 。 

2. 4.2 避孕 药 

天 然 药 物 中 ， 避 孕 药 源 潜力 很 大 ， 继 中 期 妊娠 引产 药 天 花粉 蛋白 质 的 发 现 和 运用 之 

后 ， 发 现 芝 香 科 植 物 九 里 香 LMaurraya zaxziziculata (L. ) Jacks. ] 根 中 的 新 生物 碱 月 橘 

烦 碱 ， 菊 科 植 物 毛 梗 独 花 (SiegespecRia glaprescemry Makino)、 卫 茅 科 植物 雷公 项 

(Tripterygzizu7a rotLfordiiz ) 中 的 雷公 蔷 内 酯 醇 、 雷 公 蕨 次 碱 等 ， 均 有 抗 早 孕 作 用 ， 并 

在 临床 上 取得 较 好 效果 。 随 着 研究 的 深入 ， 还 会 在 保护 区 药 源 植物 中 发 现 更 多 有 效 非 和 

体 避 孕 药 物 。 

2.4.3 保健 药 

保健 药 即 具有 协调 阴阳 、 补 脾 益 胃 、 扶 正 祛 那 、 预 防 疾病 、 增 强 体质 功能 的 保健 药 

物 。 保 护 区 内 外 野生 和 栽培 的 主要 有 调节 神经 系统 的 补益 药 ， 如 木兰 科 的 木质 芯 本 植物 

猩 红 花 五 味 子 [LSchisazdra rupbri Flora (Fr. ) Rend，et Wils. ]， 含 有 五 味 子 酚 、 未 脂 

素 办 素 ， 具 抗 衰老 功效 。 五 加 科 植 物 刺 五 加 [Acanthoparazr senticosus (Rupr， et Max- 

im. ) Harms] 和 糙 叶 五 加 [LA. pherry (COliv. ) Harms. ] 等 ， 其 根 中 分 离 出 的 儿 掌 秋 

昔 L2(s)，6(s)-liriodendrin 的 昔 ]， 有 促 性 腺 、 抗 疲劳 、 抗 应 激 、 增 强 适 应 性 和 防止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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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训 退 等 活性 。 调 节 内 分 泌 系 统 功能 药 ， 如 三 七 (Panaz psexudogtizasenrg Wall. )， 含 多 

种 皂苷 类 以 及 人 参 烽 醇 、 单 糖 、 双 糖 、 三 聚 糖 、 多 糖 氨 基 酸 等 成 分 。 人 竹 节 参 〈Panaz 

jazozaicz C，A.， Mey. )， 含 粗 皂 苷 约 23. 6% ， 从 中 分 离 得 竹 节 人 参 皂 苷 亚 、M 、V ， 

此 外 ， 尚 含 挥发 油 0.016%。 珠 子 参 [LP.， jazponmicus var， 71zajor (Burk. ) C， YY Wuet 

Feng，Ex C，Chow。et al. ]， 主 要 含 三 七 皂苷 、 挥 发 油 、 糖 类 。 蝶 形 花 科 植 物 补 骨 脂 

(Psoralea cory lfoiia L. )， 含 挥发 油 、 补 骨 脂 素 、 异 补 骨 脂 素 ， 有 补肾 壮阳 之 功 。 伞 形 科 

植物 当归 LAngelica sizensis (Oliv. ) Diels] 含有 党 本 内 酯 等 多 种 化 学 成 分 ， 有 补血 活血 、 

调经 止痛 功效 。 调 节 代 谢 作 用 药 ， 如 豆 科 植物 黄芪 LAstragalus mazempraracexs (Fisch. ) 

Bge. ]， 含 有 黄芪 多 糖 等 成 分 ， 为 葡萄 糖 与 阿拉 伯 糖 的 多 聚 体 ，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在 20 000 以 

上 。 多 孔 菌 科 的 灵芝 [Cazoderma lucidxmz 〈Leyss. ) Karst] 〈 真 菌 )， 子 实体 作 子 人 药 ， 

有 滋补 、 健 脑 、 强 壮 、 消 炎 等 功效 。 玄 参 科 植物 生地 LRehzzazzaza gLutizosa (Gaertn. ) 

Libosch. ]， 葵 根 入 药 ， 鲜 生地 泻 火 、 凉 血 、 生 津 ， 熟 地 滋 阴 补血 等 。 

3 药 用 植物 的 保护 与 利用 

针对 本 区 药物 资源 保护 和 利用 现状 ， 根 据 系统 科学 理论 和 方法 ， 对 本 区 药 用 植物 资 
源 的 保护 与 开发 利用 提出 以 下 粗浅 认识 。 

3.1 用 系统 工程 方法 理论 管 药 

针对 人 和 自然 关系 中 的 诸多 记 盾 ， 要 使 药物 资源 与 开发 利用 形成 良性 循环 ， 协 调 稳 

定 发 展 ， 首 先 要 依 重 法 律 、 行 政 、 经 济 、 教 育 等 综合 措施 来 实现 。 

321, 亚 本 以 法 护 药 

对 待 药材 资源 的 方针 应 该 是 保护 ， 为 了 利用 ， 必 须 保 护 。 国 家 重点 保护 的 一 、 
三 类 药材 ， 应 遵照 国务 院 已 颁布 的 《野生 药材 资源 保护 条 例 》 及 一 系列 有 关 文件 ， 加 以 

有 效 保护 。 各 级 政府 、 林 业 、 药 材 经 营 部 门 ， 应 深入 广大 农村 、 林 区 ， 人 

科学 知识 的 宣传 教育 ， 通 过 电视 、 录 像 、 约 灯 、 图 片 、 实 物 展 览 、 广 播 、 报 刊 、 报 告 
等 多 种 形式 ， 把 爱国 、 爱 资源 、 维 护 生态 平衡 与 珍惜 中 药 资源 这 一 中 华 现 宝 紧 紧 结 合 ， 

以 增强 其 资源 保护 意识 ， 人 懂得 保护 国产 资源 人 人 有 责 ， 自 觉 与 浪费 和 破坏 药材 资源 行为 

作 斗 争 是 每 个 公民 必须 履行 的 义务 和 权利 。 

3.1.2 ”强化 管理 

加 强 保护 区 管理 系统 ， 对 各 级 管理 站 和 专 、 兼 职 管理 队伍 给 予 人 、 财 、 物 的 有 力 文 

持 ， 并 强化 其 职能 ， 实 行 干 部 任期 目标 责任 制 ， 分 工 包 片 ， 签 订 责 任 书 ， 以 资源 兴衰 共 
来 辱 ， 人 一 个 重要 内 容 。 乡 村 干部 包 本 乡 、 

5 党 员 包 家 庭 、 四 邻 ， 责任 具 体 落 实 到 基层 ， 做 到 国家 、 集体、 个 人 三 者 利益 妆 
顾 ， 责 、 权 、 利 统一 。 

3.1.3 实行 特殊 政策 

保护 区 属于 贫困 山区 ， 技 术 落 后 ， 经 济贫 困 ， 长 期 靠 以 天 然 原料 药物 在 市 场 出 售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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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 越 穷 越 采 、 越 采 越 穷 的 恶性 循环 造成 了 资源 优势 的 不 断 开 失 和 生态 平衡 的 严重 破 

坏 ， 许 多 珍稀 、 紧 缺 药 材 如 云 黄连 、 尖 贝 母 、 珠 子 参 、 石 榭 等 品种 锐 减 ， 有 的 品种 濒危 
绝迹 。 因 此 ， 对 保护 区 必须 重点 扶贫 ， 增 强 造 血 机 能 ， 鼓 励 工 、 商 、 医 药 界 利用 资金 、 
设备 、 专 业 技术 、 科 技 人 员 来 保护 区 支援 林业 和 保护 区 管理 部 门 直 接 从 事 传 统 医 药 、 新 
药 的 保护 和 开发 利用 研究 。 对 种 植 者 给 予 积 极 扶持 ， 优 惠 贷款 ， 还 要 研究 药材 产 区 的 对 
外 开放 和 科技 合作 ， 给 外 资 以 一 定 优惠 ， 在 投产 初期 低 税 或 免税 等 ， 鼓 励 投资 兴建 三 、 

场 、 所 ， 推 广 新 技术 ， 增 强 保护 区 药材 保护 及 开发 利用 的 活力 和 能 力 。 

3.1.4 做 好 总 体 规划 管理 

在 保护 区 根据 资源 有 效 利 用 、 优 化 配置 的 原则 ， 定 出 资源 保护 重点 、 具 体 目标 、 任 

务 要求 ， 统 筹 兼顾 ， 在 不 同 生 态 小 区 ， 结 合 药 用 植物 资源 种 类 、 需 求情 况 ， 因 地 制 宜 做 
好 总 体 规划 设计 ， 划 出 核心 区 、 缓 冲 区 、 过 渡 区 及 区 乡 保 护 利 用 网 络 ， 在 药物 分 布 密 
集 、 连 片 、 面 积 较 大 的 地 段 ， 采 取 封 山 育 药 ， 人 工 培 育 ， 野 生 转 家 种 ， 建 立 稳固 药材 生 
产 基 地 。 野 生 药材 的 采集 应 有 全 面 规划 ， 做 到 分 期 分 批 轮 采 轮 育 ， 保 护 繁育 与 采集 利用 
结合 ， 确 保 药物 资源 永 续 开 发 利用 。 

3.2 依靠 科技 兴 烧 

3.2.1 按 自然 规律 把 好 采 育 关 

植物 药 是 以 有 生命 体 为 媒介 的 能 量 转换 物质 ， 应 根据 生物 资源 的 再 生性 特性 、 保 护 
区 自然 地 理 地 域 性 特点 、 资 源 状 况 ， 分 门 别 类 地 进行 药 用 植物 生长 发 育 规律 、 利 用 方式 
及 强度 等 研究 。 如 木 本 药材 ， 生 长 周期 比较 长 ， 应 重点 研究 速生 、 高 产 、 优 质问 题 ; 药 
用 部 位 是 树 皮 的 ， 如 厚 朴 、 黄 柏 、 杜 仲 等 ， 应 研究 剥皮 技术 ， 取 轮 剥 法 延长 其 剥皮 年 
龄 ， 使 生长 量 大 于 利用 量 ; 根 、 葵 、 枝 入 药 的 药材 ， 研 究 其 合理 的 种 植 密度 ， 通 过 修剪 
和 萌发 ， 综 合 利用 ,来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采 树干 、 树 脂 人 药 的， 应 研究 适时 采 收 ， 分 
面 采 割 ， 果实 、 种 子 及 叶 类 药材 ， 重 点 研究 其 生长 发 育 中 有 效 成 分 含量 的 最 佳 采 收 期 ， 

叶 类 药材 还 应 根据 常 绿 或 落叶 植物 的 不 同 习性 及 生物 量 适时 采摘 ， 草 本 及 附 生 或 寄生 药 
材 ， 应 研究 其 寄主 植物 与 附 生 、 寄 生 植物 的 关系 问题 ; 栽培 药材 如 当归 的 早期 抽 曹 、 引 
种 栽培 方面 的 高 产 模式 化 栽培 、 优 良药 材 品 种 选 育 、 优 化 配方 施肥 及 药材 产量 、 质 量 的 
关系 问题 等 均 应 列 项 研究 。 

3. 2.2 ”进行 民族 药 的 研究 

保护 区 各 兄弟 民族 长 期 以 来 防治 疾病 、 保 健 、 繁 衍 ， 疗 效 确切 的 民族 药 ， 虽 经 许多 

老 约 工 、 药 师 、 药 农 、 老 科学 家 、 医 生 们 大 力 发 掘 、 整 理 、 研 究 ， 使 之 摧残 之 后 再 现 芳 

华 ， 但 由 于 不 少 记载 民族 药 的 资料 多 次 遭 劫 开 失 ， 有 的 民族 老 医 生 在 药学 遗产 尚未 来 得 

及 整理 束 已 辞世 ， 而 丰富 的 民族 药 宝 库 又 十 分 浩大 ， 为 使 这 株 药 园 里 的 奇 花 大 放 新 丽 光 

彩 ， 今 后 的 任务 应 该 发 掘 整理 民族 药 ， 组 织 力量 攻关 作为 科研 重点 之 一 ， 在 资源 清查 、 

基 原 鉴定 、 成 分 分 析 等 方面 做 出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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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3 从 中 草药 中 寻找 攻克 艾滋 病 的 新 药 

据 世 界 卫生 组 织 有 关 材 料 报道 ， 现 在 世界 上 感染 艾滋 病 〈AIDS) 的 人 已 上 千 万 ， 

其 中 包括 儿童 100 万 人 ， 而 目前 的 药物 治疗 最 好 的 AZT 〈 和 至 氮 胸 苷 ) 仅 显 示 出 能 使 患 
者 生命 延长 一 段 时 间 ， 且 毒性 大 ， 付 费 高 。 面 对 日 益 猩 狐 的 艾滋 病 病 魔 ， 西 药 束 手 无 
策 。 美 籍 华 医 张 庆 才 〈 音 译 ) 却 靠 传统 中 药 在 旧金山 成 功 地 治疗 了 300 名 艾滋 病 患者 。 
国外 一 些 有 丰富 经 验 的 学 者 ， 也 率先 应 用 中 医药 及 针灸 治疗 艾滋 病 获 得 了 宝贵 的 第 一 手 

资料 。 第 七 届 国 际 艾滋 病 研讨 会 议 上 ， 正 在 寻求 比 AZT 药剂 攻克 艾滋 病 更 有 效 “神奇 
弹丸 ”的 科学 家 和 世界 主要 的 艾滋 病 专 家 提出 ， 中 草药 对 艾滋 病 是 一 种 可 靠 、 安 全 、 有 
效 、 廉 价 、 易 行 的 防治 手段 。 从 中 草药 中 寻求 “神奇 弹丸 ”是 很 有 希望 的 方向 。 高 黎 贡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靠近 中 缅 边 境 ， 中 草药 资源 上 千 种 ， 云 南 中 医药 在 国际 上 也 享有 盛誉 ， 现 

在 一 些 药学 专家 又 预见 到 并 着 手 研究 攻克 艾滋 病 新 药 ， 发 挥 其 资源 及 中 医药 优势 ， 在 寻 
找 有 效 新 药 的 道路 上 走 在 前 列 ， 这 对 我 国 和 东南 亚 友 邻 国 ， 对 世界 都 有 最 现实 的 经 济 意 
义 和 社 会 意义 。 

3.2.4 建立 保护 区 高 山药 用 植物 园 

保 腾 为 历史 上 “南方 丝绸 之 路 ”的 要 冲 。 腾 冲 县 制药 广 和 东方 红 制 药 厂 在 利用 本 地 
药物 资源 创制 系列 医药 产品 ， 提 高 经 济 、 社 会 效益 上 已 做 出 了 显著 成 绩 ， 为 印度 、 巴 基 
斯 坦 、 缅 负 、 泰 国 等 国家 和 地 区 开辟 更 广阔 的 医药 市 场 。 很 有 必要 在 保护 区 选 一 个 有 代 
表 性 的 地 段 建 立 药 园 ， 可 以 把 它 办 成 一 个 重点 研究 野生 变 家 种 、 资 源 转换 大 商品 、 杂 交 

育种 、 栽 培 繁殖 、 珍 黎 药 材 引 种 试 种 、 新 药 开 发 利用 的 研究 基地 ， 成 为 一 个 教学 、 科 
研 、 生 产 结合 的 生态 、 经 济 实体 ， 使 科研 成 果 较 快 地 变 为 生产 力 ， 建 园 经 费 可 采取 拨 、 

筹 、 集 等 方式 解决 ， 即 由 国家 拨款 补贴 一 部 分 ， 地 方 政 府 、 林 业 、 科 委 自 筹 一 部 分 ， 再 
争取 一 部 分 侨胞 、 外 商 投 资 、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投资 等 多 渠道 ， 加 大 投入 ， 尽 快 促进 其 
实施 。 

3.2.5 抓 好 保护 区 骨干 和 职工 技术 培训 

保护 区 的 发 展 靠 科 技 ， 科 技 水 平 的 提高 靠 教育 。 应 在 已 办 保护 区 专业 培训 班 基础 
上 ， 分 层次 地 把 保护 区 职工 轮流 培训 一 遍 ， 以 提高 其 文化 、 科 技 和 业务 素质 ， 增 强 其 对 

野生 植物 资源 保护 和 开发 利用 的 理论 知识 和 能 力 ， 使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管理 、 开 发 
更 加 科学 化 、 规 范 化 、 现 代 化 。 在 药 用 植物 的 保护 和 开发 利用 上 形成 自己 的 特色 和 优 

势 ， 立 足 云 南 ， 辐 射 国内 外 ， 为 社会 主义 现代 化 建设 做 出 新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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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everal Specific charactetistics of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the 

middle of subtropical forest ecosystem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are revealed in this paper: diversification of medicinal species，stratification and 

dispersion in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medicinal plants，The authors also g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medicinal plants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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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珍稀 保护 植物 

天 交 区 吕 而 

〈 西 南 林学 院 林 业 系 ， 昆 明 650224) 

摘 要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拥有 珍稀 保护 植物 46 种 ， 分 为 国家 级 保护 植物 和 省 级 保 

护 植物 两 大 类 。 其 中 国家 一 级 保护 植物 2 种 ， 二 级 7 种 ， 三 级 12 种 ; 省 一 级 保护 植物 4 

种 ， 二 级 12 种 ， 三 级 9 种 。 本 文 还 对 自然 保护 区 内 珍稀 植物 的 现状 、 保 护 措施 以 及 保护 意 

义 等 进行 了 探讨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保 护 区 ， 珍 稀 植 物 ， 保 护 

随 着 人 类 社会 的 不 断 发 展 和 人 口 的 不 断 增 加 ， 大 自然 中 较 多 的 物种 在 尚未 被 认识 、 

未 被 充分 利用 之 前 就 已 遭受 破坏 以 至 绝 灭 ， 盲 目地 开发 利用 自然 资源 造成 了 不 可 佑 量 的 

损失 。 因 此 ， 对 保护 区 现 有 的 珍稀 和 濒危 植物 应 有 所 认识 并 应 加 强 保护 。 同 时 还 要 进 一 

步 研究 它们 的 繁殖 、 更 新 和 生长 条 件 ， 采 取 各 种 有 效 措 施 ， 扩 大 其 分 布 范围 ， 保 护 好 这 
些 珍贵 的 物种 资源 。 

1 高 黎贡山 目 然 保护 区 概况 

1.1 地 理 分 布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省 西部 ， 其 地 理 位置 在 东经 98 34 一 98 50 和 北纬 

24”56 ~ 25”09 ， 包 括 怒 江 州 的 泸 水 县 及 保山 地 区 的 腾冲 、 保 山 县 ， 西 与 缅甸 接壤 ， 东 

西 宽 约 9km， 南 北 长 约 135km， 总 面积 为 1239km2 。 

1. 2 气候 特点 

本 区 气候 属 印度 洋 西南 季风 区 。 由 于 地 处 低 纬度 高 海拔 地 带 ， 日 照 充 足 ， 热 量 丰 

富 ， 夏 季 温 暖 多 雨 ， 无 酷暑 ;冬季 干燥 凉爽 ， 无 严寒 。 年 平均 温度 约 为 15C，7 月 份 平 

均 气 温 约 为 19. 5C ， 极 端 最 高 温度 约 为 31C 。1 月 份 平 均 气 温 约 为 8C ， 极 端 最 低温 度 

约 为 0C。> 盖 10C 活 动 积温 约 为 4650"C ， 是 典型 的 亚热带 气候 。 

1.3 植被 的 垂直 分 布 

保护 区 的 土壤 在 气候 、 母 质 、 地 形 、 地 势 及 生物 因子 的 影响 下 ， 呈 现 有 规律 的 变 

化 。 从 较 低 海拔 的 山 蓄 ， 随 海拔 升 高、 水 热 条 件 的 变化 ， 相 应 出 现 了 红壤 、 黄 红壤 、 黄 

壤 、 黄 棕 壤 、 棕 壤 ， 山 顶 为 灌 丛 草 甸 土 和 裸 岩 ， 形 成 了 较 完 整 的 亚热带 山地 土壤 垂 

< 本 文 1994 年 发 表 于 《西南 林学 院 学 报 》14(1) :6 一 12。 



让 带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地 形 复杂 ， 相 对 高 低 悬 殊 。 最 高 峰 握 那 落 峰 ， 海 拔 3915. 7m， 

最 低 点 琨 崩 河 ， 海 拔 1090m， 相 对 高 关 达 2825. 7m。 生 物 气候 随 海拔 的 升 高 而 变化 ， 从 

而 形成 明显 的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 

海拔 1100m 以 下 ， 为 干 热 河 谷 稀 树 灌 从 草地 ; 

海拔 1100 一 1800m， 为 季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 
海拔 1460 一 2300m， 为 上 暖 性 针 叶 林 ; 

西 坡 海拔 1600 一 2800m、 东 坡 海拔 1800 一 2800m， 为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西 坡 海拔 2800 一 3000m， 为 山地 昔 殉 铸 林 ; 

东 坡 海拔 2800 一 3200m， 为 温 疗 性 针 叶 林 ; 
西 坡 海拔 3000~3500m、 东 坡 海拔 3200 一 3350m， 为 寒 温 性 灌 从 ; 

西 坡 海拔 3200 一 3600m、 东 坡 海拔 3350 一 3500m， 为 寒 温 性 草 甸 ; 

海拔 3590m 以 上 ， 为 流 石 滩 稀 下 植 被 。 

2 珍稀 植物 的 基本 概念 

根据 目前 植物 学 各 有 关 学科 的 发 展 和 对 某 些 植物 研究 工作 的 不 断 深 入 ， 笔 者 认为 ， 

珍稀 植物 应 该 是 我 国 特有 、 稀 有 或 科学 研究 上 和 经 济 价值 上 有 着 重要 意义 的 濒危 、 渐 危 
种 类 ; 或 者 由 于 古老 的 植物 已 不 适应 现实 自然 环境 的 变化 ， 有 走向 衰落 或 发 育 不 完整 现 

象 等 ， 都 属于 珍稀 植物 的 范围 。 珍 稀 植 物 具体 可 归纳 为 濒危 、 稀 有 、 渐 危 3 个 类 型 。 濒 
危 的 种 类 是 指 那些 在 它们 整个 分 布 区 的 主要 部 分 处 于 有 灭绝 危险 中 的 分 类 单位 ， 这 些 植 
物 通常 稀 少 ， 地 理 分 布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性 ， 仅 仅 存在 于 典型 地 段 和 常常 出 现在 有 限 的 、 脆 
弱 的 生境 中 。 它 们 有 走向 绝 灭 的 危险 ， 可 能 是 由 于 生殖 能 力 很 弱 、 数 量 减少 到 快要 绝 灭 
的 临界 水 平 ， 或 者 是 它们 所 要 求 的 特殊 生境 被 破坏 ， 被 剧烈 地 改变 或 已 经 退化 到 不 能 适 
宜 它们 生长 ， 或 者 由 于 过 度 开 发 、 病 虫害 等 其 他 还 不 清楚 的 原因 所 致 。 稀 有 种 类 是 指 那 
些 并 不 是 立即 有 绝 灭 危险 的 ， 我 国 特有 的 单 型 科 、 单 型 属 成 少 种 属 的 代表 种 类 ， 但 在 它 
们 分 布 区 内 只 有 很 少 的 群体 ;或 者 是 由 于 存在 于 非常 有 限 的 地 区 内 ， 可 能 很 快 地 消失 ; 
或 者 昌 有 较 大 的 分 布 范围 但 只 是 零星 存在 着 的 种 类 。 渐 危 种 类 是 指 那些 因 人 为 的 或 自然 
的 原因 所 致 ， 在 可 以 预见 的 将 来 ， 在 它们 整个 分 布 区 的 重要 部 分 或 整个 分 布 区 很 可 能 成 
为 濒危 的 种 类 。 

3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珍稀 植物 

通过 对 现 有 考察 资料 的 研究 和 标本 鉴定 ， 以 及 综合 过 去 多 年 的 研究 成 果 ， 整 理 出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珍稀 植物 46 种 。 

3.1 国家 一 级 保护 植物 

1 秃 杉 (Tairzwuazzza Lousiaza Gaussen) ， 杉 科 ， 台 湾 杉 属 ， 乔 木 ， 稀 有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塘 、 天 台山 。 生 于 海拔 1700 一 2800m 的 混交 林 中 。 
2 楷 椤 LALsopjila spizulosa (Hook. ) Tryou]， 楷 椤 科 ， 机 椤 属 ， 乔 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车 坪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1500m 沟谷 或 阴 湿 的 林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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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 二 级 保护 植物 

3 长 蕊 木兰 [Aczzzazzdza cathcartii (Hook. f et Thoms. ) Dandy]， 木 兰 科 ， 

长 世 木 兰 属 ， 常 绿 乔 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划 坪 。 生 于 海拔 1600 一 2500m 的 阔 叶 

林 中 。 
4 大 树 杜 鹏 [Rhoaoaenzadzrom protistau772 var。 gziga7zte72 (Forrest ex Tagg ) 

Chamberlain]， 杜 鹏 花 科 ， 杜 鹏 花 属 ， 常 绿 大 乔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塘 。 生 于 海拔 

2700 一 3300m 的 杂 木 林 中 。 
5 滇 桐 〈Crazigia yxzzzzazezsis W，W，Smith et W. 刁 Evans)， 根 树 科 ， 沪 桐 属 ， 

和 乔木， 濒危。 分 布 于 泸 水 。 生 于 海拔 1700m 的 林 中 。 

6 水 青 树 〈Tezracexztrozz Sizezzse Oliv. ) ， 水 青 树 科 ， 水 青 树 属 ， 落 叶 乔 木 ， 稀 有。 

广泛 分 布 于 保护 区 内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3000m 的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 

7 十 齿 花 (Dizpentodon sizicwy Dunn) ， 十 齿 花 科 ， 十 齿 花 属 ， 小 乔木 ， 稀 有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塘 。 生 于 海拔 2100m 的 山坡 疏 林 中 。 
8 云南 山茶 〈Camellia reticulata Lindl. ) ， 山 茶 科 ， 山 茶 属 ， 灌 木 或 小 乔木 ， 渐 

危 。 广 泛 分 布 。 生 于 海拔 1830 一 2750m 的 山沟 或 疏 林 中 。 

9 云 黄连 〈Coptis teeta Wall )， 毛 苞 科 ， 黄 连 属 ， 多 年 生 草 本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泡 西 。 生 于 海拔 2100 一 2600m 的 林 下 。 

3.3 国家 三 级 保护 植物 

10 领 春 木 (Euwzptelea zleioszperaula Hook，f， et Thoms. ) ， 领 春 木 科 ， 领 春 木 

属 ， 落 叶 乔 木 ， 稀 有。 分 布 于 泸 水 姚 家 坪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2000 一 3400m 的 沟 

谷地 带 。 

11 顶 果木 (Acrocarzpus frazizaifolius Wight et Arn. ) ， 苏 木 科 ， 顶 果木 属 ， 落 

叶 大 乔木 ， 稀 有 。 分 布 于 泸 水 鲁 掌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1500m 的 林 缘 、 路 劳 、 

河 边 。 

12 红 花 木 莲 [Manglietza isigmzs (Wall. ) Blume]j]， 木 兰 科 ， 木 莲 属 ， 常 绿 乔 

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片 马 、 腾 冲 大 塘 、 大 草坪 。 生 于 海拔 1700 一 2500m 林 中 。 

13 自 菊 木 〈GCoonzatia decora Cabrera) ， 交 和 科 ， 和 白菊 木 属 ， 落 叶 小 乔木 ， 稀 有 。 

分 布 于 泸 水 蔡 家 坝 、 保 山 百花 岭 。 生 于 海拔 1500m 干燥 山地 朴 林 中 。 
14 贡 山 厚 朴 (Magnzolia 7rostrata W，W. Smith)， 木 兰 科 ， 木 兰 属 ， 落 叶 和 乔 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片 马 、 腾 冲 大 塘 、 大 蕾 坪 。 生 于 海拔 2100 一 2800m 林 中 。 

15 “西康 玉兰 LMagnolia wilsoziil (Finent et Gagnep. ) Rehd. ]， 木 兰 科 ， 木 兰 

属 ， 落 叶 小 乔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片 马 、 腾 冲 大 将 坪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2600 一 3500m 的 山地 森林 中 。 
16 沪 楠 LPhnoepe zazzzx (Oliv. ) Gamble]， 樟 科 ， 楠 木 属 ， 常 绿 乔 木 ， 渐 和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葡 家 坝 。 生 于 海拔 1500m 的 林 中 。 

17 红 棒 (Toonza cziliata Roem. ) ， 栋 科 ， 香 棒 属 ， 落 叶 乔 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丛 家 坝 、 保 山 百花 岭 。 生 于 海拔 1500m 的 沟谷 林内 或 河 旁 林 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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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硫黄 杜 鹏 〈Rhododencyrom sxLpjhaurem Franch. )， 杜 静 花 科 ， 杜 鹏 花 属 ， 灌 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听命 湖 。 生 于 海拔 3000m 的 岩石 上 或 附 生 树 上 。 

19 “ 华 榜 〈Corylus chnzzexsis Franch. ) ， 棣 科 ， 棱 属 ， 落 叶 乔 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泡 西 。 生 于 海拔 2400 一 3400m 的 沟 边 、 林 内 、 灌 从 中。 
20 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ume. ) ， 兰 科 ， 天 麻 属 ， 腐 生 植物 ， 渐 危 。 分 布 于 保 

护 区 上 部 。 生 于 海拔 2400 一 2700m 的 林 下 。 

21 千 果 榄 仁 〈Termzzalzia mayriocarpa Huerck et M.-A. )， 使 姓 子 科 ， 榄 仁 树 

属 ， 常 绿 大 乔木 ， 渐 危 。 分 布 于 泸 水 蔡 家 坝 。 生 于 海拔 1500m 地 带 。 

3.4 云南 省 一 级 保护 植物 

22 独 龙 要 S 〈Acer iaronmense Hand. -Mazz. ) ， 枯 树 科 ， 要 树 属 ， 落 叶 乔 木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塘 。 生 于 海拔 2300 一 3000m 的 疏 林 中 。 

23 ” 舟 柄 茶 〈Stzuaztia pteroetiolata W.，C，Cheng)， 山 茶 科 ， 舟 柄 茶 属 ， 乔 木 。 

分 布 于 保山 百花 岭 。 生 于 海拔 1900 一 2500m 的 林 中 。 
24 瑞丽 省 油 油 〈Stiezjylea shnrueliensis W，、，W.，Smith)， 省 沾 油 科 ， 省 泪 油 属 ， 

乔木 或 灌木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葡 坪 。 生 于 海拔 2700m 的 丛林 中 。 
25 腾冲 柿 (Diospyros forresiii Anth. ) ， 柿 树 科 ， 柿 树 属 ， 灌 木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塘 、 界 头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2100m 的 林 下 。 

3.5 云南 省 二 级 保护 植物 

26 毛尖 树 [Actzzodazppze forrestiii (Allen) Kosterm ]， 樟 科 ， 黄 肉 楠 属 ， 乔 木 。 

分 布 于 腾冲 天 台山 。 生 于 海拔 1000 一 1900m 的 灌 丛 或 混交 林 中 。 
27 污 西 紫 树 LNyssa shrueliensis (W，W. Smith) Airy-Shaw]， 紫 树 科 ， 紫 树 属 ， 

乔木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塘 、 泸 水 片 马 等 地 。 生 于 海拔 1600 一 1850m 的 河 边 杂 木 林 中 。 
28 新 樟 LNeocizzzazzo7zz7a delavayi (Lec. ) H，Liou]， 樟 科 ， 新 樟 属 ， 常 绿 灌 

木 或 小 乔木 。 主 要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东 坡 。 生 于 海拔 1500m 的 灌 丛 中 。 
29 紫 椿 LToona nzicrocarpa (C，DC. ) Harms ]， 栋 科 ， 香 椿 属 ， 乔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蔡 家 坝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2200m 的 阔 叶 林 中 。 

30 ”云南 红豆 杉 〈Tazaxs yz7z72a71e11515 Cheng et L.。 KK Fu) ， 红 豆 杉 科 ， 红 豆 杉 属 ， 

常 绿 乔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姚 家 坪 、 腾 冲 大 塘 、 界 头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2000 一 2500m 

的 杂 木 林 中 。 

31 光 叶 拟 单 性 木兰 [Para&zzaeria 12itida (W，W. Smith) Law]， 木 兰 科 ， 拟 单 

性 木兰 属 ， 常 绿 乔 木 。 分 布 于 腾冲 大 蕊 坪 、 泸 水 片 马 。 生 于 海拔 1800 一 2500m 的 阔 叶 
林 中 。 

32 山 核 桃 《Cazrya tomzRzzaezsis Lecte. ) ， 胡 桃 科 ， 山 核桃 属 ， 落 叶 乔 森 。 分 布 于 

泸 水 姚 家 坪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2200m 林 中 。 

33 西藏 山 来 莉 [五 vodenzazroz tipoeticu7 (Anth. ) Rehd. ]， 安 息 香 科 ， 山 茉莉 

属 ， 乔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泡 西 、 片 马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2500m 的 山地 沟谷 林 中 。 

34 深 红 树 葛 卜 (Agapetes Lacei Craib) ， 越 桔 科 ， 树 葛 上 下 属 ， 附 生 常 绿 灌木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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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于 泸 水 姚 家 坪 、 片 马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1750m 的 林 中 树 上 或 岩石 上 。 

35 滇 结 香 〈Eqwsgerwoxrthia garanzeri Meissn. ) ， 瑞 香 科 ， 结 香 属 ， 常 绿 灌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泡 西 、 腾 冲 大 塘 。 生 于 海拔 2000 一 3000m 的 朴 林 阴 湿 处 。 
36 毛管 花 [LEjiosolenra comzposita (L. f ) Van Tiegh. ]， 瑞 香 科 ， 毛 管 花 属 ， 灌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获 家 坝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1600m 林 中 。 

37 蝴蝶 兰 〈Pjpalaexzozpsis zsoazi 人 Rolfe) ， 兰 科 ， 虹 兰 属 ， 附 生 草 本 。 生 于 海拔 

1900 一 2700m 的 树 上 或 岩石 上 。 

3.6 云南 省 三 级 保护 植物 

38 ”大 花 八 角 〈JILzczwza 7z2aczaztjna7 A，C，Smith)， 八 角 科 ， 八 角 属 ， 常 绿 乔 

木 。 广 泛 分 布 。 生 于 海拔 1800 一 3000m 的 杂 木 林 中 。 

39 沪 西 红 花 符 (Rhocdoleia orrestiiz Chun ex Exell) ， 金 缕 梅 科 ， 红 花 荷 属 ， 和 党 

绿 乔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蒙 家 坝 、 保 山 百花 岭 。 生 于 海拔 2300 一 2800m 的 林 中 。 
40 清香 木 (Pistacza zwez7zz7za7270tz Folia JPoisson ex Fr. )， 漆 树 科 ， 黄 连 木 属 ， 

常 绿 灌木 或 小 乔木 。 广 泛 分 布 。 生 于 海拔 1000 一 2700m 的 疏 林 或 灌 丛 中 。 
41 宽 斩 含笑 (Mizchelia coltsopa Buch. -Ham. ) ， 木 兰 科 ， 含 笑 属 ， 常 绿 乔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姚 家 坪 、 片 马 、 腾 冲 大 葡 坪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1600 一 2400m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 
42 冲天 子 (Mizllettza zachycarpa Benth. ) ， 矶 形 花 科 ， 崖 豆 蕨 属 ， 攀 援 灌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葡 家 坝 。 生 于 海拔 1600m 的 林 中 。 

43 毛 叶 拐 惠 〈 五 ovuenza acerpa_ var，RziuRia7zge1sis Hu':et Cheng)， 鼠 李 科 ， 想 要 

属 ， 落 叶 乔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泡 西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1800m 的 阔 叶 林 中 。 

44 云南 枫 杨 (Pierocarya celaoayi Franch. ) ， 胡 桃 科 ， 枫 杨 属 ， 落 叶 乔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姚 家 坪 、 腾 冲 大 塘 。 生 于 海拔 1500 一 3000m 的 沟谷 林 中 。 
45 人 金 叶 子 〈Craipiodezzazroz ytu7z72a712e11315 W，W.， Smith)， 杜 鹏 花 科 ， 假 木 荷 属 ， 

常 绿 灌木 。 广 泛 分 布 。 生 于 海拔 2200 一 2550m 的 灌木 丛 成 林 中 。 

46 ”猴子 木 〈CaxzelLza yazzza7zzezsis Coh， -Stuart)， 山 茶 科 ， 山 茶 属 ， 灌 木 。 分 布 

于 泸 水 紫 家 坝 、 灰 坡 、 保 山 百 花 岭 。 生 于 海拔 2000 一 2600m 的 林 中 。 

4 保护 措施 

4.1 实施 保护 的 意义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保护 意义 ， 不 仅 在 于 保护 开发 动 植物 的 物种 资源 ， 而 且 对 维 

持 这 个 地 区 的 生态 平衡 、 改 善人 们 的 生存 环境 、 调 节气 候 、 保 持 水 土 、 改 善 农业 、 林 业 

及 园艺 生产 条 件 以 及 边疆 的 稳定 均 有 重要 意义 。 同 时 ， 自 然 保护 区 可 视 为 宏大 的 自然 博 

物 馆 ， 它 在 科学 研究 、 科 学 普及 以 及 教学 等 方面 也 起 着 重要 作用 。 

4.2 减少 人 为 破坏 

上 述 珍稀 植物 绝 大 部 分 在 保护 区 内 ， 而 保护 区 内 人 为 造成 珍稀 植物 灭绝 、 濒 危 或 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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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的 因素 仍然 存在 。 毁 林 开 荒 、 滥 伐 盗 伐 现象 还 十 分 严重 ， 有 的 甚至 伐 倒 珍稀 植物 采 

药 、 采 种 。 现 在 国家 已 制定 出 有 关 的 保护 法 令 ， 建 议 地 方 保 护 部 门 ， 根 据 当 地 的 现实 情 
况 ， 制 定 出 相应 的 保护 条 例 并 严格 执行 ， 切 实 起 到 保护 作用 。 

4.3 维护 自然 生境 

要 保护 好 上 述 珍稀 植物 ， 最 重要 的 是 保护 好 它们 的 生境 ， 使 其 能 自然 生长 、 繁 殖 、 

更 新 。 要 使 植物 种 系 有 良好 的 自然 生境 ， 就 要 研究 保护 区 内 部 和 周围 现 有 的 各 种 因素 对 
保护 这 些 珍稀 植物 的 影响 ， 防 止 生 态 环境 的 恶化 。 目 前 ， 保 护 区 内 植物 生长 条 件 好 的 地 
区 ， 也 正 是 生态 比较 脆弱 的 高 而 陡 的 地 带 。 不 论 是 有 意 开 垦 ， 还 是 森林 保护 不 好 ， 一 且 

受到 破坏 〈 如 火灾 、 病 虫害 等 ) 而 难以 恢复 的 也 是 这 片 高 而 陡 的 山地 。 因 此 ， 要 采取 一 
切 有 效 措 施 ， 确 保 这 些 森 林 免 遭 破 坏 。 

4.4 加 强 珍贵 植物 种 类 的 保护 

珍稀 植物 中 数量 较 少 或 分 布 相对 集中 的 种 类 ， 应 着 重 加 强 保护 措施 。 如 腾冲 大 塘 的 
大 树 杜 鹏 ， 分 布 范围 十 分 狭窄 ， 生 境 条 件 特殊 ， 一 旦 被 破坏 ， 就 难以 恢复 。 红 椿 、 光 叶 
拟 单 性 木兰 、 宽 准 含 笑 等 树种 的 材质 很 好 ， 很 容易 遭 到 砍伐 。 像 天 肥 、 云 黄连 这 样 的 名 
贵 中 药材 以 及 名 贵 花 开 蝴 蝶 兰 ， 现 在 已 经 越 来 越 黎 少 。 对 于 保护 植物 中 的 罕见 种 ， 应 尽 
快 挂牌 标示 ， 如 腾冲 大 蒿 坪 的 长 营 木 兰 和 泸 水 泡 西 的 毛 叶 拐 囊 等 ， 另外， 在 有 条 件 的 科 
研 单位 、 植 物 园 、 林 场 、 公 园 、 苗 围 等 地 ， 应 积极 引种 繁殖 上 述 珍稀 植物 ， 特 别 是 濒危 
的 种 类 ， 以 扩大 其 分 布 范围 ， 增 加 植物 种 群 数量 。 

4.5 加 强 保护 区 的 研究 和 保护 工作 

对 保护 区 内 盲 流 人 员 应 尽快 动员 迁 出 。 在 加 强 保护 区 的 研究 和 保护 的 同时 ， 要 加 强 

对 保护 区 周围 居民 的 宣传 教育 ， 提 高 其 科学 文化 水 平 。 有 计划 有 步骤 地 探索 保护 区 自然 

资源 的 合理 开发 利用 途径 ， 使 它 与 周围 居民 的 生产 、 生 活 结合 起 来 ， 使 其 得 到 实惠 ， 从 
而 自觉 地 加 入 到 保护 区 的 工作 中 来 。 

4.6 注意 人 才 培 养 

为 了 加 强 对 自然 保护 区 的 保护 和 科学 研究 工作 ， 应 尽快 培训 自然 保护 区 的 管理 及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 加 强 对 保护 区 的 调查 ， 建 立 系统 的 自然 保护 区 档案 ， 做 到 保护 区 的 科学 
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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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re and Precious Plant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al Reserve 

YIN Wu-yuan 

(Forestry Department，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 人 Kunming，650224) 

Abstrac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al reserve ls located in western Yunnan， 

at latitude 24"56 ' 一 26"09' north，longitude 98?"34 一 98?"50' east。The total area is 1239 

square kilometers，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limates，the resources of plants are 

extremely rich in this area，There are many rare and preclous plants there， 工 hese rare 

and precious plants can be diveded into two categories: () The major protected plants at 

national level (2，7，and 12 species are in Class One，Two and Three respectively ) ; 

@O The protected plants at provincial level (4，12，and 9 Species are in Class One，Two 

and Three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onception，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rare and preclous 

plants and the Signiflicance of their protection.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Reserve，Rare and precious plants，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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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野生 蕨 类 植物 药 用 研究 ， 

(云南 省 林业 科学 院 ， 云 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通过 对 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民间 访谈 和 集 市 药 摊 调查 ， 总 结 出 主要 的 药 用 蕨 类 

植物 85 种 ， 分 属 27 科 44 属 。 本 文 介绍 该 地 区 17 种 常见 药 用 茧 类 植物 的 药 用 功效 ， 并 整理 

出 85 种 主要 药 用 蕨 类 植物 的 初步 名 录 。 

关键 词 ” 蕨 类 植物 ， 药 用 ， 高 黎贡山 

中 图 分 类 号 Q949. 95 

文献 标识 码 A 

文章 编号 1009-7791 (2002) 01-0035-06 

高 黎贡山 地 区 指 怒 江 、 萨 尔 温江 和 伊 洛 瓦 底 江 的 分 水 山脉 及 两 侧 地 域 ， 跨 中 国 云南 

省 和 缅甸 北部 。 目 前 ， 该 区 已 记录 的 维 管束 植物 有 256 科 ，1208 属 ，4841 种 和 变种 ， 

其 中 种 子 植物 210 科 ，1086 属 ，4303 种 和 变种 ; 蕨 类 植物 46 科 ，122 属 ，538 种 和 变 

种 ， 但 是 ， 已 记载 的 植物 种 类 仍 远 远 少 于 高 黎贡山 自然 存在 植物 种 类 的 数字 。 我 国政 府 

于 1984 年 成 立 了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成 为 云南 省 最 早 成 立 的 四 个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之 一 。 

高 黎贡山 药 用 植物 极为 丰富 ， 仅 草药 种 类 就 达 1000 余 种 ， 民 间 常 用 的 约 300 种 ， 

其 中 蕨 类 植物 占 了 相当 的 比例 。 作 者 通过 对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民间 访谈 和 集 市 药 摊 调 查 ， 

总 结 出 主要 药 用 茧 类 植物 85 种 ， 分 属 27 科 ，44 属 。 本 文 主要 对 17 种 常见 药 用 蕨 类 植 

物 的 药 用 功效 进行 了 介绍 ， 并 整理 出 高 黎贡山 地 区 85 种 主要 药 用 蕨 类 植物 的 初步 名 录 。 

1 石松 (ELycopodizz7z cLawatz77 ) 

别名 伸 筋 草 、 脚 子 草 、 过 山 龙 、 穿 山 芯 等 ， 生 长 于 树林 下 、 沟 边 、 坡 地 等 阴 湿 处 ; 

药 用 根 及 全 株 ， 全 年 可 采 ， 洗 净 切 碎 ， 了 晒 干 备用 或 鲜 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温 ， 味 甘 ; 舒 筋 活血 ， 祛 风 活络 ， 接 骨 。 

民间 药 用 主治 : 中 风湿 麻木 疼痛 、 跌 打 损 伤 、 腰 痛 ，10 一 15g 泡 酒 或 水 前 服 ; 外皮 

肤 麻木 ， 用 适当 前 水 洗 患处 ，@@ 骨 折 复 位 后 ， 用 鲜 叶 捣 碎 甫 患处 。 

2 地 刷子 〈 革 ycopodizz7z co7z 轧 La7zatz77a ) 

别名 猴子 草 、 狮 子 草 、 过 江 龙 ， 生 于 次 生 林 、 阔 叶 林 及 针 阔 叶 混 交 林 下 的 石头 上 和 

育 阴 、 潮 湿 的 山坡 上 ;， 药 用 全 草 ， 夏 季 采 收 ， 切 碎 晒 干 备用 或 随 采 随 用 。 

< 本 文 2002 年 发 表 于 《亚热带 植物 科学 》,31(1) :35 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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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味 功 能 : 性 微 温 ， 味 壮 ， 祛 风 除 湿 ， 活 络 止痛 。 

民间 药 用 主治 : 风湿 腰痛 ， 关 节 痛 ， 骨 折 。 取 15g 用 水 煎 服 或 泡 酒 服用 ， 外 用 适 

量 ， 捣 碎 甫 患处 。 

3 九 死 还 魂 草 〈SelLagz7zella ta772a7z8cz72Q Var。， 力 KLVi72Qta ) 

别名 卷 柏 、 神 仙 一 把 抓 、 石 花 ， 生 于 干 热 河谷 的 石灰 岩 上 ， 药 用 全 草 ， 全 年 可 采 ， 

洗 净 晒 干 后 备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平 ， 味 微 涩 ; 凉 血 止 血 ， 众 产 。 

民间 药 用 主治 : 四 咯血 、 鼻 血 、 胃 肠 出 血 、 衣 漏 ， 用 10 一 15g 炒 谈 水 煎 服 ; @ 俊 

产 、 胎 盘 不 下 ,用 10 一 15g 水 前 服 ; 归 研 末 用 于 外 伤 止血 。 

注 ,， 同属 植物 卷 柏 〈SelagzzeLlla iezazazzsczQ ) 也 人 药 用 ， 性 味 功 效 与 本 品 基 本 

相同 。 

4 笔 管 草 〈Eouizsetzx7z cepzle ) 

别名 木 贼 、 节 节 草 ， 生 于 河滩 、 溪 边 、 河 边 和 田 二 ， 叶 鞘 于 节 上 紧 贴 葵 ， 于 葵 顶 呈 

笔 管状 ， 故 名 为 “ 笔 管 草 ”; 药 用 荃 ， 全 年 可 采 ， 洗 净 切 断 晒 干 后 备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平 ， 微 若 ;， 清 肝 ， 明 目 ， 利 湿 。 

药 用 主治 : 高 血压 、 目 赤 肿 痛 、 角 膜 云 蜂 、 肠 炎 腹 海 、 黄 冶 型 肝炎 、 尿 路 结石 ， 用 
干 品 10 一 15g 水 煎 服 。 

注 : 同属 植物 木 贼 〈 正 jizemzale) 也 人 药 用 ， 性 味 功 效 与 本 品 基本 相同 。 

5 瓶 尔 小 草 〈OpjPizoglossz772 wuLgatza772 ) 

别名 一 枝 箭 ， 生 子 草 坡 迹地 ; 药 用 全 草 ， 夏 秋 采 收 ， 鲜 用 或 晒 干 备用 。 

性 味 功 能 : 性 寒 ， 味 微 甘 ， 清热 解毒 ， 止 痛 退 恬 。 

主治 应 用 : @ 毒 蛇 咬 伤 、 心 气 胃痛 ， 干 品 研 末 ， 每 服 3 一 5g; @ 疗 疮 肿 毒 、 急 性 结 

膜 炎 、 角 膜 斑 矣 ， 用 干 品 10 一 15g 水 前 服 ， 或 用 鲜 品 的 烂 甫 患处 @ 小 儿 肝 炎 、 惊 风 ， 

用 干 品 3 一 10g 水 煎 服 。 

注 : 同属 植物 狭 叶 瓶 尔 小 草 〈O.， angaustamm ) 也 人 药 用 ， 性 味 功 效 与 本 品 基 木 

相同 。 

6 阴 地 藤 〈BozrycAmzz77a te77zatz772 ) 

别名 蕨 叶 一 梳 蔚 ， 生 于 山坡 草丛 下 的 荫蔽 处 ; 药 用 全 草 ， 全 年 可 采 ， 晒 干 备用 或 随 
采 随 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凉 味 甘 ;清热 解毒 ， 止 咳 平 喘 。 

主治 应 用 : 中 毒蛇 狂犬 咬 伤 、 乳 腺 炎 、 腮 腺 炎 ， 用 鲜 草 的 烂 甫 患处 ; @ 肺 结核 、 咳 
， 用 干 品 10 一 15g 水 前 服 ; 四 小 儿 百 日 咳 , 用 3 一 5g 莹 鸡蛋 服用 。 E 

7 海 金沙 (Lygodaizzzzz Jazpozzca ) 

别名 钱 现 草 ， 多 年 生 攀 援 草本 ， 生 于 路 边 或 干旱 山坡 、 丘陵 灌 从 中， 药 用 全 草 ，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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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采 收 ， 洗 净 切 碎 后 晒 干 备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寒 味 甘 ; 清热 ， 利 水 ， 通 淋 。 
主治 应 用 : 尿 路 感染 、 尿 路 结石 、 肾 炎 水 肿 、 感 冒 发 热 、 小 便 短 赤 、 肠 炎 痢 疾 ， 用 

干 品 25 一 30g 水 煎 服 〈 注 : 中 药 用 的 海 金 沙 ， 系 本 植物 的 钨 子 ， 用 时 应 除去 杂 物 ， 以 免 

影响 药 效 ) 。 

8 肾 芯 (Nephnrolezpizs cozraz folza ) 

别名 蛇 蛋 参 、 磺 皮 ， 生 于 溪 边 林 下 的 石 背 或 石 隙 中， 或 附 生 于 树干 上 ;， 药 用 根 状 
葵 ， 全 年 可 采 。 除 去 鳞片 ， 洗 净 晒 干 后 备用 〈 本 品 常 植 于 花 盆 内 供 观赏 )。 

性 味 功能 : 性 凉 ， 味 微 甘 ;清热 解毒 ， 止 咳 通 淋 。 
主治 应 用 : 感冒 发 热 、 咳 血 、 血 淋 、 肠 炎 腹 泻 、 小 儿 准 积 ， 用 干 品 10 一 15g 水 

煎 服 。 

9 蕨 菜 (PieriaQizzz aqguzlLz72272 var， LatzzSCMLU70D) 

别名 蕨 笑 、 蕨 苗 、 山 秋 鱼 ， 广 泛 生 于 松林 或 森林 破坏 后 的 迹地 、 荒 地 上 ;， 药 用 嫩 叶 
和 根 状 荃 ， 初 夏 采 收 尚未 伸展 的 拳 状 嫩 叶 ， 用 草木 灰 浸 泡 后 用 清水 泡 半 天 后 捞 出 ， 郴 干 
备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寒 微 甘 ;， 利尿 安 神 。 
主治 应 用 : 巴 高 血压 、 头 昏 失眠， 用 蕨 菜 10 一 15g 水 前 服 或 用 油 盐 炒 熟 做 菜 吃 ; 

四 慢性 风湿 性 关节 炎 、 关 节 热 痛 ， 用 蕨 菜 15g 前 服 ; @ 蕨 粉 主治 功效 与 茧 菜 相 同 ， 用 泪 
水 冲 调 加 糖 服用 。 

注 : 1) 按 民间 习惯 ， 茧 莱 的 采 收 多 在 雨 后 的 火 浇 地 上 采集， 否则 易 引 起 腹泻。 
2) 秋冬 季 挖 取 根 状 荃 ， 须 除去 附属 物 ， 洗 净 后 的 烂 或 粉碎 ， 再 装 人 桶 内 用 水 
反复 冲洗 、 过 滤 、 沉 演 ， 直 至 藤 粉 变 成 红色 后 用 布袋 吊 干 储 存 备 用 ， 也 可 用 于 
制作 食品 和 酿酒 。 

10 井口 边 蕨 〈Pieris cretzca var，Laeta) 

别名 凤 尾 草 ， 生 长 于 水 沟 、 土 坎 的 潮湿 处 和 井口 边 ; 药 用 全 草 ， 全 年 可 采 ， 洗 净 晒 

二 后备 用。 

性 味 功能 : 性 寒 味 微 苦 ;， 消炎 止 鲁 ， 舒 筋 接骨 。 

主治 应 用 : 中 慢性 肝炎 、 痢 疾 、 腰 背 疼痛 ， 用 10g 水 煎 服 ; @ 骨 折 复 位 后 ， 用 鲜 品 

的 烂 甫 患处 。 

注 : 以 风 尾 草 入 药 者 ， 有 同属 植物 Platete、P. zxlzi Fida 和 王 .erzsi orais 等 ， 

其 性 效 与 本 品 基本 相同。 

11 电 内 蕨 (Pieris wzttata ) 

别名 电 蛤 草 、 白 叶 尖 ， 生 长 于 路 旁 土 坎 、 石 隙 等 处 ， 为 喜 钙 植物 ， 是 土 镶 基质 的 碱 

性 指示 植物 ， 根 部 pH7. 0 一 8. 5; 药 用 全 草 ， 全 年 可 采 ， 洗 净 切 碎 后 晒 干 备 用 。 

性 味 功 能 : 性 平 味 甘 ; 社 风 除湿 ， 散 凉 活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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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 应 用 : 跌 打 损伤 、 筋 骨 疼 痛 、 半 身 不 遂 、 风 湿 痿 软 、 四 肢 麻 林 ， 用 干 品 15 一 

30g 泡 酒 服用 。 

12 菲 岛 铁 线 蕨 〈Adizazztx7za 因 jz0z 力 pezzse ) 

别名 猪 紧 草 ， 生 长 于 林 下 溪 边 的 阴 湿 处 ; 药 用 全 草 ， 全 年 采 收 ， 洗 净 晒 干 后 备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平 味 辛 ; 活血 祛 次 ， 利 尿 通 淋 ， 止 咳 。 

主治 应 用 : @ 流 感 发 热 、 咳 嗽 、 膀 胱 炎 、 尿 道 炎 、 尿 道 结 石 、 传 染 性 肝炎 、 痢 疾 、 

产后 泊 血 、 血 朋 ， 用 干 品 15 一 30g 以 水 煎 服 ; @ 四 疗 毒 、 蛇 咬 伤 、 火 烫伤 ， 研 末 涂 患处 。 

注 : 民间 作为 “ 猪 肾 草 ” 者 ， 包 括 多 种 铁 线 蕨 〈Aaiantum spp.) 及 粉 背 蕨 

(AIeuritopteris farizosa )， 其 性 味 功 能 是 否 相 同 ， 还 有 待 做 进一步 调研 。 

13 贯 众 〈Cyrtozazz772 Fozrtz7zez ) 

别名 蕨 棍 ， 生 长 于 水 沟 边 、 石 除 等 阴 湿 地 ;， 药 用 根 状 葵 ， 全 年 可 采 ， 去 掉 附 属 物 ， 

洗 净 晒 干 后 备用 。 

性 味 功 能 : 性 寒 ， 味 苦 汲 ;清热 解毒 。 

主治 应 用 : 预防 流感 、 流 脑 ， 用 干 品 3 一 10g 水 前 服 。 

注 : 除 本 品 外 ， 中 药 称 “ 贯 众 ”者 还 有 日 本 狗 背 〈Woodrwardia jazponica )、 粗 茎 
鲜 毛 蕨 〈Dryozpteris crassirhizoma)、 甘 果 蕨 〈Mattexccia struthiopbpteris) 等 ， 其 性 味 

功效 是 否 与 本 品 一 致 ， 有 待 进一步 调研 。 

14 大 瓦 韦 (Lezpzsorxs 12Qc7rospjhaerus ) 

别名 金星 凤 尾 草 ， 生 长 于 山 间 石 上 或 附 生 于 树干 上 ;， 药 用 全 草 ， 全 年 采用 ， 除 去 附 
属 物 ， 洗 净 后 晒 干 备用 。 

性 味 功能 : 性 寒 味 苦 ; 解毒 ， 清 热 ， 明 目 。 

主治 应 用 : 叫 硫 磺 中 毒 ， 用 干 品 10 一 15g 水 前 服 ; 外 冯 肿 、 结 核 ， 用 干 品 以 酒 衣 
服 ; @ 爆 发 火 眼 、 年 老 氏 花 ， 用 干 品 10 一 30g 前 水 洗 眼 。 

15 石 韦 〈 己 wyrrosza ZLz72gwa ) 

生长 于 林 下 岩石 或 附 生 于 树干 上 ， 药 用 全 草 ， 全 年 采 收 ， 洗 净 晒 干 后 备用 。 

性 味 功 能 : 性 平 味 淡 ; 清热 ， 利 水 ， 通 淋 。 

主治 应 用 : 肾炎 水 肿 、 尿 路 感染 、 尿 路 结石 ， 用 本 品 10 一 15g 水 前 服 。 

注 : 除 本 品 外 ， 民 间 所 用 石 韦 属 植物 ， 如 油 柄 石 击 〈P，zetiolosae)、 和 柔软 石 韦 
CP. 7zo0Uis)、 北 京 石 韦 〈P.， zeRizensis) 等 ， 均 作 石 韦 用 ， 性 味 功效 与 本 品 相 同 。 

16 桥 蕨 (Dryzarza Fozrtzzzez ) 

别名 骨 碎 补 ， 生 长 于 石头 上 或 附 生 于 树干 上 ， 药 用 根 状 荃 ， 全 年 可 采 收 ， 洗 净 刊 去 

鳞片 ， 蒸 后 晒 干 备用 。 

性 味 功 能 : 性 温 ， 味 兰 微 淡 ; 祛 风湿 ， 强 筋骨 ， 理 跌 打 ， 补 肾 续 骨 。 

主治 应 用 : 中 风湿 性 关节 炎 、 瘫 痪 麻 兽 、 跌 打 瘀 痛 、 肾 虚 腰 痛 、 耳 鸣 目 跳 ， 用 干 品 
“253 。 



10~15g 水 煎 服 ; @ 鲜 片 用 于 外 伤 止血 。 

注 ， 除 本 品 外 ， 同 属 植物 德 氏 榭 蕨 〈(D. deiavay) 、 近 邻 桥 蕨 〈D.， zzroziizgxa) 

也 和 人 药 ， 性 味 功 效 与 本 品 基本 相似 。 

17 田 字 蔷 (Marszlea gxaa7z foliza ) 

别名 四 叶 草 ， 生 长 于 水 田 或 浅水 中 。 药 用 全 草 ， 夏 秋 采 收 ， 洗 净 晒 干 备用 。 

性 味 功效 : 性 凉 味 甘 ; 利水 ， 消 肿 ， 安 神 。 
主治 应 用 : 水 肿 、 神 经 衰弱 ， 用 干 品 10 一 15g 水 衣服 。 

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常见 药 用 蕨 类 植物 初步 名 录 
-一 。 石松 科 Lycopodiaceae 

石松 和 ycopodzzz7z cLaVat7ru77 

地 刷子 二 coxzza7zzatz77z 

2. 卷 相 科 Selaginellaceae 

大 卫 卷 柏 Selcgzzellia davzdzz 

拉 波 卷 柏 Saporaez Pazero7z 

3. 木 贼 科 Equisetaceae 

笔 管 草 Egrwzsetzz7a cepzle 

密植 木 贼 下， az Faszm 

4. 瓶 尔 小 草 科 Ophioglossaceae 

阴 地 茧 BotrycHzzz7z ie77zatz77a 

瓶 尔 小 草 Opjpizoglosszzz wuLsgatz77a 

5. 紫 基 蕨 科 Osmundaceae 

紫 莫 蕨 Osmzzzazcda Jazpozmzca 

6. 海 金 沙 科 Lygodiaceae 

海 金 沙 人 ygoazizzz JQpomzicz77a 

7. 里 白 科 Gleicheniaceae 

芒 答 Dicrazozpteris dichnotomza 

大 羽 芒 算 D. szplerdida 

8. 膜 蕨 科 也 ymenophyllaceae 

多 花 路 蕨 Mecoqizmz polyazztjos 

9. 六 足 蕨 科 Plagiogyriaceae 

粉 背 疣 足 蕨 Pagiogyria maedia 

10. 姬 蕨 科 HHypolepidaceae 

姬 蕨 互 ybpolezpis pzizactata 

11， 陵 齿 蕨 科 Lindsaeaceae 

陵 齿 茧 世 zzdsaea cxltrata 

12. 骨 碎 补 科 Davalliaceae 

稿 枝 小 膜 盖 蕨 Araiziostegia hookerr: 

肾 蕨 Nepjprolepis corai Folia 

13， 凤 尾 蕨 科 Pteridiaceae 

蕨 菜 (和 斜 羽 变种 ) Pieriaixzz aqguilzizzztzza 

Var LazzzSCMLK77a 

。 254 。 

红 脉 凤 尾 蕨 Pierzs aszpericaxlis 

井口 边 蕨 PP cretzca var， laeta 

三 字 氏 凤 尾 蕨 P，jeurzei 

全 缘 凤 尾 蕨 已 ， zzzszg72z5 

热带 风 尾 蕨 已 /zzea7z3 

昌 崔 藤 已 ，vzttata 

14. 中 国 蕨 科 Sinopteridaceae 

杜氏 粉 背 蕨 Arexri fopteris duclorxz 并 

硫磺 粉 背 蕨 Adwclovzzz var，Szpjpaea 

粉 背 蕨 A， jarzzosQ 

梅 瑞 粉 背 蕨 A，7zaz7ei 

粗毛 粉 背 蕨 A. 疙 所 

脆 粉 背 蕨 Asxpmzllosa 

韩 氏 碎 米 蕨 Chezlaztjpes PazzcocRzi 

高 山 金粉 蕨 Onzycjzzz7z comtzgz77a 

亮 叶 金粉 茧 O，ZLucidzz7z 

狭 叶 金粉 蕨 O，terwz Prorzs 

旱 蕨 Peiaea zztiCaulLa 

15. 铁 线 蕨 科 Adiantaceae 

白 背 铁 线 蕨 Adaizazztuzz davidi 

爱 氏 铁 线 蕨 A，edgeoti 

菲 岛 铁 线 蕨 AZpjPazl0zzpzperzse 

16. 铁 角 芯 科 Aspleniaceae 

毛 柄 铁 角 蕨 Aszplemzzzzaz czrz7zzzcaalLe 

北京 铁 角 蕨 A，ZpeRzzzerzse 

铁 角 蕨 Atzrzchnomza7zes 

变异 铁 角 蕨 Arvarzazzs 

云南 铁 角 蕨 A. yzzza7zzezzse 

17. 路 盖 芯 科 Athyriaceae 

焉 叶 蹄 盖 藤 Az 太 wyrzzza dizssttFolzz77z 

透明 冷 蕨 Cystazteris pellzczda 

18. 金星 蕨 科 Thelypteridaceae 



渐 尖 毛 蕨 Cyclosorxs aczzzz7zatz 

齿 牙 毛 蕨 C，centatas 

肿 足 蕨 瓦 ypodemmzatzz7zz cre7zQtz77a 

扶桑 金星 蕨 Parathelyzpterzs mnz 记 pomzca 

19. 乌 毛 蕨 科 Blechnaceae 

乌 毛 芯 Becjpzzzzaz orziezztale 

狗 脊 Woodruaraia Jazpomzca 

单 牙 狗 背 友 .，zzzzgezz77zata 

20. 岩 蕨 科 Woodsiateae 

滇 红线 蕨 Diacalze cpnristezzsezae 

21. 枫 要 科 Cyatheaceae 

树 蕨 Cyathnea szbzmzxlosa 

22. 鳞 毛 蕨 科 Dryopteridaceae 

贯 众 Cyrtomazzzz7z Fortxmei 

大 羽 贯 众 C，7zmzxuczczz7z 

基 生 鲜 毛 蕨 Dryozteris paszssora 

二 型 鳞 毛 蕨 D，cochleata 

多 氏 鳞 毛 蕨 D.，zealLlzcjhzaza 

丰产 鳞 毛 蕨 D.，Prrxwctuosa 

重 齿 鳞 毛 蕨 DJxwztaezposzta 

拟 狭 顶 鳞 毛 蕨 D，sxplacera 

马祖 耳 蕨 Polystchnazizz 3WS-Si772e725e 

大 鳝 刺耳 蕨 P，sqxazrrosxz7zaz 

23. 水 龙骨 科 Polypodiaceae 

肢 节 蕨 Arthromzerzs Lehz7za72727 

梅 瑞 肢 节 蕨 Anzazre; 

莱 氏 线 蕨 Colyszs。 rorzgAtziz 

德 氏 桥 蕨 Dryrzaria delavayi 

桥 蕨 疡 ， ortezez 

两 色 瓦 韦 Lezpzsorxus pzcolor 

扭 瓦 韦 二。 cozztortacs 

大 瓦 韦 二，7zacroszpjpnaerus 

紫 柄 假 密 网 蕨 Phyxzatozpteris crezzatozpz77- 

7QtQ 

葛 氏 密 网 蕨 P，grz 请 Ptjza7za 

金鸡 脚 Phastata 

尖 裂 密 网 蕨 Pozylota 

石 韦 已 yrrosza zzgua 

柔软 石 韦 P，7zzol0is 

有 柄 石 韦 P，zetiolosa 

24. 书 带 蕨 科 Vittariaceae 

平 肋 书 带 蕨 wzttarza Suprosa 

25. 苹 科 Marsileaceae 

田 字 苹 Mazrsilea gxaarifolia 

26. 槐 时 苹 科 Salviniaceae 

槐 叶 苹 Saluz7zzza 7zata725 

27. 满江红 科 Azollaceae 

满江红 Azolla zzzpri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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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cal study of wild ferns in C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Yunnan Province 

NT 

(Yunnan Academy of Forestry，Kunming 650204，Yunnan Chinay) 

Abstract IThrough the farmer's interview and investigation of rural market in Gaol- 

lgong Mountains region，85 species of medical fern plants have to be identified，which 

belong to 24 families and 44 genera，The medical function of 17 major medical Species of 

ferns is introduced and a systematic list with 85 species of medical ferns is also given. 

Key words ”Medical utilization，Fern，Gaoligong Mountains reglon 



国产 泽 泻 科 植物 特有 种 一 一 腾冲 慈 姑 - 

王 青峰 陈 家 帘 

摘 要 本 文通 过 对 腾冲 慈 关 〈Sagittaria temzgtsuzgensis) 模式 产地 的 考察 ， 并 在 查 

阅 了 所 有 馆藏 标本 的 基础 上 对 腾冲 慈 姑 的 形态 描述 进行 了 修订 。 有 关 形 态 特 征 的 比较 以 及 

不 同 的 地 理 分 布 区 等 研究 结果 均 支 持 腾冲 慈 关 和 小 慈 姑 为 两 个 中 国 特有 种 的 观点 。 

关键 词 ”腾冲 蒸 关 ， 小 慈 姑 

Sagittaria tejlgtszW2ge11515 H，Li，endemic to China，was first described and illus- 

trated in 1986 (Li 1986). This is a rare aquatic monocot，Ppresently known only from 

Yunnan，China，Since the type specimen is sterile，the original description about sepals， 

achenes and reproductive characters were uncertain and questionable (Chen 1989)，Af- 

ter examining all known specimens of this Species preserved in various herbaria (了 PE， 

KUN，SYS，etc. ) and investigating its type locality (Tengchong，Yunnan) ，the pres- 

ent authors propose a revised description for Sagzttarzia temagtsw2ge1151S as follows， 

Perennial，submersed or emersed herb，Rhizomes lcm long。 Leaves basal，sub- 

mersed or emersed，blades phyllodial or strap-shaped，(4~7)cmX(0. 1 一 0. 2)cm When 

submersed，or ribbon-like to linear-lanceolate，(4 一 11)cmX(0. 4 一 1.6)cm，apex acute 

when emersed，Petioles 10 一 32cm long，ca，2mm in diameter，broadly sheathing at the 

base，Bulbils numerous，globose，subtended by the sheath.Scapes simple，erect，WwWith 

2 一 4，3-flowered whorls，25 一 60cm long，Bracts membranous or occasionally thick- 

ened，connate at the base。Flowers unisexual:， sepals 3，green，ovate，(5 一 7) mr 头 

《2. 5 一 3)mm with membranous margins，closely appressed to the receptacle at maturity 

(Fig. 1: C， 下 ) ; Petals 3，white，1 一 1. 5cm long. Pistillate flowers 1 一 3 at the lowest 

whor]l of the scape，subsessile or on 5mm long markedly thickened pedicels。Pistils nu-= 

merous，free，compressed， Staminate flowers with 1. 5 一 3cm long slender pedicels，sta- 

mens numerous，flaments ca，2mm long，linear or subulate，the oblong or ovate an- 

thers the same length as or slightly shorter than filaments (Fig.1: FE)， Achenes obo- 

vate，jlaterally compressed with a slight flange following the outline of the seed cavity on 

each side，winged，(3 一 4)mmX(2.5 一 3)mm。Beak of achenes recurved，ca。，0. 4mm 

long，vertically to obliquely inserted (Fig。 1: G). 

Yunnan: Tengchiong，Zizhi，alt，2000m，S，、G，Wu 00724 (type，KUN) ，Q._ 上 上 : 

x 本 文 1996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分 类 学 报 》,34(3) :314 一 317。 

sa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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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Sagizittaria temzgtut8ge71315 本 ，Li，(A 一 G) and S$，Poiazzogeti olia Merr 〈 一 ID) 

A: Habit，B: Bubils;，C:，Mature pistillate flowers; D:，，Dorsal bract; 下 :Sepal; 下 :Stamen; 

G:， Achene; 再 Leavers; I，Achene 

Wang W070 (WH);，Dara，T. I Yi1l19 189 (PE); Ten Yuen valljey，G，Forrest 8182 

(photograph，SYS). 

This species grows in paddy fields and marshes at an altitude of 2000m. Leaves may 

be submersed or emersed depending on the water depth. The leaves of plants growing in 

paddy fields without water are all ribbon-like to linear-lanceolate，but never Sagittate， 

and those of the plants growing in marshes with water to 20cm deep are Submersed， 

phylloidal to strap-shaped，A compars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variation of leaf-form be- 

tween Sagittaria temzzgtsu2ge715s1S and its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9 potazzogetz folza 

Merr. is shown in Fig. 2. 

Among leaves with various forms in SagzttariQ，the phyllodial leaves were consid- 

ered Primitive while saglttate leaves advanced (Arber 1920)，According to our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variation of leaf-forms and othe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we 

Support the view-point that Ste7zzgtsw7zzge71S1S 1S probab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two 

subgenera，Subgen. Sagzttarza and Subgen。 Lopjpotocarzpus of Sagzttarzi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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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b C 

Fig. 2 ”Developmental variation of leaf-form 

A: Sagittaria tengtsuagen5is 于 Li a: Submersed; B: Floating;C: Emersed，B: S，zotazzz0geJolia Merr， 

a 一 b:， Submersed or floating leaves of immatureplant; c 一 d: Emersed leaves of mature Plant 

1989),. 

Sasgittaria telgtsu71ge7151S ls closely related to another Chinese endemic Species 9. 

zota7z0getz folia，a member of the subgenus Sagizttaria (Chen 1992，1989，Li 1986). 

The appressed sepals (Fig.1:， C) ，the non-sagittate leaves (Fig.1:， A)，, the size，shape 

and insertion of the achene-beak (Fig.1: G)，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Fig. 3) of S. 

telgtSsW72ge71515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zpotazazogeti folia (Fig.1:， 有 ，[. 

Fig. 3)，All of these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two distinct endemic species to China. 

比例 尽 1/40 000 000 
0 400 800 km 

Fig.3 ， Distribution of Sagzttarzia temgtszdzgezsis HH，Li and Spotazazogeti olia Merr. 

“@”showing the study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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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sgittaria 了 zsgtsxmzgensis (Alismataceae) ， 

a Species Endemic to China 

WANG Qing-feng CHEN Jia-kuan 

(Department of Botany，College of Life Scienc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y) 

Abstract  A revised description of Sagzttarza te7zgtsu2ge71515 HH，Li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examing all specimens and investigating the type locality。，T 工 he data from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and 1ts distribution Support the recognition of two endemic 

Species，S，、te72gtsW71ge71515 and S，zpota720getz folia Merr，in China. 

Key words asgztta7za te7zgtSW728e71515 ，9，zbota7710getz 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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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卫 矛 属 一 新 种 

顾 哲 明 。 诚 静 容 * 
(1 成 都 中 医学 院 ， 成 都 ”610075) 

(2 北京 医科 大 学 ,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 文 发 表 了 卫 了 矛 属 一 新 种 ， 即 滇 西 卫 了 矛 

CSYS 人 Deeys 

关键 词 滇 西 卫 予 ， 新 种 

(Exomzy7azs paravagaz5g Z，M，Guet 

Yunnan (云南 ) : Tengchong (腾冲 )，alt， 8000m，in forests，climbing on trees 

April 21，1984，Z. M. Gu ( 顾 哲 明 ) 84 048 (Type PEMD) 。 

、 
(人 少 

SS 多 
4 

1 汗 西 卫 矛 Euorymazs paravagans Z，M.，Gu et C，Y，Cheng 

1: 花枝 ; 2: 花 的 放大 ; 3: 花 纵 剖面 ; 4: 花 准 ; 5: 果实 “〈 汉 先 洁 绘 ) 

# 本 文 1991 年 发 表 于 《植物 研究 》,11(3) :19 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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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 蕨 本 ， 具 不 定 根 ， 幼 枝 平滑 ， 无 疣 突 。 叶 对 生 ， 纸 质 ， 倒 披 针 形 或 罕 椭 圆 形 ， 

稀 披 针 形 , 长 (5)7.5~12(17)cm， 宽 2.5 一 5cm， 先 端 短 渐 尖 至 渐 尖 ， 基 部 槐 形 至 阔 

攀 形 ， 边 缘 具 玻 浅 锯齿 ， 侧 脉 4 一 6 对 ， 在 两 面 均 突起 ， 网 脉 纤 细 ， 稍 明显 ; 叶柄 极 短 ， 

长 2mm 以 下 。 聚 伞 花 序 腋 生 或 生 于 新 枝 上 ;2 一 4 回 分 枝 ， 总 花梗 长 1 一 2. 2cm 小 花梗 

四 棱 形 ， 中 央 花 的 长 3 一 5cm， 其 余 的 均 短 于 3mm。 花 4 数 ， 和 白色， 直径 约 7.5mm。 昔 

片 半 圆 形 ， 具 细密 齿 缘 ; 花瓣 近 圆 形 ， 有 短 爪 ， 直 径 约 3mm。 雄 蕊 4， 生 于 花 盘 近 边 缘 

处 ， 花 丝 很 短 ， 长 约 0.5mm， 花 药 长 不 及 1mm。 子 房 下 半 部 与 肥厚 花 盘 合生 ，4 室 ， 

胚珠 每 室 2， 室 轴 顶 垂 生 ， 花 柱 短 。 藉 果 扁 球状 ， 腹 颖 处 4 浅 止 ， 直 径 约 1. 3cm， 紫 褐 

色 ， 朴 被 黄 棕色 斑 块 。 种 子 每 室 1 一 2， 假 种 皮 全 包 种子 (图 1)。 

云南 :腾冲 ,海拔 2000m， 林 中 ，1984 年 4 月 21 日 ， 顾 哲 明 84048 (模式 标 本 ， 

存 北京 医科 大 学 植物 标本 室 ) 。 

本 种 与 游 蕨 卫 矛 下 vagans Wall， 相 近 ， 但 叶 常 为 倒 披 针 形 或 罕 椭 圆 形 ， 叶 柄 极 

短 ， 长 不 及 2mm， 花 瓣 具 矩 爪 ， 果 实干 后 紫 褐色 而 易于 区 别 。 

A New Species of Euonymnus from Yunnan 

Gu Zhe-ming Cheng Jing-rong 

(1 Chengdu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engdu 610075) 

(2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Abstract Species affinis 下 .zaga7st Wall ex Roxb. ，sed foliis majoribus plerum- 

que oblanceolatis vel anguste ellipticlis，Ppetiolis brevissimis vix 2mm longls，Ppetalis 

breve unguiculatis，capsula in Sicco brunneo-purpurea differt. 

Frutex scandens，radicellis adventitiis，ramulis junioribus laevlgatls。Folia opposi- 

ta， sempervirentia， chartacea， oblanceolata vel anguste elliptica raro lanceolata， 

(5)7. 5 一 12(17)cm longa，2. 5 一 5cm lata，apice breve acuminata usque acuminata basi 

cuneata usque late cuneata，margine remote serrulata，nervis lateralibus 4 一 6 utrinque 

Prominentibus，nervulis paulo conspicuis，Ppetiolis brevissimis viIx 2mm longls。Dichasia 

axillaria vet ramealia，2 一 4-dichotoma，pedunculis 1 一 2. 2cm longis，pedicellis quadran- 

gulatis，brevibus，centralibus 3 一 5mm longis ，ceteris vix 3mm longis。Flores albi，se- 

palis semi-orbiculatis margine dense denticulatis，petalis rotundatis breve unguiculatis， 

circ。3mm diam. ，disco carnoso 4-lobato. Stamina 4 admarginem disci inserta，filamen- 

tis brevibus circ，0. 5mm longis，antheris 1mm longis，。Ovarium in disco semi-immer- 

sum，4-loculare,， ovulis 2 in quoque loculo collateralibus pendulis。Stylus brevis，Capsu- 

la depresso-globosa，leviter 4-lobata，circ。，1. 3cm diam. ，in Sicco brunneo-purpurea， 

plus minusque pallido-furfuracea，Semina arillis aurantiacis to inclusa. 

Key words 正 xozy7722s pa7ravaga715 Z，、M，Gu et C.、Y，、Cheng，New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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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 花 扭 柄 花 (Streptoprs Simplex) 的 染色 体 新 基数 

中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究 所 ，650204) 

摘 要 本 文 对 中 国 云南 产 腋 花 扭 柄 花 〈Streptozpus szzaplez D. Don. ) 的 4 个 居 群 进 

行 了 细胞 学 遗传 学 研究 。 生 长 在 中 旬 和 小 中 旬 冷 杉林 中 的 腋 花 扭 柄 花 体 细胞 染色 体 数 z= 

8, 27 王 16; 而 生长 在 高 黎贡山 的 泸 水 片 马 和 贡 山 垣 口 竹 丛 的 则 为 zx=7，22 三 4。 核 型 观察 

显示 小 中 旬 和 中 和 旬 两 居 群 的 核 型 公式 分 别 为 2 一 4m 十 8sm 十 4st 和 27=8m 十 2Sm 十 6st; 页 

山 和 片 马 两 居 群 的 核 型 公式 分 别 为 2" 王 14 王 4m 十 10sm，27 王 14 三 7m 十 7sm。 据 核 型 分 析 

推测 腋 花 扭 柄 花 的 染色 体 基数 变异 应 为 染色 体 发 生 了 Roberstonian 易 位 即 着 丝 粒 横 裂 或 并 

和 〈centric fission and centric fusion) 所 致 。 由 于 扭 柄 花 属 的 染色 体 基 数 是 z=8， 若 认为 工 

=8 是 腋 花 扭 柄 花 〈S，szzzzplez) 的 染色 体 原始 基数 ， 则 z=7 的 两 居 群 的 染色 体 结 构 变 异 

是 由 xz=8 的 染色 体 的 两 条 st 型 染色 体 的 着 丝 粒 发 生 了 并 和 (centric fusion) 而 来 。 并 三 7 

的 居 群 可 能 是 一 个 已 经 适应 了 汗 西 北 高 山 草 旬 生 境 的 衍生 类 群 。 

关键 词 ” 腋 花 扭 柄 花 ， 染色 体 数目 变异 ， Roberstonian 易 位 ， 着 丝 粒 横 裂 或 并 和 

扭 柄 花 属 〈Streptopus Michx. ) 隶属 于 百合 科 〈Liliaceae) 黄精 族 (Polygonate- 

ae) ， 分 布 于 北 温带 ， 属 内 在 全 球 只 有 约 10 种 〈Chen et al ”2002)， 却 是 一 个 倍 性 十 

分 多 样 的 属 : 27 三 16、24、 3 和 48、54 (Hong ”1990，Plante 1995a606r 

1987) 。 现 有 的 文献 显示 (Hong 1990，Plante 1995，Kapoor 1987，Gu et al. 

1998) ， 该 属 的 染色 体 基 数 为 x 王 8。 只 有 Takahashi (1976) 报道 产 自 日 本 的 S，strez- 

ioides 为 2 一 54 (zz 一 9，6z 王 54) 。 据 顾 志 建 等 (1998) 报道 S，szzzzplez 体 细 胞 染色 体 

数 2" 王 32 (z 一 8) 。 笔 者 对 中 国 云南 高 黎贡山 两 居 群 和 中 旬 两 居 群 的 细胞 学 实验 观察 ， 

其 体 细胞 染色 体 数 分 别 为 2* 王 14 和 2z* 一 16。 

染色 体 数目 的 变异 可 以 导致 物种 起 源 ， 是 植物 进化 的 一 种 重要 方式 。 着 丝 粒 横 裂 和 着 

丝 粒 合并 是 染色 体 变 异 的 主要 方式 之 一 ， 它 直接 影响 着 染色 体 的 数目 、 形 态 和 结构 〈 袁 永 

明 1989)。 在 动物 中 着 丝 粒 横 裂 和 着 丝 粒 合并 是 核 型 变异 的 一 种 非常 重要 的 方式 ， 已 有 

许多 经 典 的 例证 (White 1973，King 1993) ， 但 在 高 等 植物 中 这 样 的 例证 虽然 近年 有 所 

增加 但 相对 而 言 仍然 很 少 (Keith 1998)。 由 于 着 丝 粒 横 裂 和 着 丝 粒 合 并 是 唯一 可 以 通过 

比较 染色 体 核 型 而 观察 到 ， 几 个 经 典 的 例子 如 洪 德 元 〈1986) 对 飞 燕 草 属 (Consolida) 的 
2 一 9 新 基数 起 源 的 研究 ;Hunt (1980) 对 Zebrina 和 Cymbispatha 组 内 的 着 丝 粒 合并 的 判 

断 都 是 基于 核 型 分 析 。 本 研究 旨 在 通过 对 S，szzzplez 4 个 居 群 的 核 型 分 析 讨 论 其 染色 体 基 

数 变异 的 原因 及 机 制 ， 结 合 实验 结果 讨论 染色 体 变 异 与 地 理 分 布 的 关系 。 

1 ”材料 与 方法 
本 研究 的 实验 材料 和 凭证 标本 号 见 表 1。 赁 证 标本 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所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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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 活 植物 栽培 于 昆明 植物 园 。 

表 1 S. simplex 的 材料 来 源 

编号 采集 地 海拔 /m 生长 环境 凭证 标本 
A 贡 山 3440 高 山 灌木 IT，Zhang 141 

B 片 马 3100 高 山 灌 木 T，Zhang 151 

[人 中 旬 3600 云 杉林 T，Zhang 161 
D 小 中 多 3500 云 杉 林 T， Zhang 171 

在 活体 植株 上 取 根 尖 。 用 饱和 对 二 毛茶 室 温 下 处 理 4h， 然 后 用 卡 诺 固定 液 (1002% 

乙醇 : 冰 醋 酸 =3 : 1) 在 4C 下 固定 至 少 30min， 然 后 在 70%% 的 乙醇 中 放置 10min， 后 

在 60C 水 浴 中 用 解 离 液 (INAHCI : 45%CHsCOOH=1 :1) 解 离 30s。 用 地 衣 红 染色 

过 夜 。 用 常规 压 片 法 压 片 ， 在 Zeiss 显微镜 在 100 倍 油 镜 下 观察 。 用 德国 的 蔡氏 公司 的 
Ikaros 软件 照相 ， 核 型 分 析 按 李 概 学 等 (1985) 的 方法 进行 ， 核 型 分 类 按 Stebbins 

(1971) 标准 划分 。 

2 实验 结 有 果 

观察 S. szzzplez 4 个 居 群 中 凶 、 小 中 旬 、 片 马 和 贡 山 的 核 型 显示 : 片 马 和 贡 山 居 群 

27 王 14， 为 二 倍 体 ，z 王 7。 两 居 群 的 核 型 基本 一 致 ， 第 一 对 染色 体 都 是 m 型 染色 体 ， 

其 长 度 约 为 其 余 染 色 体 的 2 倍 。 片 马 居 群 的 核 型 公式 为 22=7m 十 7sm， 贡 了 山居 群 的 核 

型 公式 为 2 一 4m 十 10sm。 核 型 不 对 称 系数 均 为 0.43， 属 于 2B 型 其 中 片 马 居 群 ， 第 5 

对 染色 体 的 一 条 为 m 型 (长 臂 / 短 臂 二 1. 70) ， 另 一 条 为 sm 型 (长 臂 / 短 臂 一 1. 78) 。 

中 旬 和 小 中 旬 居 群 2" 王 16，z 王 8， 也 是 二 倍 体 。 该 两 居 群 没有 一 对 大 的 m 型 染色 

体 ， 表 现 为 相对 长 度 由 大 到 小 渐变 。 中 旬 居 和 群 的 核 型 公式 为 22* 王 8m 十 2sm 十 6st， 核 型 

不 对 称 系数 为 0.43， 属 于 2B 型 ， 小 中 旬 居 群 的 核 型 公式 为 2*= 王 4m 十 8sm 十 4st。 核 型 

不 对 称 系数 为 0.56， 属 于 3B 型 。 

具体 核 型 图 见 图 1， 核 型 参数 见 表 2。 

表 2 S， simzplex 4 个 居 群 的 核 型 参数 

小 中 向 中 条 片 马 贡 山 
2 一 4m 十 8sm 十 4st 27 一 8m 十 2Sm 十 6st 27 一 7m 十 7sm 27 一 4m 十 10sm 

RL ratio | 吕 密 RL ratio RPRL 4 可 ratio EYE RL ratio EC 

1 9.77 3. 00 st 9. 38 2 St 鲁 7h 5 帮 训 Im SS 岂 寺 Im 

1 9. 42 5 有 St 8. 89 3. 00 St 2 0 Im 1 9250 人 Im 

2 8 73 总 1 St 8. 89 8 St 8. 09 25 Im 7 全 汪 ZN Sm 

2 7. 16 3 St 156GS 避 3 st 7 1. 69 Im 6. 99 2 485 Sm 

3 TD 他 Sm 6. 91 长 和 人 St 汉人 Sm 6. 62 2 SI 

3 16 区 员 /区 SI 6. 67 2. 38 St 6. 29 7 才 前 | SIm 6. 43 1.91 SIm 

4 6. 28 2 Sm 6. 42 1. 60 Im 6. 29 中 前 册 SIm 56.。25 | SIm 

二 6. 28 2. 60 Sm BEE7 7 Im 5. 84 史 .- Sm 25 2. 09 Sm 

5 5w93 人 SI 5. 68 2. 29 Sm 6. 07 ] 品 79 Im 6. 07 1 95 SIm 

5 5 7 SI 5.68 2. 29 SIm 5.62 1.78 Sm 5. 88 1. 90 Sm 

6 4. 89 多. SI 5945 1. 44 Im 362 1.78 Sm 589L 3 Im 

6 4. 54 2 全 司 Sm 4. 94 1. 50 In 5389 2. 00 Sm SSS 1.64 Im 

7 4. 54 LS38 Im 4. 44 1 晤 3 Im 人 Ta Im 5. 88 2 SIm 

7 4. 36 US Im 4. 69 ]375 Im 72 1 Im 4. 96 必 区 9 Sm 

8 | 本 Im 4. 20 1. 43 Im 

8 4.01 1. 56 Im 305 人 7 Im 

注 : RL 三 相对 长 度 ，ratio 王 长 臂 / 短 臂 ，PC= 着 丝 粒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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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 sizzzplez 4 个 居 群 的 体 细胞 染色 体 中 期 图 和 核 型 图 

A，A':;， 贡 山 居 群 2 一 14 王 8m 十 6sm; B，B' : 片 马 居 群 2" 一 14 王 6m 十 8sm; C，C' : 中 旬 居 群 2 三 16 三 

6m 十 6sm 十 4st; D，D': 小 中 旬 居 群 2" 王 16 王 6m 十 6sm 十 4st; 标尺 三 5pm 

3 讨论 
比较 S， szzzzplez 4 个 居 群 的 核 型 可 以 看 出 ， 中 旬 和 小 中 旬 居 和 群 (22 二 16，Z 一 8) 

均 有 两 对 st 型 染色 体 ;， 而 贡 山 和 片 马 居 群 (2" 王 14,，z=7) 没有 ， 却 有 一 对 mm 型 染色 

体 ， 从 相对 长 度 看 这 一 对 mm 型 染色 体 大 约 为 其 他 染色 体 长 度 的 2 倍 ， 我 们 推测 该 4 个 

居 群 染色 体 数 目 和 基数 的 变异 是 由 于 着 丝 粒 发 生 横 裂 或 合并 所 致 ， 即 一 对 mm 型 染色 体 

横 裂 为 两 对 st 型 或 两 对 st 型 染色 体 合并 为 一 对 m 型 。 

由 于 一 条 mm 染色 体 发 生 着 丝 粒 横 裂 的 直接 产物 应 是 两 条 {t 型 染色 体 ， 而 两 条 st 型 

染色 体 通 过 着 丝 粒 并 合 形成 一 条 m 型 染色 体 是 容易 实现 的 ， 故 S， sizzplez 中 22 王 16 届 

群 的 两 对 st 型 染色 体 并 合 为 一 对 m 染色 体 的 可 能 性 更 大 ， 另 一 方面 ， 判 断 着 丝 粒 横 裂 

与 并 合 的 另 一 条 准则 是 确定 分 类 群 的 原始 基数 ， 由 原始 基数 上 行 ， 伴 随 中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的 减少 和 端 部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的 增加 的 变化 为 横 裂 ， 反 之 则 为 并 合 〈 圳 永明 1989)， 

。264 。 



由 于 本 属 的 原始 基数 未 知 ， 大 多 数 的 观察 显示 本 属 染 色 体 基数 为 zx 二 8， 若 认为 zx 一 8 是 

原始 基数 ， 则 z=7 为 新 基数 ， 本 类 群发 生 的 是 着 丝 粒 并 合 。 一 般 认 为 着 丝 粒 并 合 的 机 制 

是 一 条 有 具 端 部 或 近 端 部 着 丝 粒 染色 体 的 短 臂 和 另 一 条 类 似 染 色 体 的 长 臂 在 近 轴 区 断裂， 接 

着 发 生 并 合 ， 分 别 把 长 臂 和 长 臂 ， 短 臂 和 短 臂 衔接 起 来 ， 结 果 形 成 两 条 具 中 部 着 丝 粒 的 染 

色 体 ， 一 条 大 ， 另 一 条 很 小 ， 由 于 这 条 大 染色 体 已 经 含有 绝 大 部 分 原 有 遗传 信息 ， 而 小 染 

色 体 在 遗传 上 已 不 重要 ， 再 加 上 其 太 小 以 至 减 数 分 裂 时 进行 联 会 和 形成 交叉 的 可 能 性 微 乎 

其 微 ， 因 此 常常 丢失 〈 洪 德 元 1990)。 因 此 植物 的 表 形 特征 一 般 不 会 有 明显 变异 。 
发 生 横 裂 更 “容易 ”: 着 丝 粒 平行 疡 裂 后 ， 容 易 形 成 具有 功能 的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圳 永明 1989)。 一 旦 发 生 着 丝 粒 横 裂 必 将 改变 连锁 基因 群 的 关系 ， 从 而 表现 出 多 种 效 

应 或 是 生理 生态 方面 或 是 形态 方面 的 变异 ， 最 后 在 居 群 间 产 生 后 生 的 基因 交流 障碍 ， 新 

的 遗传 结构 和 功能 或 多 或 少 会 导致 表 形 特征 发 生 一 些 变异 以 至 新 种 的 形成 〈Keith 

1998) 。 笔 者 仔细 分 析 观 察 了 两 种 基数 4 个 居 群 的 活 植物 及 标本 没有 发 现 它们 间 在 形态 

特征 有 明显 的 变异 。 综 合 以 上 分 析 ， 笔 者 推测 S.szzzzzez 的 并 =7 的 染色 体 新 基数 是 由 

Z 王 8 的 染色 体 发 生 着 丝 粒 并 合 而 来 。 

从 生长 环境 看 ， 中 旬 和 小 中 旬 居 群 (2" 王 16) 生长 在 海拔 3500m 左右 的 云 杉 林 里 ， 

而 贡 山 和 片 马 居 群 (2* 王 14) 生长 在 海拔 3100 一 3400m 的 高 山 草 多 或 竹林 光 丛 中， 根 

据 野 外 观察 生境 的 差异 并 未 在 形态 上 表现 太 大 的 差异 ， 但 从 z=7 的 居 群 能 正常 结实 来 

看 ， 该 类 群 可 能 是 一 个 已 经 适应 了 滇 西北 高 山 草 旬 生 境 的 衍生 类 和 群 。 继 续 观 察 本 类 群 的 

遗传 分 化 对 研究 植物 进化 有 重要 局 示 。 

染色 体 基 数 问 题 方面 ， 结 合 已 发 表 的 文献 和 本 文 报道 的 z=7 的 新 基数 ，Strebpto- 

zz 属 内 有 过 二 7、z 王 8 和 Z= 王 9 LTakahashi (1976) 报道 的 S. strezptozaes 272 王 54， 也 

可 看 作 z=9，6z 王 54] 3 种 基数 ， 按 本 文 的 推论 ，z=7 和 xzZ=9 都 应 为 衍生 的 基数 ， 均 

由 二 =8 而 来 ，Streptopus 属 仍 是 一 个 进化 十 分 活跃 的 类 群 。 从 地 理 分 布 看 ， 北 美 

Streptopus 属 的 3 个 种 只 有 22 王 16 和 2 一 32 两 种 染色 体 数 ， 而 东亚 的 日 本 、 朝 鲜 半 岛 
和 中 国 东 北 有 2 一 24、48、54， 中 国 西 南 有 2" 王 14、16、32 等 多 种 染色 体 数目 ， 在 染 
色 体 水 平 上 说 明 东 亚 是 Streptozpus 属 的 分 化 非常 活跃 的 地 区 。 

主要 参考 文献 

Chen Xinqi，Minoru N I，2002. Liliaceae。Flora of China，24:， 153 

Gu Z-] ，Sun 再 .1998，The chromosome report of some plants from Motuo，Xizang (Tibet). Acta Botanica Yunnani- 

cay 20(2) : 207 一 210 

Hong D-Y. 1986. Acta Botanice Sinica，28(1): 1 一 10 

Hong D a. Sauer W. 1990.Cytotaxonomical studies of the Liliaceae (S，1. )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of northeast- 

ern China。Cathaya，2:， 151 一 164 

Hunt D R. 1980. Sections and series in Tradescantia，American Commelinaceae IX，KEW Bul1. 35: 437 一 442 

Kapocr B M，Ramcharitar S，Gervais C. 1987. Index to Plant Chromosome (1986 一 1987)，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 

Kieth Jones，1998.， Robertssonian fusion and centric fission in karyotype solution of high plants，The Botanical Re- 

view，64: 273 一 289 

King M. 1993. Species evolution-the role of chromosome change，Cambri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LI Maoxue，Chen Reiyang. 1985.， A suggestion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karyotype analysis in plants。J Wuhan Bot 

865 。 



Res，3: 297 一 302 

Paolo Caputo，Salvatore Cozzolino，Luciano Gaudio，et al，1996. Karyology and phylogeny of some mesoamerican Species of 

Zamia (Zamiaceae)，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83(11): 1513 一 1520 

Plante S 1995，IOPB chromosome data 1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lant Biosystematists Newsletter ，25: 9 一 10 

Stebbins，Ledyard G，1971， Chromosome evolution in higher Plants，London: Edward Amold Ltd 

Takahashi，1976， Index to Plant Chromosome (1975 一 1978).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 

White Cf. 1973，Animal Cytology and Evolution，Ed，3. Cambri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Yuan Y-M,，1989，Centric fission，centric fusi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chromosomal evolution of higher plants， 

Guihaia，9(1):， 67 一 75 

The New Basic Chromosome Number of Streptoprs SIL7zD1ex 

ZHANG Ting GU Zhi-jian 

(The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Kunming 650204，Chinay) 

Abstract Four populations of Sireptozpus Sz72zpLez in Yunnan，China Were Investi- 

gated cytologically。Chromosomal numbers of the Zhongdian and Xiao zhongdian popu- 

lations that growing in Spruce forest are 27 一 16 with Z 一 8; that of the populations 

growing in Alp shrub in Pianma and Gongshan are 27 王 14 with 工夫 7， The karyotype 

formulas are as follows: 272 王 4m 十 8sm 十 4st and 2 一 8m 十 2sm 十 6st for the Xiao zhong- 

dian and Zhongdian populations respectively; 27 王 14 王 4m 十 10sm for the Gongshan and 

27 一 14 三 7m 十 7sm for the Pianma。 The karyotyping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occur- 

rence of the basic _ chromosome number variation within the Single species .9. 52772 力 Le 并 

must involved Roberstonian fusion or centric fission。Considering that the basic chromo- 

somal numbers of most species in 9$. sz772jlez are Z 一 8,， taking zx 一 8 as the original num- 

ber of the genus will be reasonable. The basic chromosome number zz 一 7 of S. 5z77z 力 /ez 

1S probably resulted by centric fusion of two st chromosomes of ancient S， 5z72zlez with 

Z 二 8. populations with z 王 7 are probably derived ones adapted to Alp shrub in north- 

west Yunnan China. 

Key words Sirezptopus 5z722Lez，Chromosome number vatriation，Roberstonian fu- 

Silon and centric fission 

ZX66 。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 

王 志 恒 有 陈 安平 朴 世 龙 方 精 云 
(北京 大 学 环境 学 院 生态 学 系 ， 北 京 大 学 生态 学 研究 与 教育 中 心 ， 

北京 大 学 地 表 过 程 分 析 与 模拟 教育 部 重点 实验 室 ， 北 京 ”100871) 

摘 要 物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分 布 格局 成 为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的 热点 。 为 探讨 中 尺 

度 区 域 物 种 丰富 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分 布 ， 本 文 以 高 黎贡山 为 研究 对 象 ， 利 用 该 地 区 的 地 方 植 

物 志 资 料 ， 结 合 通过 GIS 生成 的 区 域 数字 高 程 模型 (DEM) 数据 ， 分 析 了 该 区 域 全 部 种 子 

植物 和 乔木 灌木 、 草 本 三 种 生活 型 种 子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的 垂直 分 布 格局 以 及 物种 密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特征 。 结 果 表 明 : @ 全 部 种 子 植 物 和 不 同 生活 型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呈现 先 增加 后 减 小 的 趋势 ， 最 大 值 出 现在 海拔 1500 一 2000m 的 范围 ; @ 物 种 密度 与 海 

拔 也 呈现 单 峰 曲线 关系 ; @ 物 种 丰富 度 和 物种 密度 分 布 格局 的 形成 主要 受 海拔 所 反映 的 水 、 

热 状 况 组 合 以 及 物种 分 布 的 边界 影响 。 

关键 词 ” 物 种 丰富 度 ， 物 种 密度 ， 生 活 型 ， 垂 直 格 局 ， 海 拔 梯度 ， 地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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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丰富 度 〈species richness) 及 其 分 布 格局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的 一 个 重要 内 容 
( 贺 金 生 等 ”1997)。 理 解 物种 丰富 度 的 分 布 格局 及 其 影响 因素 对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具有 

指导 意义 ， 因 而 一 直 是 生态 学 家 们 感 兴趣 的 领域 。 

近年 来 ， 物 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分 布 格局 受到 越 来 越 多 的 关注 。 很 多 研究 者 认 

为 ， 海 拔 是 影响 物种 丰富 度 格局 的 决定 性 因素 之 一 〈Stevens 1992，Lieberman et al. 

1996，Lomolino 2001，Brown 2001)。 研 究 表明 ， 海 拔 对 物种 丰富 度 垂 直 格 局 的 

影响 是 随 着 区 域 位置 和 植物 分 类 群 的 不 同 而 存在 较 大 差异 的 。 例 如 ，Whittaker 等 

(1975) 对 美国 亚利桑那 州 的 Santa Catalina 山 的 研究 发 现 ， 物 种 多 样 性 在 中 海拔 地 段 

最 高 。Ohsawa 〈1991、1995) 对 亚洲 湿润 季风 区 的 7 个 山地 的 物种 丰富 度 垂 直 分 布 格 
局 进行 了 研究 ， 并 对 比 了 热带 山地 和 温带 山地 物种 丰富 度 分 布 格局 的 差异 ， 结 果 发 现 热 

带 山 地 物种 丰富 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迅速 降低 ， 而 温带 山地 的 物种 丰富 度 随 海拔 升 高 的 变化 

很 小 。Kessle (2000) 研究 了 玻利维亚 的 安第斯 山 示 床 科 〈Acanthaceae)、 天 南星 秋 

(Araceae) 、 凤 梨 科 (Bromeliaceae) 、 仙 人 掌 科 〈Cactaceae) 、 早 牡丹 科 〈Melastomata- 

ceae) 以 及 蕨 类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的 垂直 分 布 格局 ， 发 现 不 同 分 类 和 群 植 物 的 物种 丰富 度 随 

海拔 升 高 的 变化 趋势 是 不 同 的 ， 主 要 有 3 种 形式 : 单调 下 降 、 先 下 降 后 升 高 〈inverse 

hump-shaped curves) 以 及 先 升 高 后 降低 (hump-shaped curves)。 在 国内 ， 沈 泽 昊 等 

x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12(1):82 一 88。 



(2000，2001) 对 大 老 岭 和 贡 嘎 山 的 物种 丰富 度 格局 进行 了 研究 ;王国 宏 〈2002)、 江 明 

喜 等 〈2002) 分 别 对 中 国 西北 部 的 祁连山 和 中 部 的 香 溪 河 流域 进行 了 研究 ;发现 随 海拔 
的 升 高 ， 物 种 丰富 度 呈 现 先 增 大 后 减 小 ， 即 中 海拔 地 区 物种 丰富 度 最 高 的 趋势 。 但 是 ， 
对 于 物种 丰富 度 的 垂直 格局 ， 目 前 还 没有 形成 一 致 的 结论 〈Lomolino 2001)， 因 此 对 
不 同 区 域 、 不 同 山体 以 及 不 同 分 类 群 物种 丰富 度 分 布 格局 的 个 案 研究 ， 对 阐明 物种 丰富 
度 与 海拔 的 关系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高 黎贡山 所 在 的 横断 山南 段 是 我 国 17 个 具有 全 球 意义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关键 区 域 之 一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国情 研究 报告 编写 组 “1998) ， 也 是 全 球 25 个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热点 
(hot spot) 之 一 (Myers et al. 2000) 。 本 研究 区 大 部 分 处 于 该 关键 区 范围 内 ， 同 时 ， 

因 其 山体 相对 高 差 大 ， 为 研究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垂直 分 布 格局 提供 了 良好 的 自然 条 件 ， 详 细 
记载 植物 物种 分 布 资料 的 地 方 植物 志 〈 李 恒 等 “2000) 的 出 版 ， 使 该 地 区 植物 物种 多 样 
性 垂直 格局 的 研究 成 为 可 能 。 本 文 利用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植物 志 资 料 ， 对 该 地 区 物种 丰富 
度 的 垂直 分 布 格局 进行 了 初步 研究 ， 试 图 揭示 : @ 全 部 物种 以 及 乔木 、 灌 木 和 草本 3 种 
生活 型 物种 和 特有 种 的 物种 丰富 度 的 垂直 分 布 格局 ， 并 初步 探讨 影响 这 种 分 布 格局 的 生 
态 因子 ，@ 物 种 密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趋势 ， 以 及 地 形 等 因子 的 作用 ; 四 以 地 方 植物 志 
为 数据 来 源 ， 探 讨 让 地 生物 多 样 性 规律 的 可 能 方法 和 思路 。 

1 研究 区 概况 

高 黎贡山 位 于 中 缅 交 界 地 带 ， 地 处 横断 山区 南 段 ， 介 于 24"40 一 28"30 N 和 

97"30 一 99"00 下 ， 其 范围 是 中 国 既 江 〈 萨 尔 温江 ) 和 缅甸 恩 梅 开 江 〈 伊 洛 瓦 底 江 的 上 

游 ) 之 间 的 分 水 山脉 和 山地 两 侧 地 域 〈 李 恒 等 ”2000)。 区 域 北部 位 于 中 国 西藏 自治 区 

境内 ， 东 部 和 南部 位 于 云南 省 境内 ， 而 西部 位 于 缅甸 北部 的 克 钦 邦 境内 ， 行 政 区 域 包括 

我 国 云南 龙 陵 县 北部 、 腾 冲 县 全 境 ， 保 山 、 泸 水 、 福 贡 、 贡 山 县 的 西部 、 察 隅 南部 以 及 

缅甸 北部 克 钦 邦 〈 李 恒 等 ” 2000) ， 总 面积 有 35 452 km2 (图 1)。 

受 来 自 印 度 洋 的 西南 季风 的 影响 ， 高 黎贡山 地 区 在 总 体 上 属于 季风 气候 类 型 ， 但 南 

北部 差异 较 明 显 : 南部 地 区 具有 明显 的 干 湿 季 ， 而 北部 地 区 四 季 的 降水 分 配 较 均匀 

(图 1) 。 区 域内 地 形 起 伏 剧 烈 ， 多 高 山 深 谷 ， 有 很 多 4000m 以 上 的 高 山 ， 同 时 孕育 了 平 

均 深 度 达 2000m 的 世界 第 二 大 峡谷 一 一 怒江 大 峡谷 ， 这 些 高 山 深 谷 成 了 物种 传播 和 交 

流 的 天 然 障 碍 ， 对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植物 区 系 的 形成 和 发 展 有 巨大 的 作用 。 

高 黎贡山 物种 资源 丰富 ， 区 域内 共有 种 子 植物 4294 种 ， 隶 属于 201 科 1103 属 ， 其 中 

乡土 植物 4187 种 ， 隶 属于 193 科 1050 属 ， 栽培 植物 107 种 ， 隶 属于 50 科 92 属 ( 表 1)。 

种 子 植物 的 各 科 中 以 兰 科 〈Orchidaceae) 的 物种 丰富 度 最 高 〈 李 恒 等 ”1999)， 有 
264 种 74 属 ， 这 与 中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以 禾 本 科 和 菊 科 物种 丰富 度 最 高 相 比 具有 明显 的 
特色 。 

高 黎贡山 特有 种 〈endemic species， 在 本 文中 指 分 布 仅 限 于 高 黎贡山 这 一 自然 单元 

内 的 植物 种 ) 非常 丰富 ， 共 有 434 种 ， 隶 属于 88 科 205 属 ， 其 中 以 杜 鹏 花 科 〈Ericace- 

ae) 种 数 最 多 ， 达 50 种 。 

由 于 相对 高 差 大 且 基 带 纬度 低 ， 区 域内 发 育 了 完整 的 垂直 植被 带 谱 ， 自 下 而 上 依次 

是 热带 季 雨 林带 、 亚 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包 括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湿 
。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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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 黎贡山 的 位 置 、 地 形 和 生态 气候 

I:， 寒 温 带 针 叶 林 区 域 ，II: 温带 针 闪 叶 混交 林 区 域 ，III: 暖 温 带 落叶 阔 叶 林 区 域 ， IV: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区 

域 ;，V: 热带 季 雨 林 区 域 ，VI: 温带 草原 区 域 ，VII: 温带 荒漠 区 域 ，VIII:， 青藏 高 原 高 寒 植被 区 域 (区 划 方 案 

根据 中 国 植被 图 编辑 委员 会 ”2001)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落 叶 冰 叶 林 、 针 叶 林 、 江 从、 草丛 和 草 旬 植 被 ， 

其 中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是 其 地 带 性 植被 类 型 〈 李 恒 等 ” 2000)。 
表 1 高 黎贡山 种 子 植物 物种 的 组 成 

乡土 植物 栽培 植物 总 计 

科 数 193 50 2011 

属 数 1050 92 103 

种 数 4187 107 4294 

裸子 植物 31 2 333 

双子 叶 植物 3314 认 389 

单子 叶 植 物 842 30 872 

注 : 据 李 恒 等 (2000) 整理 Based on Flora of Gaoligong Mountains (Liet al. 2000) 。 

2 资料 来 源 与 分 析 方 法 

2.1 资料 来 源 

植物 物种 以 及 各 种 植物 分 布 的 海拔 范围 资料 是 本 研究 的 基础 ， 这 些 数据 主要 来 自 
3 下 



《高 黎贡山 植物 》( 李 恒 等 ” 2000)。 
利用 研究 区 的 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来 表现 研究 区 内 的 地 形 特征 ， 所 使 

用 的 DEM 来 自 于 根据 中 国 1 : 1 000 000 地 形 图 建立 的 全 国 范围 的 DEM， 分 辩 率 为 

0. 5kmX0. 5km。 

2.2 于 本 方法 

2.2.1 物种 信息 数据 库 的 建立 

根据 《高 黎贡山 植物 》( 李 恒 等 ”2000) 中 提供 的 高 黎贡山 地 区 种 子 植物 名 录 ， 将 每 

种 植物 的 相关 信息 ， 包 括 其 种 名 和 所 属 科 、 属 的 名 称 、 生 活 型 (乔木 /灌木 /草本 )、 分 布 

海拔 范围 、 是 否 为 本 地 区 系 植物 、 是 否 为 特有 种 等 信息 ， 输 入 计算 机 中 建立 数据 库 。 

2.2.2 地 形 特征 的 计算 

首先 ， 将 高 黎贡山 地 区 由 低 到 高 分 成 若干 个 海拔 段 。 分 段 时 尽量 均匀 ， 基 本 上 以 每 
500m 为 一 个 海拔 段 。 由 于 区 域内 低 海 拔 地 区 只 存 

表 2 区 域内 各 个 海拔 段 的 范围 在 于 少数 河谷 地 带 ， 面 积 很 小 ， 因 此 将 600m 以 下 

放 妆 范围 /mm 地 区 作为 一 个 海拔 段 。 昌 然 区 域内 最 高 海拔 

: 人 5000m 以 上 ， 不 过 由 于 这 些 高 海拔 地 区 面积 较 小 ， 

3 2 同时 海拔 4600m 以 上 的 物种 数量 很 少 ， 因 而 将 

4 1500 一 2000 4600m 以 上 作为 一 个 海拔 段 ， 分 段 情况 见 表 2。 

5 2000 一 2500 然后 ， 利 用 DEM 计算 各 个 海拔 段 的 面积 〈 投 

人 影 面积 ) 以 及 平均 海拔 。 其 中 ， 面 积 的 计算 是 根 
EN 据 各 个 海拔 段 的 海拔 范围 ， 利 用 GIS 软件 对 区 域 

9 4000 一 4600 DEM 进行 揪 值 运算 ， 得 到 各 个 海拔 段 的 象 元 数 ， 

10 >4600 再 利用 象 元 数 与 每 个 象 元 代表 的 实际 陆地 面积 相 

乘 而 得 到 每 一 个 海拔 段 的 实际 面积 。 

2.2.3 物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根据 上 述 每 一 海拔 段 的 海拔 范围 以 及 每 种 植 

物 分 布 的 海拔 范围 ， 统 计 每 一 个 海拔 段 内 种 子 植物 的 科 属 、 种 的 数量 以 及 乔木 灌木 、 草 
本 3 种 不 同 生活 型 植物 的 种 数 。 

2.2.4 物种 密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一 个 地 区 的 物种 丰富 度 受 该 地 区 面积 的 影响 很 大 (Arrhenius ”1921，MacArthur 
et al， 1963，He et al，1996)。 为 了 消除 这 种 面积 的 影响 ， 使 用 下 式 计 算 物 种 密度 

《Species density) (Qian 1998) : 

同 ES 友 

式 中 ， 为 物种 密度 ;，S 为 区 域内 物种 丰富 度 ;，A 为 区 域 面 积 。 与 此 相 类 似 ， 还 计算 了 

属 的 密度 〈genus density) 和 科 的 密度 〈family density)。 有 研究 表明 ， 在 30"N 以 北 ， 

7 区 80 。 



物种 密度 由 高 纬度 向 低 纬度 呈现 逐步 增加 的 趋势 ， 并 发 现 物 种 密度 的 分 布 格局 与 地 形 有 
密切 关系 〈Korner 2000)。 本 文 根 据 各 海拔 段 的 物种 数量 以 及 相应 的 面积 ， 计 算 高 黎 
贡 山 各 个 海拔 段 的 物种 密度 〈 包 括 属 的 密度 和 科 的 密度 )， 并 依 此 研究 物种 密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 

3 结果 与 讨论 
3.1 地 形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在 本 文中 ， 用 不 同 海拔 段 的 面积 和 平均 海拔 来 描述 区 域 的 地 形 特 征 ， 各 个 海拔 段 的 
面积 随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如 图 2 所 示 。 可 以 看 出 ， 区 域 的 面积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呈现 先 增 大 
后 减 小 的 趋势 ， 其 中 在 海拔 2000 一 2500m 的 地 段 〈 平 均 海拔 为 2184m) 面积 最 大 。 

3.2 分 类 群 丰 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图 3 显示 了 区 域内 各 个 海拔 段 的 分 类 群 丰富 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趋势 。 分 类 群 的 丰 

富 度 分 别 在 科 、 属 和 种 3 个 水 平 上 衡量 。 可 以 看 出 ， 在 低 海 拔 地 区 ， 随 海拔 升 高 ，3 个 

分 类 和 群 的 丰富 度 都 是 先 迅 速 增 大 ， 后 缓慢 下 降 。 也 就 是 说 ， 中 海拔 地 区 (1500 一 

2000m， 平 均 海 拔 为 1653m) 的 分 类 群 丰富 度 最 高 。 出 现 最 大 值 的 海拔 段 的 植被 类 型 是 

该 地 区 的 地 带 性 植被 一 一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 主 要 分 布 在 海拔 2500m 以 下 ) 。 这 一 地 段 

并 不 是 区 域内 面积 最 大 的 海拔 段 ， 说 明 分 类 群 丰 富 度 并 不 只 受 区 域 面积 的 影响 ， 其 他 因 

素 也 影响 物种 丰富 度 的 大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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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 黎贡山 不 同 海拔 段 的 面积 及 所 占 总 面积 图 3 科 属 种 丰富 度 随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的 比例 随 海拔 的 变化 

3.3 不 同 生活 型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研究 表明 ， 不 同 生活 型 植物 对 海拔 的 敏感 程度 不 同 ， 因 而 其 物种 丰富 度 可 能 具有 不 

同 的 海拔 梯度 格局 (Hamilton 1981，Wang et al 2002)， 图 4a 反映 了 乔木 、 灌 木 

和 草本 3 种 不 同 生 活 型 植物 的 物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趋势 。 可 以 看 出 ，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 乔 木 、 灌 木 和 草本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的 变化 趋势 是 相同 的 ， 这 与 Hamilton 等 
《1981) 的 研究 结果 不 同 。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3 种 生活 型 植物 的 物种 丰富 度 均 呈现 先 增 

人 



大 后 减 小 的 趋势 。 最 高 值 出 现在 海拔 1500 一 2000m 〈 平 均 海 拔 1653m) 的 地 段 ， 仿 向 于 

低 海拔 地 区 ， 即 物种 丰富 度 与 海拔 呈 偏 峰 曲 线 关 系 ， 这 与 高 黎贡山 地 区 植物 总 体 的 物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分 布 格局 是 一 致 的 。 图 4b 是 各 个 海拔 段 范围 内 ， 乔 木 、 灌 木 、 草 
本 3 种 生活 型 植物 的 种 数 占 该 海拔 段 植物 总 数 的 比例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趋势 。 可 以 看 

到 ， 在 各 个 海拔 段 ， 草 本 植物 种 数 所 占 的 比例 均 是 最 高 的 ， 其 次 是 灌木 植物 ， 乔 木 植物 
种 数 所 占 比 例 最 低 。3 种 不 同 生活 型 植物 所 占 比例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趋势 都 可 以 分 成 两 

个 部 分 : 在 海拔 低 于 2500m 的 区 域 ，3 种 生活 型 植物 的 比例 随 海拔 升 高 的 变化 不 大 ;而 
在 高 于 2500m 的 区 域 ，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 草 本 植物 所 占 的 比例 逐渐 上 升 ， 而 灌木 和 乔 

木 植物 所 占 的 比例 逐渐 下 降 ， 到 了 最 高 的 海拔 段 〈 即 海拔 4600m 以 上 ) 乔木 植物 所 占 

比例 已 经 降 到 零 。3 种 生活 型 植物 所 占 比 例 的 这 种 变化 与 区 域内 的 植被 垂直 带 谱 的 变化 
是 相对 应 的 : 在 海拔 3000m 以 下 ， 主 要 是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落叶 闪 叶 林 ， 部 分 为 针 

叶 林 和 热带 季 雨 林 以 及 灌 丛 和 草丛 植被 ;而 在 海拔 3000m 以 上 地 区 ， 高 山 、 亚 高 山 草 
甸 开 始 大 量 出 现 ， 而 森林 植被 和 灌 丛 植被 逐渐 减少 〈 但 还 有 部 分 地 段 为 寒 温 性 针 叶 林 、 

桦木 林 或 寒 温 性 阔 叶 灌 从 植被 ) 。 因 此 ， 随 海拔 升 高， 形成 草本 植物 比例 逐渐 升 高 而 乔 
木 和 灌木 比例 逐渐 降低 的 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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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乔木 灌木、 草木 3 种 生活 型 植物 物种 丰富 度 及 所 占 比例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3.4 分 类 群 密度 沿海 拔 梯 度 的 变化 

为 了 消除 面积 效应 对 于 物种 丰富 度 分 布 格局 的 影响 ， 本 文中 使 用 了 分 类 群 密度 ， 包 括 

300 种 的 密度 、 属 的 密度 以 及 科 的 密度 指标 。 

计算 结果 显示 ， 各 个 海拔 段 种 、 属 和 科 的 

密度 随 着 海拔 梯度 的 变化 呈现 出 相同 的 分 

布 格局 ， 即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3 个 水 平 的 

密度 在 总 体 上 均 呈 现 先 上 升 后 下 降 的 趋势 ， 

并 且 最 高 值 出 现 的 位 置 偏向 于 低 海拔 ， 即 

物种 密度 与 海拔 呈现 偏 峰 关 系 〈 图 5)。 其 

0 5007 4 000 5 中 ， 种 和 属 密度 的 最 高 值 出 现在 1500 一 

海 披 fm 2000m (平均 海拔 1653m) 的 海拔 段 ; 而 
图 5 科 、 属 、 种 密度 沿海 拔 梯度 的 变化 科 密 度 的 最 高 值 出 现在 900 一 1500m 的 海 

分 类 和 群 密度 (No/km2) 



拔 段 。 

3.5 植物 分 布 格局 的 解释 

人 们 很 早 就 观察 到 了 海拔 因素 对 物种 丰富 度 分 布 格局 的 影响 ， 不 过 这 一 问题 至 今 仍 

没有 形成 普遍 接受 的 结论 。 尽 管 许 多 研究 表明 中 海拔 水 平 拥 有 最 高 的 物种 丰富 度 

(Gentry 1988，Lieberman et al 1996)， 但 也 有 一 些 研 究 表 明 物 种 丰富 度 与 海拔 梯 

度 呈 现 负 相 关 或 者 物种 丰富 度 随 海拔 的 升 高 没有 明显 变化 。 在 本 文中 ， 物 种 丰富 度 〈 在 

全 部 物种 以 及 不 同 生活 型 物种 水 平 上 ) 随 海拔 的 升 高 呈现 偏 峰 曲 线 关 系 ， 即 中 海拔 物种 

丰富 度 水 平 最 高 〈 图 3 和 图 4) 。 科 、 属 水 平 的 丰富 度 也 显示 了 相同 的 趋势 〈 图 3) 。 科 、 

属 、 种 的 密度 也 随 海拔 的 升 高 呈 偏 峰 曲 线 关 系 〈 图 5)。 海 拔 梯度 实际 上 反映 了 水 热 状 

况 的 梯度 变化 〈Marrs et al 1988) ， 因 此 海拔 的 影响 实际 反映 了 和 气候 因子 的 综合 影响 

(CWhittaker 1960)。 很 多 情况 下 ， 在 低 海拔 地 段 ， 植 物 生 长 季节 时 所 需 热 量 充足 而 水 

分 常常 不 足 ; 在 高 海拔 地 段 ， 水 分 充足 而 热量 可 能 成 为 植物 分 布 的 限制 因子 。 相 对 于 低 

海拔 和 高 海拔 ， 在 中 海拔 地 段 可 能 是 热量 和 水 分 组 合 最 好 的 生境 ， 从 而 使 得 资源 的 可 利 

用 率 高 〈 王 国 宏 ”2002)。 高 黎贡山 地 区 相对 高 差 很 大 ， 上 述 现 象 表现 得 很 明显 ， 这 可 

能 是 中 海拔 地 区 科 、 属 、 种 数量 和 密度 最 高 的 原因 之 一 。 

导致 物种 丰富 度 和 物种 密度 与 海拔 呈现 偏 峰 关 系 的 另 一 个 可 能 原因 是 物种 的 分 布 存 

在 一 个 不 可 和 请 越 的 边界 (hard boundary) 〈Colwell et al 2000)。 在 山区 ， 物 种 的 分 

布 存在 上 、 下 两 个 边界 ， 上 界 一 般 是 指 由 于 温度 、 降 水 或 海拔 不 够 高 等 条 件 形成 的 限制 

物种 进一步 向 高 处 分 布 的 界线 ， 而 下 界 一 般 是 由 于 山地 的 基带 限制 了 物种 进一步 向 下 分 

布 形 成 的 。 一 般 情 况 下 ， 边 界 地 区 物种 丰富 度 会 降低 。Grytnes 等 〈2002) 对 喜马拉雅 

山地 区 物种 丰富 度 沿 海拔 梯度 的 格局 进行 了 研究 ， 并 且 通 过 模型 模拟 发 现 ， 物 种 分 布 的 

边界 对 于 物种 丰富 度 与 海拔 之 间 的 偏 峰 曲 线 关 系 的 形成 具有 重要 的 作用 。 植 物 分 布 的 这 

种 边界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也 同样 是 存在 的 ， 这 可 能 也 是 造成 高 黎贡山 地 区 物种 丰富 度 和 物 

种 密度 与 海拔 之 间 呈 现 偏 峰 曲线 关系 的 一 个 原因 。 

4 绪论 

以 上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 高 黎贡山 植物 多 样 性 的 垂直 分 布 格局 具有 以 下 特征 : 

1) 高 黎贡山 地 区 全 部 种 子 植物 的 物种 丰富 度 以 及 乔木 、 灌 木 、 草 本 3 种 生活 型 植 

物 物种 丰富 度 治 海拔 梯度 的 分 布 格局 具有 相同 的 特征 ， 均 与 海拔 之 间 呈 现 偏 峰 曲 线 关 

系 ， 其 最 大 值 均 出 现在 海拔 1500 一 2000m 之 间 。 

2) 随 海拔 升 高 ， 物 种 密度 先 增 大 后 减 小 ， 最 大 值 出 现在 位 置 偏向 于 低 海拔 ， 即 物 

种 密度 与 海拔 呈现 偏 峰 曲 线 关 系 。 

3) 物种 丰富 度 和 物种 密度 垂直 分 布 格局 的 形成 与 海拔 所 反映 的 水 、 热 状况 以 及 物 

种 分 布 的 界限 〈hard boundary) 有 关 。 

主要 参考 文献 

Arrhenius O，1921. Species and area。Journal of Ecology，9(1): 95 一 99 

Brown ] 志 .2001. Mammals on mountain sides: elevational patterns of diversity。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5 2 



10， 101 一 109 
Colwell R K，Lees D C，2000. The mid-domain effect: geometric constraints on the geography of species richness.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15: 70 一 76 

Editorial Board of Vegetation Map of China，2001. Vegetation Atlas of China，Science Press，Beijing 

Gentry A HH 1988. Changes in plant community diversity floristic composition on environmental and geographical gra- 

dients，Annals of the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75: 1 一 34 

Grytnes ] A，Vetaas O R.，2002. Species richness and altitude: a comparison between Null Models and interpolated 

plant species richness along the Himalayan altitudinal gradient，Nepal， American Naturalist，159: 294 一 304 

Hamilton AC，Perrott R A. 1981. A study of altitudinal zonation in the montane forest belt of Mt，Elgon， 这 way 

Uganda。，Vegetatio，45: 107 一 125 

He F，Legendre P，LaFrankie ] V.1996. Spatial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a tropical rain forest in Malaysia， Journal of 

Biogeography，23: 57 一 74 

He JS，Ma K P. 1997. Species diversity。Conservation Biology。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Hangzhou， 

20 一 33 

.Jiang M X，Deng H B，Tang T et al. 2002. On spatial Pattern of species richness in plant communities along riparian 

Zone in Xiangxi River watershed，Acta Ecologica Sinica，22 (5): 629 一 635 

Kessler M. 2000. Elevational gradients in Species richness and endemism of selected plant groups in the central Bolivi- 

an Andes.， Plant Ecology，149: 181 一 193 

Korner C.， 2000. Why are the global gradients in Species richness? Mountains might hold the answer. Trends in Ecol- 

ogy &_ Evolution，15: 513 一 514 

Lieberman D.，1996. Large-scale attitudinal gradient in Costa Rica。 Journal of Ecology，84: 137 一 152 

Li 了 ，Bruce B. 1999. The diversity of Orchidaceae in Gaoligong Mountains，Yunnan。 Acta Botanica Yunnanica，6 

(Suppl) : 65 一 78 

Li 百 ，Guo， 囊 JJ，Dao Z L.， 2000. Flora of Gaoligong Mountains， Science Press，Beijing. (in Chinesey) 

Lomdino M V. 2001. Elevational gradients of species-density: historical and prospective views。 Global Ecology & Bi- 

Oogeogrophy，10: 3 一 13 

Mac Arthur H R，Wilson O E. 1963.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insular zoogeography。Evolution，37: 373 一 387 

Marrs 有 人 百 ，Proctor J]，Heaney A et al， 1988. Changes in soills，nitrogen mineralization and nitrification along an at- 

titudinal transect in tropical rain forest in Costa Rica.， Journal of Ecology，76: 466 一 482 

Myers N，Mfittermeier R A，Mutermeier C G et al，2000. 站 忆 革 全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Nature， 

403: 853 一 858 

Ohsawa M. 1991. Structural comparison of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s along latitudinal and altitudinal gradients in 

South and East Asia. Vegetatio， 97: 1 一 10 

Ohsawa M. 1995， Latitudinal comparison of altitudinal changes in forest structure，leaf-type，and species richmness in 

humid monsoon Asia，Vegetatio，121: 3 一 10 

Qian H， 1998. Large-scale biogeographic patterns of vascular plant richness in North America:， an analysis at the gen- 

era level， Journal of Biogeography，25: 829 一 836 

Shen Z HH, FangJY, Liu Z Let al. 2001. Patterns of biodiversity along the vertical vegetation spectrum of the east as- 

pect of Gongga Mountain。Acta Phytoecologica Sinica，25(6):， 721 一 732 

Shen 2 也 ，Zhang X S，Jin Y X. 2000.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and top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in 

the forests of Dalaoling in the region of the Three Gorges，Acta Botanica Sinica，42(6):， 620 一 627 

Stevens G C，1992. The elevational gradient in altitudinal range: an extension of Rapoport's latitudinal rule to alti- 

tude。American Naturalist，140: 893 一 911 

The Compilation Group of China's biodiversity。1998. China's Biodiversity，A Country Study。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Beijing 

Wang G 也 .2002. Species diversity of plant communities along an altituditnal gradient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northern 

*。 274 。 



slope of Qilian Mountains，Zhangye，Gansu，China。Biodivesity Sclence，10(1): 7 一 14 

Wang G H，Zhou GS，Yang L M et al， 2002. Distribution，Sspecies diversity and life-form spectra of plant communi- 

tie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in the northern slopes of Qilianshan Mountains，Gansu，China。 了 Plant Ecology， 

165: 169 一 181 

Whittaker R 百 , Niering W A. 1975. Vegetation of the Santa Catalina Mountains，Arizona。V. Biomass，Pproduction 

and biodiversity along an elevational gradient， Ecology，56: 771 一 790 

Whittaker R H. 1960.， Vegetation of the Siskiyou Mountains，Oregon and _ California。 Ecological Monographs，30 

(3) :279 一 338 

Pattern of species richnes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on 

Gaoligong Mountains，Southwest China 

WANG Zhi-heng CHEN An-ping PIAO Shi-long FANG Jing-yun 

(Department of Ecology，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Center for Ecological Research 虹 Educa- 

tion and Key Laboratory for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Patterns of species richness along altitudinal gradients have become a fo- 

cus of ecological research，We explored the patterns of seed plants richness along an al- 

titudinal gradient on Gaoligong Mountains，Southwest China， Information an seed 

plant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ranges was collected from Fora 0 三 Gaolzgo72g Mozx7ztaz725， 

and the 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was derived from a topographical map of this 

region。， Using these datasets，altitudinal patterns of richness and Species density of all 

seed plant Species and plants of three different life forms (trees，shrubs and herbaceous 

plant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opographic parameters were studied，The re- 

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CDthe Species richness increased raplidly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_ elevation，Ppeaking at the altitudes of between 1500m and 

2000m; GOsimilar to the altitudinal pattern of species richness，species，genus and fami- 

ly densities (number of taxa per unit area) also showed a humped pattern along the alti- 

tudinal gradient，Species density reached a maximum between 1500m and 2000m，with 

an average of 1653m，while genus and family densities peaked between 900 一 1500m， 

with an average of 1089m; and G@)energy and moisture represented by elevation，as well 

as hard boundaries of species distribution were possible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patterns 

of Species richness and density. 

Key words species richness，species density，life form，aljtitudinal pattern，altitu- 

dinal gradient，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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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旱 冬 瓜 Framkia 的 IGS PCR-RFLP 分 析 

代 玉 梅 曹 军 唐 晓 萌 张 成 刚 
(中 国 科 学 院 沈 阳 应 用 生态 研究 所 ， 沈 阳 110016) 

摘 要 在 云南 省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海拔 1310 一 2400m 的 范围 内 ， 采 集 30 个 旱 冬 

瓜 根 瘤 样 品 ， 直 接 从 根瘤 中 提取 FranRia DNA， 对 其 maJDzazfK 基因 间隔 区 〈intergenic 

spacer，]IGS) 和 16S 一 23S rDNA IGS 进行 PCR-RFLP 分 析 。 结 果 表 明 ，miD-mzK IGS 的 

PCR 产物 长 度 差 异 很 大 , 经 Hae II 和 AfeI 双 酶 切 后 ， 得 到 15 种 酶 切 带 型 ， 检 测 到 多 种 

基因 型 的 菌株 同时 与 同一 株 宿主 植物 共生 ;16S 一 23S rDNA IGS 的 PCR 产物 长 度 相 似 ， 酶 

切 后 亦 区 分 出 15 种 酶 切 带 型 。 通 过 对 两 个 基因 间隔 区 的 PCR-RFLP 联合 分 析 ， 发 现 高 黎 

贡 山 旱 冬 瓜 FranRia 存在 20 种 基因 型 。 

关键 词 ”FrarzRia 基因 型 ， 高 黎贡山 ，IGS PCR-RFLP 

旱 冬 瓜 〈Alzrxs mepalensis) 是 桦木 科 棺 木 属 的 落叶 乔木 ， 在 云南 省 高 黎贡山 整个 

山体 海拔 2400m 以 下 有 普遍 分 布 。 旱 冬瓜 生长 迅速 ， 可 改善 土壤 肥力 ， 促 进 生 态 恢 复 ， 

同时 其 木材 用 途 广泛 ， 因 此 具有 重要 的 生态 和 经 济 价值 。 旱 冬瓜 的 这 些 特 性 与 其 根瘤 内 

的 放 线 菌 FrazRia 为 其 提供 丰富 的 氮 源 是 分 不 开 的。 不 同 基 因 类 型 的 Fraz&ia 有 不 同 的 

侵 染 能 力 和 固氮 效率 。 探 明 与 旱 冬 瓜 共 生 的 FrankRia 的 基因 类 型 ， 可 为 今后 开展 旱 冬 瓜 
FrazRia 的 协同 进化 、 最 适 共 生 以 及 提高 其 固氮 效率 等 方面 的 研究 黄 定 基础 。 

FE7ra7zRzia 基因 多 样 性 的 研究 方法 很 多 ， 如 RELP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 

morphism) 、RAPD (randomly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REP-PCR (repeated se- 

quence PCR) 、PCR-RFLP 等 。 其 中 ， 最 后 一 种 方法 以 特异 性 引物 扩 增 目的 基因 ， 避 免 
了 对 可 能 混 人 的 宿主 植物 、 其 他 共生 菌 或 污染 菌 DNA 的 扩 增 ， 因 此 可 以 直接 对 来 源 于 
根瘤 的 FrazRia 菌株 进行 研究 。 

在 云南 省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海拔 1310 一 2400m 的 范围 内 ， 采 集 旱 冬瓜 根 
瘤 样品 30 个 ， 直 接 从 根瘤 中 提取 FrarzRia DNA， 对 其 zfD-zzFK 基因 间隔 区 〈inter- 

genic spacer，IGS) 和 16S~23S rDNA IGS 进行 PCR-RFLP 分 析 ， 以 便 准确 地 查 明 高 

黎贡山 早 冬瓜 FrazRia 基因 的 多 样 性 。 

1 研究 地 区 与 研究 方法 

1.1 自然 概况 

高 黎贡山 位 于 云南 省 西部 与 缅甸 北部 交界 〈24"34' 一 28"22'N) 处 ， 具 有 独特 的 地 

质 条 件 和 生态 环境 ， 生 物资 源 极为 丰富 ， 且 富 含 古 老 和 子 遗 类 型 ， 是 进行 生物 起 源 及 多 

x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应 用 生态 学 报 》,15(2) :186 一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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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性 研究 的 理想 地 区 。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高 黎贡山 的 南 段 ， 山 势 陡峭 ， 峰 谷 南北 相间 排列 ， 有 具 

有 极 典 型 的 高 山峡 谷 自 然 地 理 垂 直 带 景观 和 丰富 多 样 的 动 植 物资 源 。 东 西 坡 海拔 

1600 一 2800m 的 地 区 是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主体 ， 连 接 东 喜马拉雅 区 ， 组 成 了 我 国 引 人 注 目的 

原始 阔 叶 林 区 。 

1.2 研究 方法 

1.2.1 根瘤 

根瘤 在 海拔 1300 一 2400m 处 采集 〈 表 1) 。 采 集 到 的 根瘤 经 晾 于 后 ， 在 一 20C 条 件 

表 1 采集 的 根瘤 样品 

编号 纬度 经 度 海拔 /m 

An0l 24?56'06” 98?34 98” 2010 

An02 24?54'92” 98"36' 47 1580 

An03 24"50'79” 98"45 10” 1990 

An04 24?50'79” 98"45' 11 2000 

An05 24?49' 46” 98*46'72” 2020 

An06 24?49'46” 98?46'72” 2020 

An07 24"48'26” 98"47 56” 1890 

An08 24?48'27” 98?47'55” 1870 

An09 24"48'27 98"47 55” 1870 

Anl10 24 48 ' 11 98"47'73” 1930 

Anll 24"48 10” 98"47 73” 1950 

An12 24"48' 04 98"47 74” 1990 

Anl13 24?48 08” 98"47 74” 2030 

Anl14 24?48' 07” 98?47 74” 2030 

Anl15 24?48'05” 98*47'76” 1990 

Anl16 24?48'05” 98"4778” 2000 

Anl7 25501 27 98"40'77” 1310 

Anl18 24"58'54 98"43 83” 2020 

Anl9 24?58'38” 98"43276” 2010 

An20 24?58'38” 98"43 76” 2010 

An21 24?58 41” 98"43' 75” 2080 

An22 24"58'41” 98"43'75” 2120 

An23 24?58.41” 98*4375” 2120 

An24 24"58' 41” 98"43775” 2120 

An25 24?58 38” 98"43 70” 2320 

An26 24258 37 98"43 69” 2350 

An27 24 汪 8 .37 98"43 69” 2360 

An28 24"58 37” 98”43 69” 2400 

An29 24?58 48” 98"43277 2020 

An30 24?59 52” 98"37 78" 2050 

注 : An 表示 旱 冬 瓜 〈ALnas nezpalens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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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储存 ， 备 用 。 

1,2.2 _DNA 提取 

取 一 20C 冷 藏 的 根瘤 0. 1g， 洗 净 ， 用 30%% 过 氧化 氢 表 面 消 毒 后 ， 磨 碎 ， 加 CTAB 

提取 液 (2%CTAB，100mmol/L Tris，20mmolL EDTA，1. 4mol/L NaCl， 1%PVP) 

1000xl， 在 65C 骨 育 2h。 用 氯仿 和 蜡 戊 醇 (24 : 1) 抽 提 2 次 , 用 1/10 体积 3molL 的 

乙酸 钠 和 1 倍 体积 冰 乙 醇 沉 淀 DNA。DNA 沉淀 经 乙醇 洗涤 2 次 后 用 去 离子 水 溶解 ,加 
等 体积 的 PEG-NaCl 混合 液 (20% 聚 乙 二 醇 8000MW,，2. 5moLL NaCl) 于 DNA 溶解 

液 中 进行 纯化 ，37 丝 保温 15min 后 离心 。DNA 沉淀 用 乙醇 洗涤 2 次 ， 去 离子 水 溶解 后 ， 

置 于 20FG5 各 用 5 

1.3 PCR 扩 增 

选择 FrazpRia 的 特异 性 引物 FGPD807-85 (5 -CACTGCTACCGGTCGATGAA- 

3 ) 和 FGPK333 -355 (5 -CCGGGCGAAGTGGCT-3 ) 对 iFDmizfK IGS 区 段 进 

行 扩 增 ， 扩 增 片 段 包 括 好 ifFD 3 端 、IGS、mzfK 5 端 ; 选择 侵 染 AIzxurCaswuariza 的 

FrarzpRia 的 特异 性 引物 FGPS989ac (5 -GGGGTCCGTAAGGGTC-3) 和 FEGPL132。 

(5 -CCGGGTTTCCCCATTCGG-3”) 扩 增 16S~23S rDNA IGS， 扩 增 片段 包括 16S 3- 

端 、IGS、23S 5 端 。 

PCR 扩 增 反应 在 Whatman 公司 温度 梯度 扩 增 仪 上 进行 。50nwl 体系 中 包括 :， DNA 

模板 5 一 10ng，Mg:” 2.5mmol/L，dNTP 0. 2mmolML， 引 物 各 0. 2xmol/L，exTaq 

DNA 聚 合 酶 1.5U 〈TakaRa 公司 ) 。PCR 反应 在 95C 预 变性 5s 后 ， 进 行 以 下 35 个 循 

环 : 95C 变 性 30s，58C CapDmiK IGS) 或 者 50C (6S~23S rDNA IGS) 退火 

30s，72C 延伸 2min， 最 后 在 72C 下 延伸 smin。0.8 %% 琼脂 糖 电 泳 检 侧 ， 产 物 于 

一 20C 储 存 备用 。 

1.4 限制 性 内 切 核酸 酶 酶 切 

对 5pl (zzFDmzfK IGS) 或 100 (16S~23S rDNA IGS) PCR 产物 进行 再 ae III 

和 AjfeI(TakaRa 公司 ) 双 酶 切 12 h。 酶 切 反 应 严格 按照 供应 商 提供 的 说 明 书 进行 。 

取 5j 酶 切 产 物 在 Bio-RAD Mini-Protean II Vertical Gel System 上 进行 15% 聚 丙烯 酰 

胺 〈PAG) 电泳 ， 然 后 胶 银 染 。 

1.5 数据 处 理 

胶片 用 Bio-RAD 的 凝 胶 成 像 系 统 拍照 ，Quantity one 软件 判读 酶 切 条 带 的 分 子 质 

量 ， 并 转化 为 二 元 性 状 编码 。 编 码 用 Phytool 1. 2 Jaccard 联合 系数 计算 出 相似 性 。 

2 结果 与 讨论 

2.1 iDziK IGS 的 PCR-RFLP 分 析 

27 个 样品 获得 2FD-z KE IGS 的 PCR 产物 。PCR 产物 长 度 为 1100 一 1500bp， 差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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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显著 。5 个 样品 (An02、An09、Anl10、Anl13、Anl7) 的 片段 长 度 为 1350bp 左右 ; 

4 个 样品 (An06、An07、Anl19、An25) 的 片段 长 度 略 短 于 前 述 样 品 ， 为 1250 一 

1320bp; 12 个 样品 (An01、An03、An04、An08、Anll1、Anl5、Anl18、An20、 

An22、An24、An26、An30) 的 片段 长 度 为 1170bp 左右 ;样品 An05 的 片段 长 度 为 

1100bp 左右 。5 个 样品 的 PCR 产物 为 多 片段 ，An16、An29 有 1350bp 和 1170bp 两 个 

片段 ，Anl14、An27、An28 在 1250 一 1500bp 有 3 一 4 个 片段 。Lumini 应 用 相同 引物 对 

赤 杨 FrazRia 纯 培养 结果 表明 ， 侵 染 赤 杨 属 不 同 树种 的 FrazRia 菌株 的 和 2FD-nz KK IGS 

扩 增 产物 在 长 度 上 表现 出 显著 差异 ， 而 我 们 的 实验 则 进一步 揭示 ， 侵 染 同 种 赤 杨 〈A. 

zezpalezsis) 的 FrazRia 也 有 不 同 长 度 的 片段 ， 并 发 现 5 个 样品 的 PCR 产物 为 多 片段 。 

因 未 见 FrazRia 菌株 的 基因 组 中 含有 多 拷贝 必 FD 或 好 7 开 基因 的 报道 ， 可 以 认为 多 片 

段 现 象 是 不 同 基因 型 (具有 不 同 双 FD-xiK IGS 长 度 ) 的 FranRia 菌株 与 同一 株 植物 

同时 共生 所 致 。 

PCR 产物 经 Haoe III 和 AI 工 双 酶 切 后 ， 可 得 15 种 酶 切 带 型 (ii 六 type) ( 表 2) 

各 带 型 的 相似 性 最 大 为 94.1% ， 最 小 为 9.5%， 平 均 为 43.5% (〈( 表 3)。 相 同 长 度 的 

PCR 产物 经 酶 切 后 有 相同 或 相似 的 带 型 ， 不同 长 度 的 PCR 产物 酶 切 带 型 差异 较 大 。 初 

步 认 定 ，7ia 广 type IX 与 2 广 type 工 或 广 type II 的 FrazRza 菌株 同时 存在 于 Anl6 与 

An29 这 两 个 样品 中 。 经 过 下 面 2. 2 的 16S 一 23S rDNA PCR-RFLP 分 析 后 可 确定 ， 是 

基因 型 为 妈 2 广 type I 与 双 广 type IV 的 FrazRia 菌株 同时 与 同一 宿主 植株 共生 。 同 样 ， 

品 An14、An27、An28 也 被 多 种 基因 型 Far&ia 菌株 所 侵 染 ， 但 很 难 确 定 这 些 菌株 的 

基因 型 。 一 方面 可 能 是 我 们 所 采集 的 样品 还 不 能 包括 高 黎贡山 所 有 的 FrazRia 的 基因 型 ， 

表 2 iDmijK 与 16S 一 23S rDNA IGS 的 酶 切 带 型 

MDmiK IGS 的 酶 切 带 型 16S 一 23S 

mitype 和 IGS 的 酶 切 带 型 mrtype 人 
j An03，An08，Anl15， T An03，An08， 

An20，An30 An15，An20 

工 An01，An04，An18， 开 An01，An04，Anl10，Anl18， 

An22，An24，An26 An21，An22，An24，An26 

III Anl1l III Anl1l 

IV An05 IV- An05 

V An09 V An09，An13 

VI Anl13 VI An12 

VII An06 VII An06 

VIII An07 VIII An07 

IX An10，Anl7 IX Anl7 

入 An02 多 An02 

又 [ An19，An25 XI Anl19 

XI An16，An29 XII Anl16 

XIII Anl4 XIII An29 

XIV An27 XIV An23 

XV An28 XV An30 



因而 未 能 检测 到 侵 染 这 3 个 样品 的 菌株 独自 侵 梁 一 株 宿 主 植物 的 状态 〈 表 现 为 妈 JD 

MK IGS 的 PCR 产物 为 单一 片段 ); 另 一 方面 ， 也 可 能 是 存在 于 这 3 个 样品 中 的 

FyazRia 菌株 并 不 能 单独 侵 染 一 株 植物 ， 在 其 他 基因 型 菌株 存在 时 才能 侵 染 宿主 植物 ， 

如 长 度 为 1500bp 左右 的 片段 只 能 在 这 3 个 样品 中 找到 。 当 然 无 论 哪 种 可 能 性 ， 都 需要 

对 高 黎贡山 的 FrazpRia 资源 做 进一步 调查 ， 以 便 揭 示 多 种 基因 型 菌株 与 同一 和 宿主 植株 共 

生 的 实质 。 

表 3 iFDiK IGS 的 酶 切 带 型 的 相似 性 

7i 广 type | 开 现下 有 V V WU WILL WII 六 XI JU IIREKIV RS 

1. 000 

开 0. 692 1. 000 

IIJ 0. 400 0. 500 1.000 

IV QURISEOSULS0M25SLOOO 

V 0. 368 0. 300 0. 316 0. 095 1. 000 

VI 0.263 0. 143 0.211 0. 167 0. 647 1. 000 

VII 0400 0313 .02333 .0.200005389 .02522786 12000 

VS509107105185 US00 0 263aU500 避 000 

IX 0375TO0 29450R3513SO0RTTST073305600700813105222041.000 

叉 名 353108276502294350 司 JI 呈 03800105667.0.022945072 岂 0.917 恒 5000 

XI 0531305831320250.105320010.49050 汉 11 .059538.05 .500 07235 05222.1.000 

叉 工 0.688 0. 588 0. 368 0,. 143 0. 632 0. 450 0. 368 0. 227 0.688 0. 647 0. 300 1. 000 

XIII 0.33300.273 0.286 0. 136 0.. 600 0. 429 0. 500 0. 474 0647 "0.611 0.50050057U USAOOU 

XIV ”0.350 0.286 0.238 0. 143 0. 550 0. 450 0.529 0.421 0.588 0.556 0.529 0. 600 0.833 1.000 

XV 0. 400 0.333 0.227 0.136 0.524 0. 429 0. 500 0. 400 0.556 0. 526 0. 500 0. 650 0.789 0. 941 1.000 

2.2 16S 一 23S rDNA IGS 的 PCR-REFLP 分 析 

26 个 样品 获得 了 16S 一 23S rDNA IGS 的 PCR 产物 ， 经 琼脂 糖 电泳 分 析 ， 均 显示 
为 1100bp 左右 的 单一 片段 ， 部 分 样品 见 图 3。 这 些 样品 的 16S~23S rDNA IGS PCR 产 

物 长 度 差 别 不 大 ， 但 其 刀 iDzzFK IGS 的 PCR 产物 或 在 长 度 上 差异 显著 或 为 出 现 多 片 

段 现 象 。FranRia 的 基因 组 中 含有 2 个 拷贝 的 rDNA 操纵 子 ， 但 本 实验 与 应 用 相同 引物 

的 其 他 研究 都 未 发 现 2 个 拷贝 的 16S~23S rDNA IGS 长 度 存在 不 同 。 
16S~23S rDNA IGS PCR 产物 经 HaeIII 和 AI 双 酶 切 后 ， 也 得 到 15 种 酶 切 带 型 

(rmza-type)， 各 带 型 间 的 相似 性 最 大 为 90.9% ， 最 小 为 31. 3% ， 平 均 为 57.6% ( 表 4)。 

带 型 间 的 平均 相似 性 大 于 ADzFK IGS 的 酶 切 带 型 间 的 相似 性 ， 说 明 ifD-iFK 
IGS 具有 更 大 的 差异 。 

结合 2fDizfK IGS 的 PCR-RFLP 分 析 ， 基 本 上 相同 或 相似 的 刀 广 type 的 样品 有 

相同 或 相似 的 rrn -type， 不 同 的 和 妈 广 type 的 样品 有 不 同 的 77-type， 但 An10、Anl7 有 

相同 的 zi 广 type， 可 rrz-type 的 相似 性 却 只 有 31.3%; Anl1、Anl9 的 nif-type 相似 性 

为 20%，rrza-type 却 有 83. 3%% 的 相似 性 。 由 于 样品 An16、An29 的 图 谐 中 含有 rr- 

type II 的 酶 切 条 带 ， 因 此 可 以 推断 具有 rm-type II、zi 广 type II (zz 广 type II 菌株 有 相 

同 ”type IID) 的 FrazRia 菌株 是 侵 染 样品 An16 、An29 的 两 种 菌株 之 一 ， 而 另 一 种 菌 

株 的 两 个 样品 不 同 ， 是 具有 相同 广 type IX， 不 同 rrm-type (分 别 与 V、IX 相似 ， 但 

。 280 。 

ys 和 

3 =P -一 



不 包含 其 全 部 酶 切 条 带 ) 的 FranRia 菌株 。Anl4、An27 和 An28 得 到 了 多 片段 的 

iifD-miK IGS PCR 产物 ， 却 未 能 得 到 16S 一 23S rDNA IGS 的 PCR 产物 ， 可 能 是 由 

于 扩 增 后 的 引物 所 需 的 反应 条 件 更 为 严格 ， 而 侵 染 这 3 个 样品 的 菌株 状况 复杂 ， 干 扰 了 

引物 与 DNA 模板 结合 ， 所 以 未 能 得 到 相应 的 PCR 产物 。 

表 4 16S 一 23S IGS 的 酶 切 带 型 的 相似 性 

7 广 type 〖 匡 III IV 7 VI WIDEVND 如 又 XI WU 用 次 TY 必 V 

工 1. 000 

开 0. 538 1. 000 

III 9833u0r538; 15000 

IV 0. 500 0. 462 0. 615 1. 000 

蒜 0OS75005638.0.467 .0.500 .000 

VI 0.615 0.683 0.615 0.538 0. 400 1.000 

VII 0. 467 0. 429 0. 467 0. 500 0. 375 0. 615 1. 000 

VIJIII 0. 438 0. 400 0. 533 0. 511 0. 643 0. 467 0. 438 1. 000 

]IX DOOs583 0855000538 0.909.0.429.0.400 .0.222.1.000 

又 WO GZ 0000 0.429 .人 75005383 0 813.0.2 Ole 000 

XI 0eSso5S3S85 05833.05500,0.3750.750.0.571 02500 0400. .05400 1000 

XII On500n0900100.500.0.429 01061550.538 .040000.227 .0 00710.538 0 500 1.000 

XIII 0. 467 0. 818 0. 467 0. 400 0. 692 0.500 0. 375 0. 474 0. 615 0.500 0. 467 0. 909 1.000 

XIV EUSROUESS5AEOd400 0.42910500 ,0.3337 0.61500542407429 0. 383 0.31L3.02333.05 400012000 

XV QOSlSO50005818 .0.462005333 10. 5583 .0.429. 0.400.05357.0. 462 .0.819 0.462.05429.0.267 1.000 

2.3 联合 分 析 确 定 Frankia 的 基因 型 

从 PCR 产物 长 度 以 及 酶 切 带 型 的 相似 性 看 ，xzJD-mz7K IGS 显示 出 更 大 的 差异 ， 

并 可 直接 检测 到 多 种 基因 型 与 同一 宿主 植株 同时 共生 的 状况 。16S 一 23S rDNA IGS 的 

PCR 产物 无 显著 差异 ， 但 酶 切 后 仍 可 检测 出 15 种 酶 切 型 ， 同 时 有 相同 习 广 type 菌株 ， 

可 能 有 不 相同 的 rz-type; 反之 ， 有 相同 的 ”rn-type 菌株 ， 也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妈 广 type， 
因此 只 有 把 立 fD-iz KE IGS 和 16S 一 23S rDNA IGS PCR-REFLP 类 型 联合 起 来 分 析 ， 才 

能 更 准确 地 区 分 出 不 同 基 因 型 菌株 。 经 过 16S 一 23S rDNA IGS 的 PCR-RFLP 分 析 后 确 

定 的 具有 Mi 广 type II 的 FazzRia 菌株 侵 染 An16、An29。 

把 不 能 具有 完全 相同 妈 广 type 和 rm -type 的 FrazRia 菌株 定 为 不 同 的 基因 型 ， 那 

么 23 个 可 得 到 2 种 目的 区 段 PCR 产物 的 样品 就 可 以 区 分 出 15 种 基因 型 (为 讨论 方便 ， 

An16、An29 定 为 两 种 基因 型 )。An25 与 An21 只 得 到 一 种 目的 区 段 PCR 产物 ， 但 它 

们 在 上 述 15 种 基因 型 中 可 以 找到 具有 相同 妈 广 type 或 rr-type 的 菌株 ， 所 以 侵 染 这 两 

个 样品 的 基因 型 已 包括 在 上 述 15 种 基因 型 中 。An12、An23 虽 未 得 到 iD-miK IGS 

的 PCR 产物 ， 但 由 于 其 rz-type 不 同 于 上 述 15 种 基因 型 的 rz -type， 因 此 无 论 其 妈 广 

type 为 何 种 类 型 ， 都 可 定 为 2 种 新 基因 型 ，An14、An27 和 An28 定 为 3 种 基因 型 。30 

个 样品 总 计 可 区 分 出 20 种 基因 型 的 FramzRia 菌株 。 

.0 

经 过 对 高 黎贡山 旱 冬 瓜 FrazpRia 的 FD-zfKIGS 和 16S 一 23S rDNA IGS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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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RFLP 分 析 ， 发 现 前 一 基因 间隔 区 的 差异 更 大 ， 但 二 者 均 得 到 15 种 酶 切 带 型 。 经 

联合 分 析 后 ， 确 定 30 个 根瘤 样品 存在 20 种 基因 型 FrazRia 菌株 ， 其 中 5 个 样品 被 检测 

到 不 同 基 因 型 菌株 与 同一 株 植物 同时 形成 共生 ， 说 明 高 黎贡山 旱 冬 瓜 FrazRia 具有 丰富 

而 复杂 的 基因 多 样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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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Fra7mzKcza in nodules of 4A1zzxs mepalenrsis at 

Gaoligong Mountains revealed by IGS PCR-REFLP analysis 

DAI Yu-mel CAO Jun TANG Xiao-meng ZHANG Cheng-gang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Shenyang 110016 ，Chinay) 

Abstract 30 nodule sampl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diversity of Fa7zz&ia strains 

symbiotically associated with Alzaxls mnzepalexsiy _ naturally occurring at the Gaoli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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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DNA was extracted directly from nodules，and 

its two target DNA regions that encode zjDzazjK intergenic Spacer (IGS) and 16S 一 

23S rDNA IGS was studied by PCR-RFLP.， The PCR fragments yielded by the ?zz 8D- 

1 FK IGS were noticeably different in size，and when they were digested by 五 ce III. 

and AI，157z 广 type FEzra7zRza strains could be detected，the PCR-REFLP result of this 

region also could show that more than one genotype FE7a7zRza Strains could form symbio- 

sis with individual plants at the same time，The 16S 一 23S rDNA IGS had similar PCR 

fragments，but still identified 15 rz-type strains after digested by 五 ce III and A je 工 . 

20 genotype strains could be found only when combined the PCR-REFLPSs of two target 

reglons. 

Key words Genotype of FrazRza，Gaoligong Mountains，IGS PCR-REF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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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潞 江 坝 怒 江干 热 河谷 植物 区 系 研究 ， 

前 永 蛋 
(云南 省 国土 资源 研究 室 ， 昆 明 650041) 

摘 要 潞 江 坝 1300m 以 下 干 热 河 谷地 区 计 有 种 子 植物 〈 不 包括 栽培 ) 81 科 ，259 

属 ，361 种 ， 其 中 的 肠 须 草 属 〈Enterotpogoz) ， 为 云南 未 见 记 录 的 属 。 本 植物 区 系 明 显 是 

热带 性 质 ， 热 带 、 亚 热带 科 占 51. 2% ， 热 带 属 77. 6% ; 一些 属 种 与 印度 、 非 洲 甚至 美洲 稀 

树 草原 相同 或 相似 。 这 意味 着 该 植物 区 系 在 起 源 和 联系 上 较 古 远 ， 具 有 十 南大 陆 的 残余 背 

景 。C+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分 布 与 气候 有 一 定 的 相关 性 ， 本 文 认 为 这 类 植物 的 多 少 可 以 作为 生境 

干 热 程度 的 指标 之 一 。 

关键 词 干 热 河 谷 ， 植 物 区 系 ，C4 禾 本 科 植 物 ， 聚 类 分 析 

潞 江 坝 是 云南 著名 的 干 热 河 谷 之 一 ， 现 已 成 为 小 粒 咖啡 、 芒 果 、 衣 椒 等 热带 作物 的 

重要 产地 。 长 期 的 开发 利用 ， 已 使 河谷 生态 系统 遭受 不 同 程度 的 破坏 。 本 文 在 实地 调查 
的 基础 上 ， 对 潞 江 坝 干 热 河 谷 植物 区 系 做 了 初步 研究 ， 旨 在 探讨 该 区 的 区 系 组 合 特征 ， 

为 当地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和 热 区 的 深层 开发 建设 提供 较 详 细 的 基础 资料 。 

1 环境 概况 

潞 江 坝 位 于 保山 市 的 西南 部 ， 怒 江 的 中 下 游 。 江 面 海 拔 670m， 从 河床 阶地 辐 两 侧 

延伸 为 低 山 、 中 山 ， 相 对 高 差 在 2000m 左右 。 地 形 下 陷 、 深 切 ， 呈 南北 向 狭长 盆地 。 
本 研究 主要 涉及 道 街 、 坝 湾 、 芒 宽 三 乡 海拔 1300m 以 下 的 河谷 地 区 ， 即 约 北纬 24"59 ， 
东经 98"53 附近 的 阶地 、 山 坡 。 

本 区 在 大 地 理 单元 上 属 印 度 洋 西南 季风 区 ， 干 湿 季 非常 明显 。 天 和 气 系 统 主要 受 西 风 

南 支 急流 和 西南 季风 的 控制 ， 这 两 支 气 流 的 更 替 本 身 已 构成 季节 性 干旱 ， 是 本 区 干 热 的 

基本 原因 ; 深 陷 封闭 的 地 形 所 产生 的 背风 两 影 作用 、 焚 风 效应 、 辐 射 效应 却 使 这 种 干燥 

更 趋 严 重 ， 是 本 区 干 热 的 主要 原因 。 据 对 潞 江 坝 气象 站 28 年 气候 资料 统计 ， 年 太阳 总 
辐射 579. 70kJ/cm: ， 年 均 温 21. 5 ， 最 冷 月 均 温 13. 9C ， 最 热 月 均 温 26. 4C ， 极 端 最 
低温 0. 2C ， 极 端 最 高 温 40. 4C ， 二 10C 积 温 7800C;， 年 降水 量 751. 4mm， 雨 季 〈5 一 

10 月 ) 降水 量 618. emm， 占 年 降水 量 的 82% ， 干 季 (4 一 11 月 ) 降水 量 132. 8mm， 

只 占 年 降水 量 18%;， 年 均 干 燥 度 1. 9， 土 壤 以 燥 红 壤 为 主 。 植 被 主要 为 稀 树 灌木 草丛 。 

由 此 可 以 认为 ， 本 区 气候 为 南亚 热带 向 热带 过 渡 的 干 热 河谷 气候 。 与 世界 热带 稀 树 草原 

的 一 般 气 候 指标 相 比 ， 光 能 接近 ， 降 水 偏 少 ， 只 是 温度 偏 低 ， 这 说 明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气 

候 和 热带 稀 树 草原 气候 是 近似 的 。 

x 本 文 1993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15(4) ，339 一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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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 系 组 成 

2.1 科 属 种 组 成 

潞 江 坝 1300m 以 下 干 热 河谷 地 区 计 有 茧 类 以 上 高 等 植物 107 科 ，349 属 ，481 种 

(包括 变种 )。 其 中 茧 类 植物 8 科 ，8 属 ，10 种 ;， 种子 植 物 99 科 ，341 属 ，471 种 。 除 去 

栽培 的 ， 尚 有 野生 物种 81 科 ，2595 属 ，361 种 ， 从 种 子 植物 的 种 数 看 ， 少 于 昆明 西山 地 

区 〈920 种 )， 更 少 于 西双版纳 地 区 〈3663 种 ) ， 而 和 元 谋 〈502 种 ) 、 巧 家 (508 种 ) 等 

于 热 河 谷地 区 较 接近 。 

在 种 子 植 物 区 系 的 81 个 科 中 ， 禾 本 科 有 55 种 ， 占 全 部 种 数 的 15. 2% ， 数 量 最 多 。 

其 次 是 蝶 形 花 科 ， 有 32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8.7%。 种 数 在 10 种 以 上 的 共 7 科 ，1 科 1 种 

的 共 33 种 。 从 统计 看 ， 优 势 科 突 出 ， 含 单 种 的 科 较 多 〈 表 1) 。 这 种 特殊 的 区 系 组 成 是 

于 热 环 境 的 一 个 特征 ， 元 谋 、 巧 家 、 南 润 等 干 热 河 谷地 区 也 有 类 似 的 特点 。 

表 1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地 区 种 子 植物 区 系 分 类 统计 

项 目 10 种 以 上 5 一 9 种 2 一 4 种 单 种 合计 

科 数 7 15 26 33 81 

占 总 科 数 和 百分数 / 煌 8.6 18.5 32. 1 40.7 100 

种 数 162 95 5 33 361 

占 总 种 数 的 百分数 /2 44.9 26. 3 9850 9.1 100 

2.2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从 种 子 植物 科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统计 看 ， 热 带 、 热 带 到 亚热带 科 占 大 多 数 ， 共 51 科 ， 

占 全 部 科 的 51.5%;， 世界 分 布 科 次 之 ， 有 24 科 ， 占 24.，2%%; 热带 到 温带 科 居 三 ， 有 

19 科 ， 占 19. 2%; 温带 科 最 少 ， 仅 5 科 ， 占 5.1%。 当 然 ， 科 包含 的 分 类 群 太 多 ， 对 

分 布 区 的 性 质 表 现 意义 并 不 很 大 。 

统计 种 子 植 物 区 系 259 个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表明 ， 世 界 分 布 有 25 属 ， 占 总 属 数 的 

9.7 儿 ;热带 成 分 (序号 2 一 7) 201 属 ， 占 77.6% ;温带 成 分 〈 序 号 8 一 14) 有 32 属 ， 

占 12. 3%; 中 国 特有 1 属 ， 仅 占 0.4% ( 表 2)。 显 然 ，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植物 区 系 明显 

是 热带 性 质 。 

在 201 个 热带 分 布 属 中 ， 最 多 的 是 泛 热带 分 布 类 型 ， 计 107 属 ， 占 总 属 数 的 
41.3% 。 其 中 的 扭 黄 茅 〈 古 ereropogoz) 、 孔 颖 草 〈Botjhriochioa) 和 时 下 珠 (Phyziaz- 

万 xs)， 数 量 最 多 ， 分 布 最 广 ， 构 成 当地 植被 的 主体 ， 还 有 榄 仁 树 〈Termzzalia) 和 马 

蹄 果 〈Protizauxz) ， 计 有 订 子 (Tchnepxla) 、 污 榄 仁 〈 并 Pazachet) 、 薄 叶 汗 榄 仁 〈 工 . 

{f，var。 77ae72p07C72t folia ) 和 马蹄 果 (0P. serratx72) 4 个 种 和 变种 ， 为 当地 的 标志 种 。 

此 外 ， 热 带 亚 洲 至 热带 美洲 分 布 的 有 11 属 ， 占 4.2%， 常 见 的 有 仙人 人 掌 〈Ozpaurtia) 

和 山 芝 及 〈 瑟 elicteres)， 前 者 为 肉质 多 刺 灌 丛 的 建 群 植物 。 旧 世界 热带 分 布 的 有 24 

属 ， 占 9.3% ， 其 中 的 拟 金 芒 〈Eulaliopsis)、 合 欢 (ALwxzia)、 虫 豆 (Atylosia)、 千 斤 拔 

5 S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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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Lexmizgia) 和 白 叶 藤 〈Cryztolezis) 等 ， 分 布 可 由 热带 延伸 到 亚热带 乃至 温带 。 热 

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的 有 13 属 ， 占 5.0%， 其 中 有 滇 南 常 见 的 水 锦 树 〈Wenc- 

amdia ) 。 热 带 亚洲 至 热带 非洲 分 布 有 23 属 ， 占 8. 9% ， 主 要 有 黄 背 草 〈Tjhemeda) 、 木 

棉 〈Bompaz)、 沙 针 〈Osyrzs)、 是 子 花 〈Wood foraia ) 和 区 茅 〈 互 yparrhenia)， 这 些 

属 也 多 是 非洲 稀 树 草原 的 优势 或 常见 成 分 。 热 带 亚洲 “〈 印 度 -马来西亚 ) 分 布 的 也 有 23 

属 ， 如 伊 桐 〈Itoa) 、 一 担 柴 〈Colonra) 、 破 布 木 (Microcos) 、 酸 豆 〈Taxzarzzdxus)、 构 

树 〈Brovssoxretza)、 麻 栋 〈ChuRrastia)、 黄 杞 〈EmzsgeLhardtza) 等 ， 这 些 属 在 我 国 多 扩 

张 到 亚热带 地 区 。 

温带 成 分 以 北 温带 分 布 属 最 多 ， 共 15 属 ， 占 种 属 数 的 5.8%， 常 见 的 有 羊 胡子 草 

CEriopjhnorazz) 、 项 〈Artemisia)、 桑 (Morxs) 、 盐 肤 木 (Rhnaus) 等 ， 这 些 属 的 原始 类 

型 或 分 布 中 心 虽 在 北 温带 ， 但 由 于 历史 或 地 理 的 原因 ， 它 们 已 沿 山 脉 延伸 到 亚热带 、 热 

带 地 区 。 其 他 温带 成 分 共 17 属 ， 分 布 也 有 类 似 的 特点 。 

3 分析 和 讨论 

3.1 含 单 种 的 科 属 

前 已 述 及 ，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含 单 种 的 科 〈 非 区 系 学 上 的 单 种 科 ) 较 多 。 其 实 ， 本 区 

含 单 种 的 属 〈 非 区 系 学 上 的 单 种 属 ) 也 不 少 。 为 何 干 热 河 谷地 区 含 单 种 的 科 属 较 多 ， 原 

因 尚 待 探讨 。 就 潞 江 坝 而 言 ， 对 这 些 科 属 从 种 分 析 ， 有 些 是 广 布 成 分 ， 多 为 伴 人 杂 草 ， 

如 获 科 的 土 斌 芥 〈Chenrozpodizxzaz azzprosioztdes)、 毛 划 科 的 回回 菏 〈RaznzzazcxuLuws cjz7zze7- 

SS) 、 酬 桨 草 科 的 酥 浆 草 〈Ozalis cormzcxLtia); 有 些 是 汗 中 高 原 习 见 成 分 ， 如 檀 香 科 的 

沙 针 〈Osyrzs zwzgptiiaza )、 木 标 科 的 女 贞 〈Lizgwstruzza lxuczdz2); 更 多 的 是 干 热 河 谷 环 

境 的 常见 种 类 和 季 雨 林 成 分 ， 如 仙人 掌 科 的 仙人 掌 (Opuwrtia ozacaztha )、 于 屈 莱 科 

的 虾 子 花 〈Wooqd foraia Jruticosa)、 景 天 科 的 落地 生根 (BryoztpjnyLLurmz pizzatu) 、 紫 

来 莉 科 等 黄 细心 (Boerhnamza di Frusa)、 柿 树 科 的 毛 叶 柿 〈Diospyros zzolli folia )、 橄 

槛 科 -的 马 跨 果 〈Pyrotizzzz serratxu ) 、 木 棉 科 的 木棉 〈Boxpaz ceipa )、 漆 树 科 的 厚 皮 树 

(Lazz7zea corozza7zdelica ) 、 省 泪 油 科 的 山 香 园 〈Tzxzrzpzzza moztata ) 和 梧桐 科 的 昂 天 莲 

(CAzzpzromza algxusta)。 可 见 ， 这 类 区 系 倒 反映 了 环境 的 特点 。 

3.2 CC3: 才 本 科 植 物 的 指示 意义 

本 区 属 种 最 多 的 禾 本 科 ， 按 其 地 理 分 布 、 系 统 演化 和 生理 生态 特征 ，55 的 属 中 含 

有 C: 植物 种 类 ， 如 狗 牙 根 (Cynrocoz) 、 马 唐 〈PDigitaria)、 狗 尾 草 〈Setaria)、 白 茅 

(CTzztpera 友 )、 孔 颖 草 〈Botjzriochnioa) 和 双 花 草 〈Dichnazthiu) 等 。 这 类 植物 都 是 热 

带 植 物 ， 净 生产 率 高 ， 光 呼吸 弱 ， 光 饱和 点 高 ， 适 于 在 高 温 、 高 光 强 度 和 高 蒸发 率 的 条 

件 下 进行 光合 作用 ， 这 种 生理 机 制 是 对 干 热 环境 的 一 种 成 功 的 适应 。 从 日 本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分 布 看 ， 发 现 C: 植物 所 占有 的 比例 从 北海 道 的 石 胜 为 21.6%， 到 石 坦 岛 为 82.6%%， 

随 南 下 而 变 高 ， 与 纬度 和 年 平均 温度 成 极 高 的 相关 性 。 在 判断 热带 稀 树 草原 气候 上 ， 

C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多 少 也 是 一 个 重要 方面 。 根 据 长 谷川 和 奥 田 对 Cs 和 C: 型 作物 的 分 布 

和 气候 的 关系 的 研究 ， 表 明 前 者 以 寒冷 地 区 、 明 显 干 燥 地 区 〈 如 小 麦 ) 和 高 温 多 十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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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水 稻 ) 较 多 ， 后 者 以 高 温 、 较 干燥 的 地 区 较 多 。 看 来 ，C4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多 少 可 以 作 

为 生境 干 热 程度 的 指标 之 一 。 潞 江 坝 这 类 植物 较 多 ， 反 映 了 生境 的 干 热 。 

3.3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植物 区 系 和 其 他 地 区 植物 区 系 的 联系 

3.3.1 与 西双版纳 地 区 的 联系 

呈 北 向 南 流向 的 怒江 ， 在 潞 江 坝 以 下 山体 渐 散 开 ， 河 谷 渐 开 阔 ， 有 热带 季 雨 林 、 雨 

林 分 布 。 这 样 ， 热 带 植物 可 以 溯 河 谷 向 北 攀 人 和 人， 这 与 潞 江 坝 多 热带 区 系 不 无 关系 。 和 西 

双 版 纳 地 区 植物 区 系 相 比 ， 溺 江 坝 种 子 植物 的 234 个 属 中 有 205 个 属 也 见 在 西双版纳 地 

区 不 同 生境 下 分 布 ， 属 相似 性 系数 达 87. 6% ， 两 地 区 关系 比较 接近 。 但 是 ,西双版纳 

地 区 属 数 多 ， 且 以 热带 亚洲 分 布 属 为 主 ， 而 潞 江 坝 于 热 河谷 地 区 属 数 少 ， 以 全 热带 分 布 

属 为 主 。 从 这 点 看 ， 两 地 区 系 又 有 差异 。 

在 两 地 不 相同 的 成 分 中 ， 潞 江 坝 有 云南 过 去 未 见报 道 的 肠 须 草 〈Ezteropogoz dolz- 

chostachyus); 更 多 的 还 有 干 热 河 谷 的 标志 种 类 ， 如 黄 细心 、 孔 颖 草 〈Bothnriochnloa 
zertudsa) 、 银 丝 草 〈Eoolurulus alsizoides var，cecuzazpezs) 、 双 花 和 虱子 草 〈(Tyragaws 太 - 

Forus) 和 三 芒 草 (Aristida adscensiomis) 等 ; 以 及 干 热 环 境 的 常见 种 类 ， 如 臂 形 草 

(Brachiazria eruceForaizs)、 双 花草 (Dichaztpiauza azz72ULata )、 龙 爪 芒 〈Dactiyiocte- 

7NztU72 CQegyDp 力 ii ) 、 拟 金 茅 〈Eulaliopsis pgi7zzata ) 和 草 沙 和 大 〈Tyrizpogoz prozazoides) 等 。 

可 见 ， 在 相同 的 热 区 中 干 热 河谷 区 系 有 其 自身 的 特殊 性 ， 而 这 种 区 系 的 特殊 性 正好 反映 

了 生境 的 特殊 性 。 

3. 3.2 与 云南 其 他 地 区 的 联系 

这 里 本 文 引 入 系统 聚 类 法 ， 以 求 通过 对 潞 江 坝 和 其 他 植被 近似 或 非 近似 地 区 的 种 子 
植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 表 2) 的 聚 类 分 析 ， 探 讨 潞 江 坝 植 物 区 系 与 这 些 地 区 植物 区 
系 的 联系 。 

将 各 类 分 布 区 类 型 所 占 的 百分数 用 以 下 公式 表示 
11 

多 人 三 过 太 仙 

- | 一 1 下 J 

义 100 

式 中 ， 疙 表示 守 地 区 和 7 地 区 植物 区 系 分 布 类 型 组 成 的 相似 百分数 ; X 表示 ;地 区 上 分 

布 区 类 型 所 占 的 百分比 ;Xi 表示 7 地 区 上 分 布 区 类 型 所 占 的 百分比 。 

计算 出 地 区 间 植 物 区 系 分 布 区 类 型 的 相似 百分数 ， 然 后 用 平均 距离 法 〈average 

linkage) 进行 系统 聚 类 ， 得 聚合 树 状 图 〈 图 1) 。 可 以 看 出 ， 在 相似 百分数 达 75%% 左 右 

时 ， 可 将 10 个 地 区 聚 为 4 类 : 元 谋 、 巧 家 、 六 库 、 潞 江 坝 、 南 润 、 易 门 六 计 江 十 街 河 

6 个 干 热 河 谷地 区 为 第 一 类 ; 昆明 、 宾 川 鸡 足 山 2 个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地 区 为 第 二 类 ; 

西双版纳 大 动 膏 热带 雨林 区 为 第 三 类 ; 会 泽 大 海 亚 高 山 草 甸 地 区 为 第 四 类 。 用 最 长 距离 

法 〈complete linkage) 聚 类 的 结果 也 与 此 相似 。 这 说 明 ， 江 坝 干 热 河谷 地 区 植物 区 

系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和 元 谋 、 巧 家 、 六 库 、 南 润 、 易 门 六 汁 江 十 街 河 较 接 近 ， 而 与 昆 

明 、 宾 川 鸡 足 山 、 西 双 版 纳 大 动 笼 、 会 泽 大 海 渐 不 同 。 区 系 对 比 进一步 说 明 ，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的 这 种 聚合 关系 事实 上 还 反映 了 这 些 地 区 间 植 物 区 系 的 亲 玻 程度 。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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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聚合 树 状 图 

一 般 说 来 ， 就 小 范围 来 讲 ， 用 种 子 植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来 进行 系统 聚 类 ， 其 聚 
合 关系 可 以 反映 生境 的 相似 程度 和 植物 区 系 的 亲 玻 程度 。 而 就 大 范围 来 讲 ， 由 于 同样 比 
例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可 能 是 由 相似 程度 不 同 的 属 来 组 成 ， 其 聚合 关系 未 必 就 是 植物 区 系 
的 亲 玻 关系 。 但 是 ， 植 物 区 系 也 是 环境 条 件 的 反映 ， 相 同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表征 相似 的 地 理 
起 源 。 因 此 ，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聚 为 同一 类 的 地 区 其 环境 条 件 必然 有 较 大 的 一 致 性 。 其 聚 
合 关系 仍 能 反映 生境 的 相似 程度 。 

3.3.3 与 世界 干 热 地 区 的 联系 

本 区 植物 区 系 既 受 地 史 因 素 的 控制 ， 又 受 近 代 极 其 多 样 的 自然 、 人 为 因素 的 影响 ， 

在 漫长 的 植物 演进 中 ， 不 仅 同 邻 近 地 区 的 植物 区 系 发 生 各 种 途径 的 交流 ， 而 且 还 与 世界 

某 些 地 区 的 有 关 区 系 发 生地 理 上 的 联系 。 

印度 的 稀 树 草原 ， 分 四 大 类 型 ， 各 类 的 区 系 成 分 不 同 程度 地 与 潞 江 坝 干 热 河 谷地 区 
相同 。 其 中 ，Chandraprabha Sanctuary 的 “人 与 生物 圈 计 划 ” 稀 树 草 原 人 研究 站 的 稀 树 

草原 群落 ， 植 物 区 系 比 较 贫 乏 ， 仅 29 科 ，60 属 ，64 种 。 其 中 非 世 界 属 58 个， 有 33 个 

与 潞 江 坝 相 同 ， 属 相似 性 系数 达 56.9%， 可 见 两 地 植物 区 系 关 系 亲 近 。 此 外 ， 潞 江 坝 

一 些 属 种 往往 也 见于 印度 南部 落叶 林 、 多 刺 丛 林 。 这 都 说 明 潞 江 坝 植物 区 系 与 印度 干 热 

地 区 有 联系 。 

本 区 植物 区 系 和 热带 非洲 、 美 洲 稀 树 草原 植物 区 系 的 联系 也 是 明显 的 。 潞 江 坝 的 一 

些 属 种 ， 如 扭 黄 茂 〈 达 eteropogoz)、 厚 皮 树 (Lazrzmzea)、 三 芒 草 (Aristida)、 木 棉 

(Bompaz) 、 丁 苍 草 〈(Zozrmia)、 金 合欢 (Acacia) 乘 (Paniczzz)、 柿 (Dioszy7ros 和 从 

大 戟 (Euxzpjporoia)、 人 合欢 (Apozzia)、 扁 担 杆 〈Grerwia) 和 和 白 茅 〈TJztperatae) 等 ， 往 

往 也 是 非洲 稀 树 草原 的 常见 成 分 或 优势 种 类 ， 有 些 还 见于 热带 美洲 稀 树 草原 ， 正 如 本 

C，Menaut“ 在 非洲 稀 树 草原 植被 ”一 文中 所 指出 的 : “热带 非洲 和 亚洲 ， 甚 至 美洲 

的 植物 区 系 的 亲缘 关系 是 明显 的 。 因 为 这 三 个 大 陆 的 泛 热带 种 类 较 少 ， 特 有 科 属 较 

多 。 其 原因 不 仅仅 是 物种 的 人 为 传播 和 自然 扩张 ， 而 且 还 有 非常 古老 的 全 热带 陆地 

的 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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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潞 江 坝 1300m 以 下 干 热 河谷 植物 区 系 明 显 以 热带 成 分 为 主 ， 其 中 特 多 全 热带 

成 分 ， 其 次 为 旧 热带 、 热 亚 、 热 亚 - 热 非 成 分 ， 这 意味 着 本 植物 区 系 在 起 源 和 联系 上 较 

古 远 ， 具 有 古 南 大 陆 的 残 遗 背景 。 

(2) 本 区 季 雨 林 成 分 较 多 ， 局 部 地 段 尚 有 季 雨 林 片 段 残 存 ， 而 当地 主体 植被 的 某 些 

优势 成 分 〈 如 扭 黄 芒 ) 和 标志 成 分 〈 如 厚 皮 树 、 演 榄 位 、 虾 子 花 、 丁 葵 草 以 及 多 种 禾 草 

等 ) 又 与 印度 、 非 洲 甚至 美洲 稀 树 草原 相同 或 相似 ， 这 种 区 系 上 的 混杂 性 意味 着 本 区 植 

被 主要 由 河谷 季 雨 林 长 期 破坏 所 至 ， 目 前 较 典 型 的 稀 树 灌木 草丛 植被 类 型 可 以 认为 是 次 

生性 稀 树 草原 或 半 自 然 稀 树 草原 。 

(3) 本 区 有 和 刺 种 类 出 现 较 多 ， 这 是 植物 长 期 适应 干 热 气候 的 结果 。 其 中 常见 的 缅 更 | 

(Zizyzpjpas mazatuzitiaza )、 金 合欢 〈Acacia farnesiaza ) 和 人 仙人掌 (Opuzatia mao7zaca71- 

态 a) ， 在 印度 次 大 陆 、 缅 甸 中 部 干 热 河谷 也 有 分 布 ， 它 们 可 能 是 热带 亚洲 及 某 些 干 热 河 

谷 的 自身 成 分 。 

(4) 本 区 出 现 的 滇 榄 仁 〈(Termzzalia Praxzchetii) 及 其 变种 薄 叶 污 榄 仁 〈TI. 于 

var. 7nembranifolia)， 原 认为 是 红河 、 金 沙 江 间 断 分 布 ， 曾 作为 红河 、 金 沙 江 “ 河 流星 
袭 夺 ” 的 推测 的 佐证 之 一 ， 现 在 看 来 ， 用 它们 作 这 种 推测 的 证 据 是 不 成 立 的 。 

(5) C: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分 布 与 气候 有 一 定 的 相关 性 ， 其 多 少 可 以 作为 生境 干 热 程度 

的 指标 之 一 。 潞 江 坝 这 类 植物 较 多 ， 反 映 了 生境 的 干 热 。 

(6) 聚 类 分 析 表 明 ， 潞 江 坝 干 热 河 谷地 区 种 子 植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和 云南 其 他 

干 热 河谷 相似 ， 而 与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 热 带 雨 林 、 亚 高 山 草 旬 地 区 渐 不 同 。 分 布 区 类 

型 组 成 的 这 种 特点 是 与 生境 的 相似 程度 相 适 应 的 ， 不 难看 出 该 结论 的 合理 性 。 这 从 一 个 

侧面 论证 了 吴征 锚 先生 关于 “中 国 种 子 植 物 属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划分 的 科学 性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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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Elora of Nujiang Dry-hot 

Valley in Lujangba of Yunnan 

CAO Yong-heng 

(CTerritorial Resources Research Office，Yunnan Province，Kunming 650041) 

Abstract 工 he recorded number of the seed plants (besides planting) found in Lu- 

jiangba dry-hot valley which is below 1300m amount to 361 Species belonging to 259 

genera of 81 families， Among them，E7zteropogoz ls found in Yunna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lora，which has 51. 5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amilies and 77. 6% tropical gene- 

ray， is obviously a tropical one，and it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flora of pantropic， 

old world tropics，tropical Asia and tropical America， It means that the origin and con- 

nection with other tropical flora is qulte ancient，reflecting the relict background of 

Gondwana flora。 The distribution of Cs Gramineae plant has some links with climate，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points out that the number of this kind of plants 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index to reflect the environmental dryness and hotness，. 

Key words Dry-hot valley，Flora，C: Gramineae plant，Agglomerative analysils 

s。 29] 。 



云南 潞 江 坝 怒 江干 热 河谷 植被 研究 

童 永 恒 ! “人 金 振 洲 
(1 云南 省 国土 资源 研究 室 ， 昆 明 650041) 

〈《2 云南 大 学 生态 学 与 地 植物 学 研究 所 ， 昆 明 650031) 

摘 要 应 用 法 瑞 地 植物 学 派 的 理论 和 方法 ， 将 云南 潞 江 坝 1300m 以 下 地 区 干 热 河谷 

植被 确定 为 1 群 目 、3 群 属 、6 群 从 、4 亚 群 众 。 通 过 对 植被 外 貌 、 绪 构 、 区 系 组 成 、 分 布 

特点 的 分 析 ， 认 为 本 区 现存 植被 主要 由 河谷 季 雨 林 长 期 破坏 所 至 ， 目 前 较 典 型 的 干 热 河 谷 

灌 草 丛 植被 类 型 属于 次 生性 稀 树 草原 或 半 自 然 性 稀 树 草原 。 

关键 词 ， 干 热 河 谷 ， 植 被， 次 生性 稀 树 草原 

潞 江 坝 是 云南 著名 的 干 热 河谷 之 一 ， 是 云南 小 粒 咖啡 、 芒 果 、 胡 椒 等 热 作 、 热 果 的 

重要 产地 。 其 现存 自然 植被 呈现 “ 稀 树 灌木 草丛 ”景观 ， 尚 未 进行 过 系统 而 完整 的 研 

究 。 本 文 在 样 地 调查 和 路 线 踏 察 的 基础 上 ， 对 该 植被 的 特点 、 成 因 、 性 质 做 了 初步 探 
讨 ， 旨 在 为 该 区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和 热 区 的 深层 开发 建设 提供 基础 资料 和 科学 依据 。 

1 目 然 环境 概况 

潞 江 坝 位 于 汗 西 横断 纵 谷 的 怒江 河谷 ， 保 山 市 的 西南 部 ， 由 山 翡 冲积 扇 、 冲 积 堆 及 

阶地 组 成 。 海 拔 670 一 1300m 地 形 下 陷 、 深 切 ， 河 西 的 高 黎贡山 和 河东 的 怒 山 与 谷底 的 

相对 高 差 都 在 2000m 左右 ， 呈 山高 谷 深 的 地 貌 形态 ， 属 深切 的 高 中 山峡 谷 区 。 本 研究 

涉及 潞 江 坝 道 街 、 坝 湾 、 芒 宽 三 乡 的 河谷 地 区 ， 即 约 北 纬 24:59'， 东 经 9853! 附 近 的 台 

地 、 山 坡 。 

本 区 气候 为 南亚 热带 向 热带 过 渡 的 干 热 河 谷 气候 。 据 对 潞 江 坝 气 象 站 2 一 8 年 的 气 

象 资料 统计 ， 年 总 辐射 138 449cal/ 年 。cm2: ， 年 均 温 21. 5 ， 最 冷 月 均 温 13. 9C ， 最 

热 月 均 温 26.4 "CC， 多 年 极端 最 低温 0. 2"C ， 极 端 最 高 温 40. 4C ， 盖 10 积 温 7800YC ; 

年 降水 量 751. 4mm， 璀 季 (5 一 10 月 ) 降水 量 618. 6mm， 占 年 降水 量 的 82% ， 王 季 

(1 一 4 月 ) 降水 量 132. 8mm， 只 占 年 降水 量 的 18% ， 年 均 干燥 度 1. 9; 土壤 以 燥 红 土 

为 主 。 可 见 ， 本 区 有 既 干 且 热 。 

本 区 在 大 地 理 单元 上 属 印度 洋 西南 季风 区 ， 天 气 系统 主要 由 西风 南 支 急 流 和 西南 季 

风 控 制 。 这 两 支 气 流 的 更 迭 本 身 已 构成 季节 性 干旱 ， 是 本 区 干燥 的 基本 原因 ， 深 陷 封 闭 

的 地 形 所 产生 的 背风 雨 影响 作用 、 焚 风 效 应 、 辐 射 效应 却 使 这 种 干燥 更 趋 严 重 ， 是 本 区 

干 热 的 主要 原因 。 

< 本 文 1993 年 发 表 于 《广西 植物 》,13(2):132 一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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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方法 

采用 法 瑞 地 植物 学 派 的 理论 和 方法 。 按 该 学 派 的 选 样 原则 选取 样 地 ， 量 测 、 记 录 每 
样 地 的 “分 析 特 征 ” 和 “生境 特征 >， 得 群 从 个体 的 样 地 记录 。 根 据 种 类 组 成 ， 结 合生 

境 、 外 貌 、 结 构 等 特征 ， 将 所 得 的 样 地 记录 进行 室内 归并 、 取 舍 、 整 理 、 排 表 和 分 析 ， 

通过 对 所 采用 的 样 地 中 所 出 现 的 各 个 植物 种 的 确 限 度 大 小 的 比较 ， 同 时 考虑 区 系 上 的 特 
点 。 找 出 各 类 样 地 所 表征 的 各 群落 类 型 的 “基本 植物 成 分 ”， 即 地 方 性 特征 种 和 伴生 种 。 

先 确定 群众 ， 进 而 确定 群 属 和 群 目 。 在 群 从 内部， 主要 根据 小 环境 和 植物 种 类 的 差异 再 

具体 划分 亚 单位 。 

3 结果 和 分 析 

3.1 植被 分 类 系统 

对 59 个 样 地 记录 进行 系统 排 表 分 析 ， 建 立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植被 分 类 系统 如 下 ， 
0 ， 扭 黄 茅 厚 皮 树 群 目 (Lanneo-Heteropogonetalia) 

1 扭 黄 茅 孔 颖 草 群 属 〈Bothriochlo-Heteropogonion contorti) 

1) 孔 矣 草 九 叶 木 兰 群 从 〈JIndigofero-Bothriochloetum pertusae) 

2) 孔 颖 草 滇 束 群 从 〈Zizypho-Bothriochloetum pertusae) 

(1) 厚 皮 树 亚 群 从 〈Subass. lanneetosumy) 

(2) 灰 毛 浆果 栋 亚 群 从 〈Subass，cipadessetosumy) 

3) 扭 黄 茅 拟 金 茂 群 从 (Eulaliopso-Heteropogonetum contorti) 

2 灰 毛 浆果 栋 齿 叶 黄 皮 群 属 〈Clauseno-Cipadession cineracens) 

4) 光 叶 巴豆 肠 须 草 群 从 〈Enteropogoneto-Crotonetum laevigati) 

5) 灰 毛 浆果 栋 白 叶 藤 群 从 〈Cryptolepio-Cipadessetum cineracens) 

(3) 沙 针 亚 群 从 〈Subass，osyrisetosum) 

(4) 薄 叶 羊蹄 甲 亚 群 从 〈Subass.， bauhinietosum) 

3 白 饭 树 仙 人 掌 群 属 (Opuntior-Securinegion virosay) 

6) 仙人 掌 霸 王 鞭 群 从 〈Euphorbio-Opuntietum monacanthae) 

以 上 分 类 系统 ， 群 从 是 基本 单位 ， 在 群落 外 貌 、 结 构 和 种 类 组 成 上 都 有 其 内 在 的 一 

致 性 ， 且 能 反映 一 个 比较 固定 而 独立 的 生态 环境 。 每 个 群 从 都 有 反映 其 综合 特征 的 群 丛 

表 ， 但 限于 篇 幅 ， 在 此 从 略 。 

3.2 植被 简要 特征 

扭 黄 茅 厚 皮 树 群 目 (Lanneo-Heteropogonetalia) 包括 潞 江 坝 1300m 以 下 地 区 的 自 

然 植 被 ， 下 分 3 群 属 。 

3.2.1 扭 黄 茸 孔 颖 草 群 属 〈Bothriochlo-Heteropogonion contorti) 

该 群 属 为 潞 江 坝 分 布 面积 最 大 、 最 广 、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植被 类 型 ， 系 当地 干 热气 候 条 

件 和 人 为 影响 下 的 典型 植被 。 其 生境 是 当地 干 热 环 境 的 典型 代表 ， 坡 向 以 阳 坡 、 半 阳 坡 

为 多 ， 坡 度 大 ， 多 在 25 以 上 ， 土 壤 以 片 岩 、 花 岗 岩 风 化 物 和 老 冲 积 物 发 育 而 成 的 燥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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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为 主 ， 土 层 较 厚 ， 含 沙 粒 多 ， 土 体 较 松 ， 易 裔 塌 、 剖 刷 、 侵 蚀 ，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 

群 从 呈 “ 稀 树 灌 木 草 从 ”景观 ， 分 层 明 显 。 局 部 地 断 ， 因 人 为 干扰 严重 ， 灌 木 低 

矮 ， 种 类 、 数 量 少 ， 分 层 不 明显 。 总 体 看 来 ， 草 层 盖 度 较 大 ， 多 在 50% 以上， 为 优 

势 层 。 
群 属地 方 性 特征 种 8 种 ， 即 饿 蚂蚁 〈PDesmzodixzz ztxlzii or )、 毛 果 昔 (TIpomzoea 

eriocarbpa)、 破 帽 草 〈Borreria tusila )、 短 叶 生 (Pazpzcxa prevfolia )、 类 稚 穆 

(Paszpalidiz7a fauidz )、 练 甘 豆 (ALysicarzpus vagzza025)、 长 葛 猪 展 豆 〈Crotalaria 

calyciza ) 和 银 丝 草 〈 下 zoluxulus alsizzozdes var，cecz7zpezzs) 。 除 短 叶 季 在 其 他 群 属 中 

尚 有 分 布 ， 是 偏 宜 种 外 ， 甚 余 的 只 在 本 群 属 中 出 现 ， 都 是 确 限 种 。 这 几 种 植物 都 是 于 热 

生境 的 习 见 植物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反映 了 和 群 从 的 性 质 和 生境 特征 。 

本 和 群 属 即 习 称 的 扭 黄 茅 群 落 和 和 孔 颖 草 群 落 。 这 两 种 群落 广泛 分 布 于 云南 的 干 热 河 谷 
地 区 。 在 印度 的 稀 树 草原 中 ， 扭 黄 茅 〈 互 eteropogoz coztortaus ) 和 和 孔 颖 草 〈 Boztjriocj= 

Loa zertusa ) 也 常常 成 为 优势 种 。 这 两 类 植被 在 潞 江 坝 的 分 布 是 很 有 规律 的 : 从 第 一 级 

阶地 回 山 坡 ， 扭 黄 六 逐 渐 增 多 ， 孔 疾 草 逐渐 减少。 在 阶地 斜坡 上 ， 明 显 以 孔 疾 草 为 优 

势 ， 形 成 孔 矣 草 九 叶 木 兰 群 从 (Indigofero-Bothriochloetum pertusae)， 从 山脚 到 海拔 

1000m， 孔 颖 草 的 优势 也 很 突出 ， 但 灌木 的 种 类 数量 增多 ， 形 成 孔 颖 草 演 惠 群 丛 〈Zizy- 

pho-Bothriochloetum pertusae) ， 再 往 上 ， 扭 黄 茅 则 取代 和 孔 颖 草 占 据 了 优势 地 位 ， 形 成 

扭 黄 茅 拟 金 茅 群 从 (Eulaliopso-Heteropogonetum contorti) 。 有 意思 的 是 ， 在 前 两 个 群 

从 的 分 布 区 内 ， 局 部 人 畜 难 及 的 地 段 ， 如 箭 边 、 悬 崖 绝壁 上 ， 有 扭 黄 茅 拟 金 茅 群 丛 片段 

出 现 。 这 反映 出 扭 黄 芒 的 耐 人 畜 干扰 性 要 比 孔 颖 草 差 。R.Misra 的 对 比 研究 也 证 实 了 

这 一 点 。 由 此 可 以 从 一 个 侧面 说 明 ，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植被 的 形成 ， 除 因 生 境 干 热 外 ， 人 

类 影响 也 是 重要 因素 。 

3.2.2 灰 毛 浆果 栋 齿 叶 黄 皮 群 属 (Clauseno-Cipadession cineracens) 

本 和 群 属 下 分 光 叶 巴豆 肠 须 草 群 从 〈Enteropogoneto-Crotonetum laevigati) 和 灰 毛 

浆果 栋 白 叶 蔷 群 从 〈Cryptolepio-Cipadessetum cineracens) ， 主 要 分 布 于 怒江 西岸 海拔 
850m 以 下 的 沟谷 河 边 ， 它 代表 的 是 阴 坡 、 水 湿 条 件 稍 好 的 植被 类 型 。 较 之 其 他 群 属 该 

群 属 的 木 本 成 分 、 汗 中 高 原 习 见 成 分 、 河 谷 季 雨 林 成 分 和 伴 人 广 布 成 分 明显 增多 ， 优 势 

明显 提高 ， 而 当地 干 热 生 境 的 习 见 种 类 有 所 减少 ， 优 势 也 显著 降低 。 这 种 变化 反映 了 生 

境 水 湿 条 件 的 改善 。 群 属地 方 性 特征 种 确定 为 齿 叶 黄 皮 〈Clausena denta 如 )、 假 木 豆 
CDendrolopizzza triazgxlare)、 假 大 青 兰 〈Jzadigofera galegoides)、 构 树 〈Broxssome- 

ia pazpyrzfera) 和 昂 天 莲 (Apzporomza azgasta ) 。 

光 叶 巴豆 肠 须 草 群 从 是 潞 江 坝 分 布 面积 最 小 、 范 围 最 窗 的 植被 类 型 。 在 生长 季节 ， 

群 从 分 层 不 明显 ， 优 势 种 飞机 草 〈Euzpatorium odoratummz ) 的 盖 度 系数 达 5005， 高 度 及 
2 一 2. 5m， 和 与 灌木 同 高 ;但 特征 种 光 叶 巴豆 〈Croton Laevigatus) 叶 大 蔡 直 ， 丛 株 分 

明 ， 在 群落 里 分 外 醒目 。 群 从 地 方 性 特征 种 5 种 ， 其 中 的 肠 须 草 〈Enterobpogoz cdo1- 

chostachyus)， 为 云南 新 记录 属 种 ， 反 映 出 该 群 从 的 特殊 性 。 
其 毛 浆果 栋 白 叶 藤 群 丛 高 2. 5 一 3. 5m， 总 盖 度 89% 一 90%， 一 般 可 分 为 小 乔木 层 、 
灌木 层 和 草本 层 ， 其 中 灌木 层 是 主要 层 。 据 对 9 个 200m2 、2 个 100mz 样 地 的 调查 ，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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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植物 96 种 ， 是 潞 江 坝 干 热 河 谷地 区 植物 种 类 最 多 的 植被 类 型 。 群 从 地 方 性 特征 种 是 
灰 毛 浆果 栋 〈Cizpaaessa cizerascezs)、 白 时 蕨 〈Cryzptolezpis eegazs)， 机 树 〈ALpzzia 

cjnzizzejlsis) 、 年 本 〈Xyloszzaa racezosu72 ) 、 鸡 嗪 子 果 (Ficus semaicordata )、 假 柿 木 姜 子 

(Litsea Miozopetala )、 马 蹄 果 (Protiiua serratu ) 和 锈 毛 千斤 拔 (FLemzzzgza Fe 六 

FrWSgz72EQ ) 。 

在 灰 毛 浆果 栋 白 叶 茧 群 从 的 分 布 境内 ， 因 人 为 保护 在 庙宇 、 村 寨 附 近 每 每 尚 有 季 雨 

林 片 段 残 存 。 其 组 成 种 类 主要 有 启 子 (Terzzalia chnepxla ) 、 大 果 油 朴 《〈《CeLtzs zzgRt- 

i)、 菲 岛 桐 (Malliotus zpjizilizpzpzzexzszs )、 聚 果 榕 (Fizcus raceosga )、 覃 树 、 老 白花 

(Bawjazzia wariega 如 ) 、 红 棒 〈Toora ciliate )、 清 香木 (Pistacra ruez7z772a7721 folza )、 假 

柿 木 妆 子 、 土 密 芒 〈Bridelia stipularis) 和 灰 毛 浆果 杯 等 。 从 生境 、 种 类 组 成 的 对 比 
分 析 可 以 认为 灰 毛 浆果 栋 白 叶 芯 群 丛 由 季 雨 林 破 坏 所 至 。 

3.2.3 白 饭 树 仙 人 掌 群 属 (OpuntiorSecurinegion virosa) 

本 和 群 属 即 习 称 的 肉质 多 刺 灌 从 ， 仅 有 仙人 掌 霸 王 鞭 群 从 〈Euphorbio-Opuntietum 
imonacanthae) ， 和 群 属 的 地 方 性 特征 种 确定 为 白 饭 树 〈Secxrzzega wzrosa)、 人 仙人掌 〈O- 

z 力 xiia 720712Qca72tja ) 、 落 地 生根 (Bryozmyllzza zzzz7zatzal72 )、 刺 天 茄 〈Sola7zzzz72 272Ci- 

ca ) 和 西南 杭 子 梢 〈Cazzzpylotropis delavayi) 5 种 ， 这 几 种 植物 也 是 云南 干 热 河 谷 

地 区 肉质 多 刺 灌 丛 的 习 见 种 类 ， 反 映 出 云南 这 类 群落 的 相似 性 。 

该 群 属 在 潞 江 坝 分 布 面积 不 大 ， 但 出 露 零散 ， 范 围 较 广 ， 多 见于 东 岸 海拔 800m 以 

下 石壁 上 ， 也 有 沿 河谷 两 岸 的 和 沟 进入 ， 和 零星 见 于 干旱 的 管 沟 边 。 

群 属 的 早生 特征 是 显然 的 。 仙 人 掌 、 霸 王 鞭 〈Eazpjhorpia royteaza ) 和 落地 生根 储 

水 组 织 发 过， 能 抗 热 御 旱 ， 是 典型 的 耐 高 温 植物 。 其 他 种 类 也 大 多 具备 各 种 各 样 的 旱 生 

结构 : 金 合欢 (Acacia jarnesiazma )、 污 更 〈 Zizyzpjhaus yat7za7ze113s15)、 刺 天 茄 和 石 莲 子 

(CaesalLzpizzaza 72z72ar) 等 有 刺 ; 飞扬 草 (Euzpjpnorbia Airt)、 飞 仙 藤 〈(Perizplioca calLo- 

zyLa)、 白 叶 蕨 〈Cryzptolezpis elegazy)、 土 密 蕨 〈Bridelia sizpularis) 和 白 饭 树 等 具 

乳 入 ;， 厚 皮 树 〈Lazrzzea corozzazzdelica )、 山 黄麻 〈Tyema iomentosa ) 等 皮 厚 ; 沪 榄 仁 

(CTerzzz72alza azzcpetiz ) 、 叶 区 银 背 蕨 〈Argyreia rozpburgjhii var.，a7za) 等 大 多 数 种 

类 具有 各 式 各 样 毛 被 。 从 生境 、 种 类 组 成 及 其 旱 生 特征 的 分 析 可 以 认为 该 群 属 是 当地 植 

被 中 最 耐 旱 的 类 型 。 它 的 存在 ， 不 仅 反 映 了 当地 干 热 的 大 气候 ， 而 且 反 映 了 基质 多 石 、 

土壤 缺 水 、 地 表 灼 热 所 引起 的 局 部 更 加 干 热 的 小 环境 。 

3.3 植物 区 系 特点 

本 区 计 有 蕨 类 以 上 高 等 植物 107 科 、349 属 、481 种 〈 包 括 变种 )。 其 中 茧 类 植物 8 

科 、8 属 、10 种 ， 种 子 植 物 99 科 、341 属 、471 种 ， 除 去 栽培 的 ， 尚 有 野生 物种 81 科 、 
259 属 、361 种 。 从 种 子 植物 的 种 数 看 ， 少 于 昆明 西山 地 区 〈920 种 )， 更 少 于 西双版纳 

地 区 〈3663 种 ) ， 而 和 元 谋 干 热 河谷 地 区 〈502 种 ) 较 接 近 。 

从 种 子 植物 81 个 科 的 分 布 区 类 型 统计 看 ， 热 带 、 热 带 到 亚热带 科 占 大 多 数 ， 共 51 

科 ， 占 全 部 科 的 57. 5%;， 世界 分 布 科 次 之 ， 有 24 科 ， 占 24. 2% ， 热 带 到 温带 科 居 三 ， 

有 19 科 ， 占 19.2%， 温 带 分 布 科 最 少 ， 仅 5 科 ， 占 5.1%。 从 种 子 植物 的 259 个 属 的 
“5 



分 布 区 类 型 看 ， 世 界 分 布 有 25 属 ， 占 总 属 数 的 9. 7%; 热带 成 分 有 201 属 ， 占 77. 6%， 

温带 成 分 有 32 属 ， 占 12. 3%; 中 国 特有 1 属 ， 仅 占 0. 4 中 。 显 然 ， 潞 江 坝 千 热 河谷 植 
物 区 系 明 显 是 热带 性 质 。 

在 201 个 热带 分 布 属 中 ， 最 多 的 是 泛 热带 分 布 类 型 ， 计 107 属 ， 占 属 总 数 的 

41.3%， 其 中 的 扭 黄 茅 〈Hereropogoz) 、 孔 颖 草 〈Bothriochnioa) 和 时下 珠 (PHpyliaz=- 

怒 xs ) ， 数 量 最 多 ， 分 布 最 广 ， 构 成 当地 植被 的 主体 ， 还 有 榄 仁 树 〈Terzzazia)， 计 有 

订 子 (Tchnebula)、 汗 槛 仁 〈T 并 Franzchnetiz) 和 薄 时 演 榄 仁 〈 工 于 var。 7ae772B7Q73 7o= 

jia) 三 个 种 和 变种 ， 是 本 区 较 好 的 标志 种 。 此 外 ， 热 带 亚洲 至 热带 美洲 间断 分 布 的 有 

11 属 ， 占 4.2%， 常 见 的 有 仙人 掌 (Opuztia) 和 山 芝 及“〈 互 elicteresy) ， 前 者 为 肉质 多 

刺 灌 丛 的 建 群 植物 。 旧 世界 热带 分 布 的 有 24 属 占 9.3%， 其 中 的 拟 金 茂 〈Ezlalio 太 

Sis) 、 合 欢 (ALpizia)、 虫 豆 (Atylosia)、 千 斤 拔 (Feizzzgis) 和 白 叶 蕨 〈Cryzpto1e= 

zis) 等 ， 分 布 可 由 热带 延伸 到 亚热带 万 至 温带 。 热 带 亚洲 至 热带 大 洋 洲 分 布 的 有 13 

属 ， 占 5.0%， 其 中 有 演 南 常见 的 水 锦 树 〈Wendiandia ) 。 热 带 亚洲 至 热带 非洲 分 布 的 
有 23 属 ， 占 8.9% ， 主 要 有 黄 背 草 〈TPemeda)、 木 棉 〈Bompaz)、 沙 针 《〈Osyr5) 、 是 

子 花 (Wooa foraia ) 和 苞 茅 “〈 互 yparrhernmia)， 这 些 属 也 多 是 非洲 稀 树 草原 的 优势 和 党 

见 成 分 。 热 带 亚 洲 〈 印 度 -马来西亚 ) 分 布 的 也 有 23 属 ， 如 伊 桐 〈fiItoa)、 一 担 柴 
(Coloza) 、 破 布 木 (Microcogs)、 酸 豆 (Tamzarizdxs)、 构 树 〈Bzroxssozietia )、 厅 栋 

(CChaupRrasia)、 黄 杞 (Enzgelhnaradtia) 等 ， 这 些 属 在 我 国 多 扩张 到 亚热带 地 区 。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植物 区 系 和 热带 非洲 、 美 洲 稀 树 草原 植物 区 系 的 联系 是 明显 的 。 注 

江 坝 的 一 些 属 种 ， 如 扭 黄 茅 〈 瑟 eteropogoz)、 厚 皮 树 (Lazzzzeac)、 三 芒 草 〈(A7zszada)、 

木棉 〈Boxrpaz)、 丁 葵 草 (2Zormia)、 金 合欢 (Aeacia)、 季 (Panmizex2)、 柿 〈Diospy- 

r05) 、 大 戟 (Euzpjpnorpia)、 人 合欢 (Apoizia)、 扁 担 杆 〈Grerwta ) 和 和 白 茅 〈Tzazzperati) 

等 ， 往 往 也 是 非洲 稀 树 草原 的 常见 成 分 或 优势 种 类 ， 有 些 还 见于 热带 美洲 稀 树 草原 。 正 

如 J. C.，、Menanut 在 “非洲 稀 树 草原 植被 ”一 文中 所 指出 的 :“ 热 带 非洲 和 亚洲 ， 甚 至 美 

洲 的 植物 区 系 的 亲缘 关系 是 明显 的 。 因 为 这 三 个 大 陆 的 泛 热 带 种 类 较 少 ， 特 有 科 属 较 

多 ， 其 原因 不 仅仅 是 物种 的 人 为 传播 和 自然 扩张 ， 而 且 还 有 非常 古老 的 全 热带 陆地 

的 联系 ”。 

4 讨论 和 结论 
(1) 前 已 述 及 ， 在 庙宇 、 村 寨 附 近 ， 注 江 坝 常 有 季 雨 林 片 段 残存 。 区 系 分 析 也 发 现 

潞 江 坝 多 季 雨 林 成 分 。 因 而 可 以 认为 ， 当 地 的 原生 植被 主要 是 河谷 季 雨 林 。 后 来 ， 由 于 

人 口 增加 、 频 繁 战争 、 毁 林 开 荒 等 人 类 活动 对 季 雨 林 的 破坏 ， 致 使 其 覆盖 率 下 降 到 现在 

不 足 1 为 的 水 平 。 失 去 季 雨 林 蔽 护 的 河谷 加 剧 了 焚 风 效应 ， 趋 于 干 热 ， 现 在 广 布 当 地 的 

“ 黎 树 灌木 草丛 ”， 正 是 季 雨 林 破 坏 以 后 ， 在 水 土 流失 、 环 境 变 干 、 周 期 性 山 火 和 过 度 放 

牧 等 恶劣 生境 条 件 下 逐渐 形成 的 次 生 植被 。 季 雨林 的 这 种 退化 是 云南 一 部 分 干 热 河谷 的 

共同 模式 ， 这 也 与 印度 的 情况 类 似 。 由 于 河谷 的 干 热气 候 ， 坡 面 上 这 类 植被 的 复原 是 十 

分 困难 ，“ 稀 树 灌 木 草 从 ”景观 将 会 较 长 期 存在 。 
《2) 东南 亚 的 肉质 多 刺 灌 丛 在 群落 的 形成 和 发 展 上 具有 次 生 的 性 质 ， 大 多 由 落叶 季 

雨林 、 干 燥 琉 林 或 稀 树 草原 破坏 或 退化 后 形成 。 过 度 放牧 、 过 度 砍 伐 和 火烧 是 导致 和 加 
。296 。 



速 这 种 退化 的 原因 ， 特 别 在 土壤 贫 靖 多 石 之 处 ， 肉 质 多 刺 灌 从 更易 发 生 。 潞 江 坝 肉质 多 

刺 灌 丛 的 起 源 虽 尚 待 研究 ， 但 其 现实 分 布 事实 上 反映 了 这 一 特点 。 云 南 金沙 江 、 元 江干 

热 河谷 也 有 此 类 灌 从 。 作 为 该 灌 从 建 群 种 的 霸王 鞭 和 人 仙人掌， 前 者 原 产 印度 ， 后 者 可 能 

是 热带 亚洲 及 某 些 干 热 河 谷 的 自生 成 分 。 它 们 虽 多 见于 悬崖 绝壁 ， 但 事实 上 在 干 热气 候 

下 局 部 水 湿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方 生长 更 快 、 长 势 更 好 ， 常 见 的 由 它们 构成 的 村 边 地 头 的 围 篇 

说 明了 这 一 点 。 由 此 推 想 ， 肉 质 多 刺 灌 从 之 所 以 选择 悬崖 绝壁 可 能 是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 由 

于 人 畜 的 干扰 和 这 类 灌 从 本身 的 适应 能 力 ， 致 使 其 大 多 只 在 险要 多 岩 之 处 得 以 自然 蔓 

延 、 发 展 、 分 布 。 
(3) 本 区 计 有 种 子 植 物 〈 不 包括 栽培 ) 81 科 、259 属 、361 种 ， 其 中 的 肠 须 草 

(Enteropogoz dolichostachyus) 为 云南 未 见 记 录 属 种 。 本 植物 区 系 明 显 是 热带 性 质 ， 

热带 、 亚 热带 科 占 51. 2% ， 热 带 属 占 77.6% ， 其 中 特 多 全 热带 成 分 ， 其 次 是 古 热带 、 

热 亚 、 热 亚 - 热 非 成 分 ， 一 些 属 种 与 印度 、 非 洲 ， 甚 至 美洲 稀 树 草原 相同 或 相似 ， 这 意 

味 着 该 植物 区 系 在 起 源 和 联系 上 较 古 远 ， 具 有 古 南大 陆 的 残余 背景 。 

(4) 潞 江 坝 因 其 特殊 的 地 理 位 置 、 地 形 地 瑶 等 下 垫 面 因素 ， 气 候 炎 热 而 干燥 ， 土 壤 

玻 松 而 贫 将 ， 降 水 量 少 而 季节 性 变化 大 。 这 种 生境 和 典型 稀 树 草原 的 气候 、 土 壤 较 相 

似 。 与 世界 稀 树 草原 的 一 般 气 候 指 标 相 比 〈 表 1)， 光 能 接近 ， 降 水 还 偏 少 ， 但 温度 偏 

低 。 这 种 相似 但 非 雷同 的 气候 特征 正好 反映 了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气候 的 特殊 性 。 

表 1 气候 指标 对 比 表 
要 了 圳 | = 一 JTy = 本 气候 类 型 世界 一 般 稀 树 潞 江 坝 干 热 云南 元 江干 热 云南 元 谋 干 热 

草原 气候 河谷 气候 河谷 气候 河谷 气候 

0 站) 村 记 ，13 人 半天 寺 肌 下 砚台 机 一 卫 下 天 用 宣 : 人 一 页 
年 均 降 水 量 /mm 1000 一 1500 75134 806.1 634.0 

最 湿 6 个 月 降水 量 /mm 之 600 618. 4 649.1 583. 8 

最 干 3 个 月 降水 量 /mm <<50 39. 9 19.8 李 到 

湿 季 降水 所 占 比率 /入 过 75 82 81 92 

年 均 气 温 /C 24 21.5 237 2 

最 冷 月 平均 最 低 气 温 /C 13 一 18 6.6 ER 8 吧 

在 该 生境 下 发 育 的 “ 稀 树 灌 木 草丛 ”， 大 面积 的 是 以 多 年 生 耐 旱 禾 草 为 主 ， 其 间 星 

散 有 低 搬 、 落 叶 、 丛 生 的 乔 灌木 。 随 季节 的 更 欠 ， 和 群落 从 英 绿 转 而 枯黄 ， 类 似 稀 树 草原 

景观 。 根 据 下 ,Bonrliere 和 M. Hadlley 的 观点 ， 考 虑 到 植被 的 次 生性 ， 可 以 认为 潞 江 

坝 干 热 河谷 现存 的 “ 黎 树 灌木 草 从 ”是 次 生性 稀 树 草原 或 半 自 然 稀 树 草原 〈 简 称 半 稀 树 

草原 ) 。 

《5) 法 瑞 地 植物 学 派 的 方法 起 源 于 研究 地 中 海 型 和 高 山 型 植被 。 本 文 的 结果 说 明 用 

该 法 研究 干 热 河谷 植被 是 适合 的 。 环 境 的 独特 和 严 苛 带 来 了 于 热 河 谷 植被 的 特殊 性 ， 而 

处 理 、 研 究 这 类 特殊 性 正 是 这 一 方法 的 特色 。 只 有 对 一 个 地 区 进行 全 面 深 入 的 调查 和 植 

物 区 系 的 详细 对 比 ， 才 能 确定 群 丛 单位 和 分 类 系统 ， 才 能 用 植物 种 类 的 组 合 状况 来 反映 

所 在 地 的 生态 环境 。 因 而 用 该 法 可 以 全 面 深入 地 研究 这 一 地 区 的 植被 全 貌 和 细微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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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Vegetation of Nujiang 

Dry-hot River Valley in Lujiangba of Yunnan 

CAO Yong-hengl JIN Zhen-zhou: 

(1 Territorial Resources Research Office。Yunnan Province，Kunming 650041) 

《2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botany，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31) 

Abstract By means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French-Swiss phytosociological 

school，the vegetation of Nujiang dry-hot river，valley below 1300m in Lujiangba of 

Yunnan have been classified into one order，three alliances，six associations and four 

subassociationas: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physiognomy，structure，floristic composi- 

tion，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vegetation，we consider that the 

most of them were mainly resulted in a longterm destruction of the river valley monsoon 

forest，and the typical vegetation types may be regarded as secondary savannas or semi- 

natural savannas， 

Key words Dry-hot river valley，Vegetation，Secondary savanna 

298 。 



云南 腾冲 新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及 其 时 代 ” 

陶 君 容 杜 乃 秋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摘 要 本 文 讨论 了 云南 横断 山区 南部 的 新 第 三 纪 植物 群 ， 以 出 现 多 种 豆 科 植物 为 特 

征 的 组 合 ， 即 在 常 绿 阔 叶 林 类 型 中 增加 了 落叶 阔 叶 种 类 。 同 样 的 特征 亦 出 现在 云南 小 龙潭 

植物 组 合 中 ， 以 及 印度 的 新 第 三 纪 植物 群 组 合 中 。 这 可 能 反映 了 本 区 受训 马 拉 雅 强烈 抬升 

活动 之 后 ， 远 离 古 地 中 海 海域 ， 使 空气 湿润 的 水 汽 来 源 大 大 减少 ， 明 显影 响 该 区 气候 向 变 

旱 方向 发 展 ， 故 出 现 较 能 耐 旱 的 一 些 豆 科 植物 。 

腾冲 植物 组 合 与 滇 中 小 龙潭 植物 组 合 特征 相近 似 ， 一 是 现代 种 占 较 大 比例 ， 二 是 两 处 

出 现 有 相同 属 种 ， 故 其 时 代 亦 属 中 新 世 晚 期 一 上 新 世 早 期 。 

誉 为 “植物 王国 ”的 云南 省 ， 现 代 植物 区 系 极其 复杂 ， 植 被 千变万化 。 回 溯 到 第 三 
纪 时 期 该 区 的 植物 组 合 面貌 是 人 们 颇 感 兴趣 的 问题 。 早 在 1920 年 法 国人 柯 兰 尼 〈Cola- 
ni) 曾 报道 过 滇 中 几 个 褐 煤 盆 地 的 植物 化 石 。 此 后 ， 直 到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的 20 

世纪 60 年 代 方 开始 本 区 新 生 代 植 物 的 研究 工作 ， 先 后 报道 过 洱 源 、 剑 川 、 小 龙潭 、 景 
谷 、 寻 和 旬 等 地 的 植物 化 石 。 微 化 石 方 面 的 研究 有 演 中 的 松 华 盆地 。 这 些 第 三 纪 植 物化 
石 ， 数 量 虽 少 但 也 能 反映 当时 植物 区 系 的 特点 。 由 于 云南 高 原 在 第 三 纪 尤 其 在 新 第 三 纪 

时 期 ， 受 强烈 的 喜马拉雅 造山 运动 影响 ， 造 成 地 形 地 势 的 差异 ， 明 显 地 反映 在 植物 分 布 
上 ， 因 而 各 局 部 地 区 的 植物 区 系 及 组 合 面貌 均 有 其 特殊 性 ， 而 对 一 个 大 的 区 域 来 说 有 其 
一 致 〈《 相 似 ) 性 。 作 为 滇 西 地 区 的 新 第 三 纪 植物 区 系 ， 明 显 地 反映 了 和 周围 地 区 植物 区 

系 的 联系 和 过 渡 性 特征 ， 并 与 我 国 华中 、 华 北 等 其 他 区 有 较 大 的 差异 。 
1976 年 为 配合 该 区 矿床 勘探 ， 在 二 〇 九 队 领导 及 地 质 科 李 永 华 等 同志 的 大 力 协作 

下 ， 我 们 在 腾冲 及 附近 若干 盆地 进行 了 野外 工作 ， 并 采集 了 植物 化 石 ， 现 仅 报道 腾冲 盆 
地 的 植物 化 石 。 

1 区 域 概况 

腾冲 县 位 于 怒江 以 西 ， 北 纬 25"7" ， 东 经 98"50' 。 地 处 演 西 横断 山南 部 ， 山 蛮 峰 友 。 

位 于 县 境 东部 的 高 黎贡山 由 西藏 境内 折 向 南 进 入 云南 境内 ， 整 个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流 经 本 

县 的 主要 河流 有 龙 川 江 与 大 盘 江 ， 这 两 条 河流 从 北向 南 把 本 区 切割 成 一 条 条 中 、 低 等 高 

度 的 山地 和 纵 谷 相间 的 地 貌 ， 山 地 之 间 分 布 着 河谷 盆地 〈 即 称 为 坝子 ) 。 腾 冲 县 城 海 拔 

高 度 为 1640m， 本 区 的 海拔 高 度 在 1000~3700m。 本 区 属 亚 热带 季节 性 干 湿 交替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 本 文 1982 年 发 表 于 《植物 学 报 》,24(3) :273 一 281。 



化 石 产 地 位 于 腾冲 县 东南 约 40km 处 ， 其 基底 岩层 在 西部 为 燕山 期 的 备 连 花岗岩 岩 

体 ， 东 部 为 古生代 的 高 黎贡山 变质 岩 系 ， 新 第 三 系 不 整合 于 基 岩 上 ， 其 岩 性 从 下 至 上 和 统 
述 如 下 : 下 部 为 灰白 色 黄 神色、 中 粗 粒 、 花 岗 质 含 砾 砂 内 ， 此 层 含 铀 矿 ; 中 部 为 灰白 
色 、 深 灰色 中 一 薄 层 状 泥 质 粉 砂岩 ， 该 层 上 下 煤 线 发 育 ， 中 部 产 大 量 植物 化 石 ， 此 层 厚 
度 为 40 一 80m; 上 部 为 黄 褐色 厚 层 状 含 砾 粗 砂 省、 中 粒 砂 岩 ， 其 上 有 硅 藻 土 一 为 粉 砂 
质 泥 岩 和 灰 黑色 凝 灰 罕 ， 还 含 藉 绿 玄武 凝 灰 砂 砾 岩 。 

2 植物 组 合 及 特征 

2.1 植物 组 合 

共 采 集 植物 的 叶子 、 果 实 、 种 子 印 痕 化 石 100 余 号 ， 较 完好 的 标本 60 余 号 ， 经 鉴定 
计 有 36 种 ， 分 属 20 科 、29 属 。 基 类 植物 2 种 ， 裸 子 植物 1 种 ， 被 子 植物 33 种 〈 表 1)。 

表 1 化 石 名 录 及 植物 习性 、 叶 子 特 征 ” 

中 文 名 拉丁 名 乔木 “灌木 “ 常 绿 落叶 全 缘 - 句 齿 

紫 甚 Osmzzi7zca Jazpozzzca 

水 龙骨 Polyzpocizxzz Sp. 

松 (种 子 ) 也 zzzzxs SPp. 

木兰 〈 未 定 种 ) JMasgmrolia sp. 勾 义 光 

臭 樟 Cz7z7zQ77207722772 g ZaQ72Cl2L2Oi era 义 X 义 

樟 (未定 种 ) Cz7z72Q772O7722772 SPD。 义 以 义 

古 宽 叶 钩 樟 Lz7zdera zprelati olia 义 义 义 

杨 叶 木 姜 子 Lizsea zpopxlzolia 炙 义 义 

美 樟 〈 未 定 种 ) Neciardra sp. 尖 区 勾 

矮 杨 梅 Myrica 7za7Q 义 色 又 

腾冲 杨 Pozprxlus temgchnozzgenzszis 汉 妆 藉 

圆 基 榆 UZ7zzs 几 Q77zO7rze72518 X 又 芭 

心 叶 千金 榆 Carpzimus SUDcorcata 久 久 勾 

桦木 〈 未 定 种 ) Betxla sp. 义 当 义 

瓦 山 榜 Castazozpsis cerataca7ztha 义 汉 

中 华山 毛 样 Fagzus cjz7zemasis 义 多 汉 勾 

白 皮 柯 Lithocarzpus dealpata 色 关 尺 

茶 芒 子 Ribes sp. 六 当 

毛 背 花 相 Sorpus Q7ro7zioides 义 流 尖 

江南 花 栓 So7pus 几 e7723LeyI 义 勾 义 

花 〈 未 定 种 ) Sorpzxs sp. 义 

华 槐 Sozpjhora 772z01azpomzica 义 基 

中 华 皂 菜 Crleditschia 712z05171e72815 义 又 

华 紫 草 Cerczs 77210C 刀 172e72818 色 义 芭 

合欢 AL0zzzia Sp. 义 X 

马 桑 Corzia7zia SI72zCQ 汉 义 久 义 

人 硬 叶 鼠 李 及 Paz7za7zzzs Ai7rSUtQ 久 久 流 

冻 绿 及 jz7z722S MLILzS 义 又 

山 棋 叶 泡 花 树 Melioszza puchazzazaz Folia 义 义 义 

。 800 。 



续 表 

中 文 名 拉丁 名 乔木 《灌木 “ 常 绿 “落叶 全 缘 ， 锯齿 

等 叶 八 角 栅 ALamngiziu7z QeqMaLi olizx7a 又 勾 义 

密 脉 漆 及 haes z720xez 义 3 

杰 树 Acer sp， KK 芭 色 

检 下 7z7-yQ cilzatQ 流 流 

滇 南 马 钱 Strychn7z0s Chelierzsis 流 勾 江 

圆 叶 马 钱 Sirychzzos rott7zdiolia 义 义 X 

披 针 叶 马 钱 Sirychn7z0s bparacathnayemszs 汉 义 次 

被 子 植 物 的 各 类 总 数 20 13 14 19 16 10 

各 类 所 占 百 分 比 / 为 60 39 42 67 48 30 

* 复 叶 未 统计 在 内 。 

我 们 对 本 层 岩 样 做 了 犯 粉 分 析 ， 计 有 水 龙骨 (Polyztpodium)、 瓦 韦 (Lepisorus)、 
凤 尾 蕨 〈Pieris) ， 厚 壁 三 缝 玖 、 雪 松 〈Cearws)、 云 杉 (Picea)、 油 杉 〈 开 ereleerzia )， 

其 他 还 有 少量 铁 杉 ， 被 子 植物 有 标 类 、 冬 青 、 桑 寄生 、 相 、 山 毛 样 、 兰 果树 
CNyssa) 等 。 

保存 的 这 些 植物 叶 部 、 果 实 、 种 子 及 犯 粉 化 石 ， 仅 是 当时 植物 区 系 的 一 部 分 ， 根 据 
这 些 植 物 组 合成 分 的 现代 近似 种 分 布 及 生态 特征 可 以 推测 沉积 时 期 的 气候 特征 。 

综合 观察 33 种 大 化 石 被 子 植物 中 ， 乔 木 占 绝对 优势 (20 种 ) ， 灌 木 较 少 ， 草 本 植 
物 除 几 种 茧 类 植物 外 其 他 成 分 未 见 。 在 20 种 乔木 中 常 绿 的 有 9 种 ， 灌 木 中 常 绿 的 有 6 
种 ， 加 上 犯 粉 中 发 现 的 兰 果 树 、 冬 青 、 桑 寄生 等 常 绿 类 型 ， 占 了 总 量 的 大 多 数 。 以 叶 缘 
特征 计 全 缘 类 型 占 多 数 。 综 合 反映 其 植被 主要 是 常 绿 阔 叶 和 落叶 阔 叶 混 生 类 型 ， 组 成 的 
植物 主要 是 壳 斗 科 、 樟 科 、 豆 科 、 山 茶 科 、 马 钱 科 等 。 

2.2 与 现代 植被 的 比较 

由 于 北 回归 线 通过 本 区 南部 ， 终 年 接受 太阳 辐射 较 多 而 且 均 匀 ， 又 由 于 本 区 具有 高 

海拔 和 低 纬度 特征 ， 气 候 受 来 自 西南 方 印度 洋 暖 流 的 控制 ， 年 平均 温 15. 2C， 年 降水 

量 1495mm， 每 年 5 一 10 月 集中 降水 量 的 87. 2% ， 构 成 本 区 植被 的 多 姿 景 观 。 本 区 属 亚 

热带 季节 性 干 湿 交 替 常 绿 益 叶 林 带 ， 天 然 植被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几 乎 全 遭 破坏 ， 多 为 常 绿 阔 

叶 次 生 林 ， 但 仍 保留 了 以 壳 斗 科 、 樟 科 、 山 茶 科 、 木 兰 科 为 主 的 植被 特征 。 沿 怒江 河谷 

地 带 向 上 形成 的 植物 垂直 分 带 较 为 明显 。 最 低 在 怒江 河谷 地 带 海拔 仅 900m 处 ， 该 区 村 

寨 劳 有 番 木瓜 、 芒 果树 、 榕 树 、 木 棉 及 野生 芭蕉 林 等 ， 溪 谷 两 边 还 有 露 兜 树 、 棕 柚 、 树 
茧 等 ， 此 带 的 热带 亚热带 景色 宛 然 可 见 。 向 上 到 1800m 左右 是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主要 植物 为 碗 斗 科 、 山 茶 科 、 木 兰 科 、 樟 科 等 。 上 至 3000m 左右 则 出 现 云南 松 和 铁 杉 
为 主 的 针 叶 林 带 。 更 高 海拔 处 则 出 现 杜 锡 矮 林 等 。 现 在 ， 膳 冲 地 区 的 主要 森林 植 核 是 亚 

热带 季节 性 干 湿 交 替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组 成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主要 是 壳 斗 科 的 栎 属 、 档 属 ， 樟 

科 、 山 茶 科 、 木 兰 科 ， 还 有 常 绿 的 械 属 (Acer) 等 。 在 我 国 现代 分 布 有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地 

方 ， 大 水 湿 条 件 较为 充分 的 地 区 则 樟 科 的 种 类 有 增加 ， 若 在 生境 偏 干 的 地 区 ， 则 山茶 科 
的 木 荷 更 为 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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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3 种 被 子 植物 中 ， 约 50%% 为 现代 种 。 在 乔木 中 以 Costazrozsis、Uzoas， 尤 以 后 

者 较为 丰富 ， 灌 木 以 Euryae、Stirychnzos 较为 丰富 。 与 这 些 贫 乏 的 古 植物 资料 比较 ， 证 

明了 该 区 现代 植物 区 系 中 仍 保存 着 从 第 三 纪 以 来 植物 区 系 的 基本 核心 。 与 该 区 现代 植物 
对 比 ， 其 差异 在 化 石 植物 组 合 中 樟 科 种 类 较 少 ， 豆 科 植 物 显著 增加 〈 共 有 4 个 属 种 ) 。 

另 一 特征 是 圆 基 榆 的 标本 数量 较 多 ， 在 矿区 采集 时 常见 该 种 化 石 ， 叶 形 较 大 ， 保 存 完 

整 。 榆 科 植 物 多 分 布 在 温带 或 亚洲 热带 山地 ， 在 腾冲 盆地 出 现 该 种 ， 且 豆 科 植物 增多 ， 

指示 了 沉积 时 的 气候 在 向 干旱 温 凉 方向 发 展 。 

3 与 邻近 植物 群 的 比较 及 时 代 归 属 

由 于 新 第 三 纪 时 地 形 的 变化 ， 地 势 隆起 较 高 ， 古 地 中 海 向 西 退去 ， 本 区 气候 便 向 变 

干 的 方向 发 展 。Lakhampal 在 研究 了 印度 第 三 纪 植 物 区 系 及 其 该 区 的 地 质 历 史 时 指出 : 

整个 新 生 代 时 期 在 低 纬度 地 区 ， 水 似乎 成 为 控制 植物 分 布 的 主要 因素 。 他 的 这 种 推测 是 

从 当时 古 地 理 特 征 提出 的 。 并 提 及 在 印度 新 第 三 纪 后 豆 科 植物 数目 突然 增多 这 一 现象 ， 

而 作者 未 说 明 其 原因 。 豆 科 植 物 增多 的 现象 亦 出 现在 我 国 云南 的 一 些 新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中 ， 据 这 一 特征 推测 ， 可 能 是 该 区 在 新 第 三 纪 时 ， 喜 马 拉 雅 剧烈 升 起 后 ， 大 面积 的 水 域 

环境 渐变 为 陆地 ， 离 退却 的 古 地 中 海 较 远 ， 受 海洋 湿润 气候 的 影响 逐渐 减 有 允 至 最 后 消 

失 ， 而 受 西南 方 印度 洋气 流 的 影响 增强 了 ， 使 该 区 出 现 明 显 的 干 季 ， 故 党 绿 阔 叶 植 物 比 

前 减少 。 以 适 生 的 豆 科 植物 的 落叶 种 类 增多 ， 这 一 特征 亦 反 映 在 小 龙潭 的 植物 组 合 中 ， 

具有 6 属 豆 科 植 物 。 从 印度 老 第 三 纪 与 新 第 三 纪 植物 群 的 组 合 特征 对 比 ， 看 出 印度 半岛 

的 古 地 理 为 : 老 第 三 纪 时 印度 北部 还 处 于 海域 之 中 ， 新 第 三 纪 时 方 成 为 陆 网 ， 这 种 海陆 

分 布 特征 可 能 向 东 影 响 到 我 国 的 云南 地 区 ， 表 现在 第 三 纪 植物 区 系 组 成 分 子 内 有 相同 的 

科 属 出 现 。 老 第 三 纪 相 同 的 科 少 ， 仅 樟 科 、 漆 树 科 ， 新 第 三 纪 时 相同 的 科 增 多 ， 如 印度 

新 第 三 纪 植物 群 出 现 的 33 科 植 物 中 ， 腾 冲 与 其 相同 的 有 8 科 ， 即 毛 葛 科 〈Rhamnace- 

ae) 、 漆 树 科 〈Anacardiaceae) 、 豆 科 〈Leguminosae) 、 某 蕉 科 (Rosaceae)、 八 角 枫 科 

(Alangiaceae) 、 樟 科 (Lauraceae) 、 壳 斗 科 〈Fagaceae) 、 杨 梅 科 〈Myricaceae) 。 这 进 

一 步 说 明 新 第 三 纪 时 云南 和 印度 喜马拉雅 植物 区 系 的 联系 更 密切 。 

3.1 地 层 时 代 

该 植物 组 合 中 现代 种 约 占 50%， 具 较 大 比例 ， 和 汗 中 小 龙潭 植物 化 石 比 较 ， 有 7 

个 相同 属 种 ， 如 等 叶 八 角 枫 及 豆 科 的 数 种 ; 若 与 剑 川 中 新 世 的 双 河 组 植物 化 石 比较 ， 则 
未 出 现 灭绝 类 型 Dryotpjpyllzrn 及 其 他 绝 灭 种 ， 如 与 洱 源 三 营 组 植物 化 石 比较 ， 其 化 石 

种 的 比例 更 大 。 故 腾冲 植物 群 的 组 合 特征 与 小 龙潭 近似 ， 其 时 代 亦 为 中 新 世 晚 期 -上 新 
世 早 期 。 

4 植物 种 的 描述 

文 内 仅 描述 在 我 国 第 一 次 记载 及 新 发 现 的 种 ， 其 他 老 种 的 描述 同 《 中 国 新 生 代 植 
物 》 一 书 内 的 记载 ， 此 不 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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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紫 莫 (Osmuxnrda japomica Thunb. ) 

化 石 为 小 羽 片 ， 矩 圆 形 ， 基 部 宽 ， 上 部 渐变 狭 。 长 2. 4cm， 宽 1. 2cm， 项 部 未 保 

存 。 基 部 两 侧 不 对 称 ， 一 侧 渐 狭 成 攀 形 ， 一 侧 宽 圆 。 小 羽 片 的 中 脉 直 ， 侧 脉 整齐 的 二 次 
二 歧 分 支 ， 叶 边 有 微 齿 。 

这 种 羽 片 特征 与 现代 紫 莫 的 形态 特征 无 区 别 ， 故 归于 此 现代 种 。 

4.2 水 龙骨 (Polypodiurm sp. ) (未 定 种 ) 

化 石 为 叶 部 羽 片 ， 羽 片 深 裂 近 叶 轴 ， 裂 片 宽 4 一 5mm， 边 缘 微 波状 或 全 缘 。 叶 脉 明 

显 1 一 2 次 分 又 。 

仅 保 存 部 分 羽 片 ， 难 于 定 种 。 

4.3 木兰 (Masgnolia sp. ) (未 定 种 ) 

叶 宽 披 针 形 ， 长 约 12cm， 宽 5cm， 项 端 渐 尖 ， 基 部 渐 狭 而 钝 。 叶 边 全 缘 。 中 脉 粗 
壮 ; 侧 脉 约 12 对 ， 以 45 一 50 角 从 中 脉 生 出 ， 在 近 叶 缘 处 分 叉 后 一 支 向 前 一 支 向 后 形 
成 环 结 脉 网 ;三 次 脉 整齐 。 

脉 序 特 征 属 木兰 属 ， 因 标本 保存 不 全 ， 未 定 到 种 。 

4.4 奥 樟 (Cimzmzamaomum glamndxEzrera Meisn。) 

叶 椭 圆 形 ， 长 约 7. 2cm， 宽 4. 5cm， 顶 端 和 基部 钝 状 渐 尖 ， 叶 边 全 缘 。 具 三 基 出 

脉 ， 其 余 脉 羽 状 ， 基 侧 脉 听 曲 伸 至 叶 2/3 处 羽 状 脉 约 以 60 角 从 中 脉 生 出 ， 弧 曲 向 前 
形成 环 结 脉 序 ， 侧 脉 间 有 明显 的 直接 从 中 脉 生 出 的 细 脉 ;三 次 脉 显著 与 中 脉 成 直角 而 与 
侧 脉 斜 交 ， 彼 此 平行 整齐 。 

该 叶 形 和 脉 序 与 现代 种 生 樟 极 相 似 。 为 乔木 。 多 分 布 在 云南 ， 国 外 印度 有 分 布 。 

4.5 古 宽 叶 钩 林 (Lindera prelatiolia Tao sp。nov. ) (新 种 ) 

叶 略 成 倒 椭圆 形 ， 长 9. 8cm， 宽 4cm 左右 ， 叶 项 钝 渐 尖 ， 基 部 槐 形 。 中 脉 中 等 粗 

细 ， 微 弯 ; 侧 脉 羽 状 ， 弧 曲 ， 以 50 一 60 角 从 中 脉 生出 ， 近 基 处 的 夹 角 小 ， 愈 向 上 夹 角 

愈 大 ， 侧 脉 在 近 边 缘 处 环 结 ， 其 间 具 与 中 脉 垂 直 的 细 脉 ; 三 次 脉 与 中 脉 垂 直 ， 细 脉 
网 状 。 

该 种 叶 形 倒 椭圆 形 ， 脉 序 特征 似 Lizzcdera 属 。 

4.6 山 楼 时 泡 花 树 (Meliosmaa pucjamramiolia Merr. ) 

叶 和 矩 圆 状 倒 披 针 形 ， 长 约 8.3cm， 宽 4cm，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攀 形 ， 叶 缘 有 细 锯 齿 。 

中 脉 直 ;， 侧 脉 约 15 对 ， 微 弧 曲 伸 至 叶 缘 ， 以 40 一 50 角 从 中 脉 生 出 ; 三 次 脉 与 侧 脉 垂 

直 ， 排 列 整齐 。 

该 种 叶 形 特征 与 产 于 我 国 山 旺 的 钝 叶 泡 花 树 近似 ， 但 叶脉 对 数 、 弧 曲 程度 ， 叉 出 角 

等 特征 与 现 分 布 于 云南 地 区 的 M. puchnazazz Folia 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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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矮 杨梅 (Myrica zamza Cheval. ) 

叶 形 较 小 ， 倒 饰 形 ， 长 约 3cm， 宽 1. 9cem， 顶 端 钝 宽 ， 基 部 狭 攀 形 ， 叶 缘 下 部 全 缘 

上 半 部 具 明 显 的 齿 。 中 脉 粗壮 ， 侧 脉 与 中 脉 之 间 的 夹 角 较 大 。 

该 种 为 常 绿 灌 木 ， 现 代 主 要 分 布 于 云南 中 部 和 贵州 西部 。 

4.8 腾冲 杨 (Populus itemrgcjonrgemsis Tao sp。nov. ) (新 种 ) 

叶 卵 形 ， 长 近 7cm， 宽 4. 5cm，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钝 圆 略 偏 鲜 ， 叶 缘 具 大 的 乳头 状 
齿 。 中 脉 粗壮 ， 侧 脉 羽 状 约 5 对 ， 基 部 一 对 似 基 侧 脉 ， 较 长 ， 伸 至 叶 的 1/2 处 ， 与 中 脉 
的 夹 角 45" 一 50"， 其 余 侧 脉 的 夹 角 略 大 ， 侧 脉 间 具 间 脉 ， 三 次 脉 垂直 于 侧 脉 或 直接 形成 轴 
网 脉 。 | 

该 种 叶 卵 形 ， 基 部 偏 笠 ， 叶 缘 具 乳头 状 齿 等 特征 而 与 我 国 中 新 世 出 现 的 P，Latior 
和 己 . glazdxwli fera 均 有 明显 区 别 。 

4.9 圆 基 榆 (CImrs jarutoriensis Oishi et Huzioka ) 

叶 形 特大 ， 卵 椭圆 形 ， 长 达 15cm 以 上 ， 宽 9. 6cm，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呈 不 对 称 的 心 
形 ， 叶 缘 具 较 整 齐 的 重 锯齿 。 中 肪 粗壮 ， 略 弯曲 向 前 ; 侧 脉 14 一 15 对 ， 近 对 生 ， 近 基 
的 2 一 3 对 向 外 侧 弯 后 再 向 前 伸 ， 其 余 侧 脉 直 伸 达 叶 缘 ;三 次 脉 整齐 ， 垂 直 于 侧 脉 。 

该 种 出 现在 日 本 北海 道 和 萨 哈 林 南部 老 第 三 纪 地 层 中 山 ， 腾 冲 化 石 与 该 种 极 相似 ， 
以 叶 形 大 为 特征 。 

4.10 瓦 山 楼 (Castamropsis ceratacaftha Rehd，et Wils. ) 

叶 宽 披 针 形 ， 上 部 较 下 部 略 宽 ,， 长 8. 4cm， 宽 3cm，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未 保存 。 叶 缘 
前 部 1/3 处 具 明 显 的 齿 ， 其 余 全 缘 。 中 脉 粗壮 ， 微 弯曲 ; 侧 脉 约 14 对 ， 互 生 ， 在 全 缘 
处 的 侧 脉 近 叶 缘 处 向 前 弯曲 后 渐 消 失 ， 在 具 齿 处 的 侧 脉 伸 人 叶 缘 齿 尖 ; 三 次 脉 密 ， 整 
齐 ， 与 侧 脉 垂直 。 

当前 标本 叶 形 与 现代 仍 分 布 于 该 区 的 瓦 山 杰 相 似 ， 为 常 绿 乔木 ， 分 布 于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 

4.11 和 白 皮 柯 (Litpocarprus dealpatrs Rehd. ) 

叶 宽 披 针 形 ， 叶 两 侧 边缘 近 平行 ,长 8cm 余 ， 宽 约 3cm， 叶 顶端 和 基部 均 未 保存 ， 

叶 边 全 缘 。 中 肪 粗壮; 侧 脉 约 10 对 ， 以 30" 一 35" 角 从 中 脉 生 出 ， 微 弧 曲 向 前 ; 三 次 脉 
整齐 ， 细 密 ， 与 侧 脉 成 直角 。 

该 化 石 叶 形 与 现 生 存 于 本 区 的 白 皮 柯 相似 ， 为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建 群 种 ， 通 常 分 布 在 
1300 一 3500m 处 。 

4.12 毛 背 花 相 (Sorprus aromioides Rehd. ) 

叶 椭圆 状 倒卵形 ， 长 约 5. 6cm， 宽 3. 2em， 叶 的 中 部 明显 收缩 成 倒卵形 ，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较 圆 ， 叶 柄 短 ， 长 仅 2mm。 叶 边 近 基 全 缘 ， 渐 向 上 具 齿 至 中 上 部 具 重 锯齿 。 
中 脉 中 等 粗细 ， 微 弯 ， 侧 脉 10 一 11 对 ， 斜 直 伸 向 叶 缘 ; 三 次 脉 与 侧 脉 近 于 垂直 或 略 
斜 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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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形 特征 与 该 现代 种 极 相似 。 

4.13 马 又 (Coriaria sinica Maxim. ) 

叶 宽 椭圆 形 ， 可 见 部 分 长 3. 5cm (〈( 实 长 约 5cm)， 宽 2.8cm， 顶 端 急 尖 〈 保 存 不 完 

整 )， 基 部 圆 形 ， 叶 边 全 缘 。 三 基 出 脉 ， 侧 主 脉 弧 曲 伸 至 近 叶 顶 处 ， 叶 质地 较 薄 。 

其 特征 极 似 现代 种 。 

4.14 冻 绿 (RHpazazars c 太 utilis Decne. ) 

叶 长 覃 圆 形 ， 长 约 9cm， 宽 4. 4cm， 顶 端 短 渐 尖 ， 基 部 攀 形 ， 边 缘 有 细 饮 齿 。 中 脉 
粗壮 ， 微 弯曲 ; 侧 脉 约 7 对 ， 近 对 生 或 互生 ， 弧 曲 至 叶 缘 ， 间 距 近 相等 ;三 次 脉 近 垂直 

于 中 脉 与 侧 脉 略 成 斜 交 。 

4.15S 硬 叶 鼠 李 (Rarmzmnus jirsuta ) 

叶 长 椭圆 形 ， 两 侧 边缘 近 平行 ， 长 10. 3cm 〈 实 际 更 长 )， 宽 3. 8cm， 项 端 和 基部 均 
未 保存 ， 叶 边 全 缘 。 中 脉 粗壮 ， 直 伸 ; 侧 脉 8 一 9 对 ， 互 生 ， 弧 曲 ， 在 近 叶 缘 处 向 前 弧 

曲 度 更 大 ， 渐 消失 ; 三 次 脉 近 垂 直 于 中 脉 而 与 侧 脉 略 成 斜 交 状 。 

4.16  ( 密 脉 漆 Rjprs inoxei Huzioka) 

叶 卵 形 ， 长 近 8cm 〈 仅 计 保 存 部 分 ， 实 际 更 长 )， 宽 约 5cm， 项 端 急 尖 ， 基 部 圆 形 

微 不 对 称 。 中 肪 在 近 顶 处 微 弯 曲 ;， 侧 脉 12 对 或 更 多 ， 约 以 50" 角 从 中 脉 生 出 ， 近 叶 缘 时 

明显 向 前 弧 曲 ; 三 次 脉 近 于 侧 脉 成 垂直 角 。 

该 种 出 现在 日 本 中 新 世 的 Utto 植物 群 。 

4.17 检 (Euryaciliata Merr.。 ) 

叶 矩 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4. 3 一 4. 5cm， 宽 1. 1 一 1. 3cm， 顶 端 渐 尖 ， 基 部 钝 圆 或 浅 心 
形 ， 两 侧 微 不 对 称 ， 叶 缘 具 细 齿 。 中 脉 在 近 基 处 粗壮 ， 向 前 渐变 细 ; 侧 脉 羽 状 12 一 15 
对 ， 以 70 一 80 角 从 中 脉 生出 ， 弧 曲 向 前 至 叶 缘 处 环 结 ; 三 次 脉 多 与 细 脉 等 粗 ， 直 接 形 
成 4 一 5 边 形 脉 网 ， 部 分 直接 从 中 脉 以 直角 生出 的 三 次 脉 亦 明 显 。 

该 种 为 常 绿 灌木 ， 现 在 本 区 分 布 较 广 。 

4.18 滇 南 马 钱 (Strycjnos cjelienrsis Hu) 

藤 状 灌木 。 叶 椭圆 形 ， 长 9. 5cm， 宽 4. 3cm， 顶 端 短 渐 尖 。 基 部 宽 圆 形 ， 叶 缘 微 波 

状 ， 叶 柄 粗壮 。 三 基 出 脉 ， 侧 主 脉 沿 叶 边 等 距 弧 曲 伸 达 叶 顶 ， 中 脉 特 粗 壮 ， 直 伸 ;， 侧 脉 

多 对 从 中 主 脉 羽 状 生出 ， 叉 角 较 大 ; 三 次 脉 多 与 中 脉 成 直角 ， 多 数 ， 彼 此 平行 ， 从 侧 主 

脉 外 侧 亦 生出 多 数 垂直 生出 的 三 次 脉 ， 彼 此 平行 。 

该 化 石 脉 序 特殊 之 处 在 于 三 次 脉 和 中 脉 及 侧 主 脉 垂 直 生 出 ， 近 叶 缘 处 环 结 ， 二 次 脉 

不 显 ， 与 现代 种 汗 南 马 钱 相 似 。 

4. 19 圆 叶 马 钱 (Strycjzzos rotundirolia Tao sp。nov. ) (新 种 ) 

叶 圆 卵 形 ， 长 3cm 〈 保 存 不 全 ， 实 际 更 长 )， 宽 3. 6cm， 叶 项 未 保存 ， 基 部 急 收 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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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侧 微 不 对 称 。 具 短 的 叶柄 。 三 基 出 脉 ， 中 主 脉 直 ， 侧 主 脉 弧 曲 至 叶 顶 ; 从 中 主 脉 生出 

的 侧 脉 多 对 ， 以 70" 一 80" 角 生出 或 近 直角 生出 ， 从 侧 主 脉 生出 的 脉 多 近 直 角 平 展 ， 在 近 

叶 缘 处 联结 成 明显 的 脉 环 。 
该 种 与 滇 南 马 钱 的 主要 区 别 在 叶 的 形状 为 圆 卵 形 ， 叶 体积 较 小 。 

4. 20“ 披 针 叶 马 钱 (Strycjinaos paracatjayensis Tao sp. nov. ) (新 种 ) 

叶 卵 披 针 形 ， 长 6. 2em， 宽 2. 2m， 顶 端 长 渐 尖 ， 微 弯 ， 基 部 钝 攀 形 ， 略 不 对 称 。 叶 边 

全 缘 。 三 基 出 脉 ， 中 主 脉 微 弯 曲 ， 侧 主 脉 沿 叶 边 弧 曲 伸 至 叶 项 ， 从 中 主 脉 生出 的 叶脉 约 11 
对 ， 以 40" 一 45 角 生 出 ， 近 基 处 的 夹 角 较 大 ， 从 侧 主 脉 向 外 生出 的 多 数 侧 脉 近 直 角 生 出 。 

当前 化 石 叶 形 特征 与 我 国 南方 分 布 的 S. catjhayensis 近似 ， 但 叶 形 有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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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gene Elora of Tengchong Basin in 

Western Yunnan，China 

TAO Jun-rong DU Nai-qiu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y) 

Abstract The speclimens were collected by our expedition from the Neogene flora 

of Teng-chong basin，i，e: 20 families，29 genera and 35 species，four of which ar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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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bed as new Species，its Show with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1) Tengchong basin flora developed from the Paleogene flora of Tethys sea and 

remains Some characters of the latter，for example，containing forest forms of Fagaceae 

and Lauraceae with evergreen borad-leaves， Since Late Miocene the Himalayas uplif- 

ted，the Tethys sea was recessive from the region，and this reglion had started acqulring 

its present day configuration。 The climate became arid and cool]. The flora was expanded 

with some deciduous elements， 

(2) The flora was expanded with Leguminosae elements which may indicate the cli- 

mate changing to arid. 

The age of the flora is considered to Late Miocene-Early Pliocene。 Its_ elements 

closely resemble with the modern ones of Yunnan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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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 青 蔷 叶 实 生 苗 驯化 的 初步 研究 ” 

汪 建 云 孔 治 有 覃 鹏 
(保山 师范 高 等 专科 学 校 保山 678000) 

摘 要 本 文通 过 对 西域 青 荧 叶 实生 苗 驯化 方面 的 实验 ， 得 出 其 驯化 成 活 是 各 种 环境 因 

子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与 原生 环境 相似 的 适当 的 光照 〈 弱 、 中 光 )、 湿 度 〈 高 、 中 湿度 )、 土 壤 
肥力 〈 高 、 中 肥力 ) 有 助 于 驯化 成 活 。 

关键 词 ”西域 青 莱 时， 实生 苗 ， 驯 化 

西域 青 荚 叶 〈 矶 elzwzzgia Nizalaica Hook.f. et Thoms， ex Clarke) 属 山 荣 商科 ， 

该 植物 株 形 优美 ， 特 别 是 花 果 着 生 在 叶 的 中 脉 上 ， 位 置 奇 特 ， 果 熟 时 鲜红 色 ， 具 较 高 的 

观赏 价值 。 同 时 其 叶 、 果 等 可 和 人 药 ， 因 而 该 物种 是 一 种 观赏 和 药 用 兼用 的 、 牙 待 开 发 的 

种 质 资源 。 目 前 ， 人 们 对 它 的 价值 虽 有 一 定 认识 ， 但 物种 收集 有 一 定 困难 ， 该 方面 的 驯 

化 研究 现 未 见报 道 。 因 此 ， 通 过 收集 相关 资料 ， 进 行 原生 环境 调查 ， 结 合 该 物种 的 生物 

学 特性 ， 提 出 相似 生境 条 件 下 实生 苗 驯 化 〈 以 下 简称 驯化 ) 能 成 活 的 假设 ， 然 后 通过 实 

验 验 证 ， 提 出 一 系列 适用 于 该 物种 驯化 的 可 行 条 件 ， 可 以 为 进一步 引种 驯化 提供 科学 依 

据 和 理论 指导 ， 为 开发 和 经 济 利用 提供 前 期 准备 。 
根据 驯化 理论 和 该 物种 喜 阴 亿 ， 耐 湿润 的 特性 ， 通 过 控制 驯化 生境 中 的 湿度 、 光 

照 、 土 壤 肥力 ， 当 驯化 成 活 后 ， 通 过 对 成 活 率 、 新 枝 高 度 、 叶 量 、 生 活力 变化 等 的 统计 

分 析 ， 可 以 得 出 结论 。 

1 生物 学 特性 
实验 种 经 标本 采集 鉴定 为 西域 青 尧 叶 ， 其 植株 根系 发 达 ， 地 上 部 分 高 1 一 3m， 幼 校 

黄 褐色 或 稍 带 紫色 ， 叶 厚 纸 质 ， 多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或 长 圆 形 ， 先 端 尾 状 渐 尖 ， 基 部 阔 槐 

形 ， 边 缘 具 腺 状 细 饮 齿 ， 侧 脉 5 一 9 对 。 花 期 4 一 5 月 ， 雄 花 绿色 带 紫 ， 常 10 多 枚 组 成 

密 伞 花序 ;雌花 1 一 4 枚 。 果 期 7 一 10 月 ， 果 近 球 形 , 长 6 一 12mm， 直 径 6 一 9mm，1 一 

3 枚 生 于 叶 面 中 脉 上 。 种 子 1 一 4 枚 。 该 种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湖南 ， 湖 北 、 四 川 、 云 南 、 贵 

州 、 西 藏 南部 以 及 尼泊尔 、 不 丹 、 印 度 北 部 、 缅 甸 北 部 和 越南 北部 ， 生 于 海拔 1700 一 

3000m 的 山地 湿性 、 半 湿性 阔 叶 林 中 或 次 生 人 竹林 中 阴 湿 处 ， 属 于 亚热带 林 下 稀 见 的 一 

种 第 绿 、 半 常 绿 灌木 。 

2 ”材料 与 方法 
2.1 材料 来 源 

西域 青 莱 叶 ， 生 于 高 黎贡山 2300m 左右 中 亚热带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 

x 本 文 2005 年 发 表 于 (中国 野生 植物 资源 ),24(4):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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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步骤 

2.2.1 实验 处 理 

设 定 两 种 湿度 〈 中 湿 、 高 湿 ); 3 种 光照 〈 弱 光 、 中 光 、 强 光 ); 3 种 土壤 〈 高 肥 、 

中 肥 、 低 肥 );， 共 15 种 组 合 ， 每 种 组 合 5 个 重复 。 

2.2.2 实生 苗 采 集 和 实验 前 处 理 

选择 阴 天 和 该 物种 生长 季节 (春季 至 初夏 ) 进行 实生 苗 采 集 ， 采 集 时 尽量 不 伤 根 

系 ， 采 后 修剪 ， 除 去 2/3 左右 枝叶 ， 并 做 根部 保湿 措施 ， 及 时 种 植 。 

2.2.3 实验 地 及 驯化 期 处 理 

实验 地 划 区 分 块 ， 每 个 组 合 60cmX60cm; 定量 效 水 控制 土壤 湿度 ;遮蔽 法 控制 光 

照 ， 经 照度 计 连 续 6 天 定时 测定 结果 :， 弱 光平 均值 为 3156. 667Lx， 占 强 光 的 3%;， 中 
光平 均值 为 23 363. 33Lx， 占 强 光 的 23. 03% ;， 强 光平 均值 为 102 333. 3Lx。 

土壤 混合 法 控制 土壤 肥力 ， 考 虑 病虫害 和 驯化 苗 成 活 矿质 需要 ， 采 用 山 红 土 和 山 基 

土 ， 高 肥 为 3 份 山 基 土 : 1 份 山 红土 ; 中 肥 为 1 份 山 基 士 : 1 份 山 红 土 ; 低 肥 为 1 份 山 

基 土 : 3 份 山 红土 。 

定时 记录 空气 和 土壤 的 温度 、 湿 度 和 驯化 过 程 中 实生 苗 变化 。 成 活 率 采 用 定时 分 株 

综合 判断 记录 ;， 新枝 高 度 采用 定时 分 株 测量 记录 ;对 叶 量 采用 定时 定点 分 株 计数 记录 ; 

生活 力 采 用 定时 分 株 综合 判断 分 级 〈 优 、 良 、 中 、 差 ) 记录 。 

3 实验 结果 分 析 

从 2004 年 4 月 16 日 获取 实验 材料 进行 实验 至 2004 年 6 月 14 日 止 ， 实 验 共 计 60 天 。 

3.1 条 件 控制 结果 分 析 

驯化 期 间 条 件 控制 基本 达到 了 实验 设计 的 要 求 〈 图 1 和 图 2)。 

温度 /CC 

0 
4 月 18 日 4 月 27 日 5 月 05 日 5 月 13 日 5 月 21 日 $ 月 29 日 6 月 06 日 6 月 14 日 

4 月 23 日 5 月 01 日 5 月 09 日 $ 月 17 日 5 月 25 日 6 月 02 日 6 月 10 日 

日 期 

图 1 土壤 与 空气 温度 关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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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 湿 弱 光 

中 湿 中 光 

---- 高 湿 弱 光 
入 

这 | 高 湿 中 光 

中 湿 强 光 

一 一 空气 湿度 

4 月 18 日 4 月 27 日 $ 月 05 日 5 月 13 日 5 月 21 日 5 月 29 日 6 月 06 日 6 月 14 日 

4 月 23 日 5 月 01 日 5 月 09 日 5 月 17 日 5 月 25 日 6 月 02 日 6 月 10 日 

日 期 

图 2 土壤 与 空气 湿度 关系 图 

3.2 成 活 率 变化 分 析 

基本 数据 统计 〈 表 1) 显示 ， 高 肥 高 于 中 肥 和 低 肥 ;高 湿 高 于 中 湿 ;， 弱 光 高 于 中 光 

和 强 光 。 这 是 在 中 前 期 前 者 成 活 率 均 较 高 的 缘故 。 

表 1 统计 描述 

个 体 数 极 差 最 小 最 大 总 和 平均 标准 误 标准 差 

高 肥 9 1. 00 0. 00 1. 00 6. 00 0. 6667 0. 1382 0. 41473 

中 肥 9 1. 00 0. 00 1.00 5. 36 0. 5956 0. 1351 0. 40519 

低 肥 9 1.00 0. 00 1. 00 5 0. 5867 0. 1261 0. 37842 

中 湿 9 1.00 0. 00 1.00 5. 33 085927 0. 1353 0. 40579 

高 湿 9 1.00 0. 00 1. 00 5. 87 0. 6519 0. 1314 0. 39409 

弱 光 9 1.00 0. 00 1.00 6. 33 0. 7037 0. 1359 0. 40782 

中 光 9 1.00 0. 00 1.00 5. 20 0. 5779 0 0. 37568 

强 光 9 1. 00 0. 00 1. 00 4. 67 0. 5186 0. 1643 0. 49300 

不 同 条 件 下 成 活 率 变化 图 〈 图 3) 显示 ， 在 中 前 期 ， 成 活 率 高 肥大 于 中 肥 和 低 肥 ， 

高 湿 大 于 中 湿 ， 弱 光大 于 中 光 和 强 光 。 

老 异 性 检验 〈 表 2) 显示 ， 湿 度 对 成 活 率 变化 有 极 显著 影响 ， 其 差异 十 分 显著 ; 不 

同 肥力 下 和 不 同 光 照 下 差异 不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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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中 肥 

田 
民有 

中 湿 

款 
妈 本 监 高 湿 

穴 
弱 光 

中 光 

强 光 

4 月 18 日 4 月 26 日 5 月 03 日 5 月 10 日 5 月 17 上 日 5 月 24 日 5 月 31 日 6 月 07 日 6 月 14 日 

日 期 

图 3 不 同 条 件 下 成 活 率 示 意图 

表 2 差异 性 检验 

个 体 数 秩 平均 方差 自由 度 Z 值 显著 性 概率 

高 肥 9 15. 67 

中 肥 9 13. 39 0. 620 2 05733 

低 肥 9 12. 94 

中 湿 9 13. 50 
一 3. 492 0. 000 

高 湿 9 5. 50 

弱 光 9 13. 00 

中 光 9 18. 44 4. 995 2 0. 082 

强 光 9 10. 56 

因子 分 析 结 果 ( 表 3) 显示 成 活 率 变化 中 ， 弱 光 、 高 湿 、 高 肥 、 中 光 为 第 一 因子 最 

有 影响 力 的 成 分 , 强 光 为 第 二 因子 最 有 影响 力 的 成 分 。 方 差分 析 显 示 第 一 因子 占 总 方差 

的 96. 112% ， 第 二 因子 占 总 方差 的 3.485% ， 二 者 总 计 占 99. 597% ， 能 较 全 面 反映 所 

有 信息 。 

可 靠 性 分 析 显 示 检验 为 0.9924 (标准 u 检验 为 0.994)， 说 明 数 据 有 很 高 的 可 

靠 性 。 

3.3 新 枝 高 度 分 析 

从 新 术 高 度 与 成 活 时 间 相 对 应 数据 的 相关 性 分 析 〈 表 4) 可 以 看 出 ， 两 者 具 极 显著 
的 相关 性 ， 因 而 新 梳 高 度 分 析 能 反映 驯化 中 的 各 种 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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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因子 分 析 结果 表 4 相关 性 分 析 

旋转 后 因子 荷载 表 显著 性 Se 个 体 数 “相关 系数 
球 度 检验 因子 概率 〈 双 尾 ) 

1 2 高 肥 25 0. 914 0. 000 

四国 re 二 高 肥 0. 840 0. 539 中 肥 ”25 0. 962 0. 000 
也 3 

和 0 低 肥 “25 0. 946 0. 000 
低 肥 0.754 0. 651 

7 中 湿 。 45 0. 961 0. 000 
球 度 检验 值 0 中 湿 0.714 0. 699 

高 湿 30 0. 952 0. 000 
高 湿 0.870 0. 491 

自由 度 28 明光 0.896 0 440 弱 光 30 0. 946 0. 000 

中 光 0.806 0.584 中 光 30 0. 966 0. 000 

显著 性 概率 强 光 0.444 0. 895 强 光 15 0.783 0. 001 

差异 性 检验 显示 ， 不 同 肥力 下 ， 新 枝 高 度 有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为 0.042); 不 同 湿 

度 下 和 不 同 光 照 下， 新 枝 高 度 无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分 别 为 0.091、0. 264) 。 

因子 分 析 〈 球 度 检 验 显著 度 为 0.000) 显示 ， 新 枝 高 度 主 要 受 3 个 主要 因子 控制 ， 占 

总 方差 的 99. 333% ;， 弱 光 、 高 湿 、 低 肥 为 第 一 因子 最 有 影响 力 的 成 分 [旋转 后 因子 荷载 

表 〈 下 简称 因子 表 ) 中 分 别 为 0.760、0.720、0. 703]， 中 肥力 为 第 二 因子 最 有 影响 力 的 成 

分 〈 因 子 表 中 为 0.736) ， 强 光 为 第 三 因子 最 有 影响 力 的 成 分 〈 因 子 表 中 为 0. 707) 。 

3.4 叶 量 分 析 

从 叶 量 与 成 活 时 间 相 对 应 数据 的 相关 性 分 析 得 到 叶 量 与 成 活 时 间 相 关系 数 均 大 于 
0. 859， 两 者 具 极 显 著 的 相关 性 ， 因 而 叶 量 的 分 析 能 反映 驯化 中 的 各 种 因子 。 

差异 性 检验 显示 ， 不 同 肥 力 下 ， 叶 量 无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为 0. 562);， 不 同 湿度 下 ， 

叶 量 无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为 0. 101); 不 同 光 照 下， 叶 量 有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为 0.023) 。 

因子 分 析 〈 球 度 检 验 显 著 度 为 0.000) 显示 ， 叶 量 主要 受 2 个 主要 因子 控制 ， 占 总 

方差 的 97. 835， 弱 光 、 中 肥 为 第 一 因子 最 有 影响 力 的 成 分 〈 因 子 表 中 均 为 0.868)。 高 
肥 、 高 湿 为 第 二 因子 最 有 影响 力 的 成 分 〈 因 子 表 中 分 别 为 0.868、0. 820) 。 

3.S 生活 力 变 化 分 析 

从 生活 力 变化 与 成 活 率 变化 的 相关 分 析 得 到 生活 力 变 化 与 成 活 率 变化 相关 系数 均 大 
于 0.735， 两 者 具 显 著 的 相关 性 ， 因 而 生活 力 变化 的 分 析 能 反映 驯化 中 的 各 种 因子 。 

差异 性 检验 显示 ， 不 同 肥力 下 ， 生 活力 变化 无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为 0. 266); 不 同 
湿度 下 ， 生 活力 变化 无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为 0.157);， 不 同 光 照 下 ， 生 活力 变化 有 显著 
差异 〈 显 著 度 为 0. 042) 。 

4 结果 和 讨论 

(1) 适当 条 件 下 ， 西 域 青 莱 叶 的 驯化 是 完全 可 行 的 ， 本 实验 成 活 率 变化 统计 描述 和 
不 同 条 件 下 成 活 率 变化 图 显示 成 活 率 均 为 100%; 
ET 马 。 



(2) 成 活 率 变化 统计 结果 和 不 同 条 件 下 成 活 率 变化 图 显示 ， 在 中 前 期 ， 成 活 率 高 肥 

高 于 中 肥 和 低 肥 ， 高 湿 高 于 中 湿 ， 弱 光 高 于 中 光 和 强 光 ; 
(3) 统计 分 析 显示 ， 湿 度 对 成 活 率 变化 有 极 显著 影响 ， 弱 光 、 高 湿 、 高 肥 、 中 光 、 

强 光 是 成 活 率 变化 中 最 有 影响 的 因子 成 分 ; 
(4) 统计 分 析 显 示 ， 新 枝 高 度 统计 分 析 能 反映 驯化 中 的 各 种 因子 ; 不同 肥 力 下 ， 新 

枝 高 度 有 显著 差异 ;， 弱 光 、 高 湿 、 低 肥 、 中 肥 是 新 枝 高 度 中 最 有 影响 的 因子 成 分 ; 
(5) 统计 分 析 显 示 ， 叶 量 分 析 能 反映 驯化 中 的 各 种 因子 ; 不 同 光 照 下 ， 叶 量 有 显著 

差异 ， 弱 光 、 中 肥 、 高 肥 、 高 湿 是 叶 量 中 最 有 影响 的 因子 成 分 ; 
(6) 统计 分 析 显示 ， 生 活力 变化 分 析 能 反映 驯化 中 的 各 种 因子 ;不 同 光 照 下 ， 生 活 

力 变化 有 显著 差异 。 
综 上 所 述 ， 西 域 青 荧 叶 的 驯化 成 活 是 各 种 环境 因子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与 原生 环境 相 

似 的 适当 的 光照 〈 弱 、 中 光 )、 湿 度 〈 高 、 中 湿度 ) 、 土 壤 肥力 〈 高 、 中 肥力 ) 是 有 助 于 

驯化 成 活 的 环境 因素 。 
(7) 本 实验 采用 小 样本 ， 与 大 样本 相 比 虽 还 存在 一 定 误差 ， 但 已 能 正确 反映 驯化 过 

程 中 的 各 种 环境 因素 与 驯化 成 活 率 之 间 的 关系 ; 
《8) 本 次 实验 采用 统计 分 析 中 的 差异 性 分 析 、 因 子 分 析 、 相 关 性 分 析 、 可 靠 性 分 析 

和 传统 数据 比较 相 结合 的 分 析 方法 ， 可 为 类 似 实验 统计 及 分 析 提 供 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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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ing on Tree Seedling Domesticating 

in 百 e1wzmgzia 有 112Q1azca 

WANG Jian-yun 下 ONG Zhi-you _ QIN Peng 

(BaoShan Teacher's College，BaoShan 678000) 

Abstract By experiments of tree seedling domestication aspects of 瓦 elzoz7zgza 刀 z- 

7QLQzCQ ，this article has educed this Species Surviving of domestication that ls a result 

of combined actions of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The similar and proper condi- 

tions with primary environment-low or mliddle illumination and high or middle humidity 

and high or middle soil fertility are environment factors of which conduce to Surviving of 

domestication. 

Key words 殉 elrwuzzzpgza Az772Qlazca ，Tree Seedling，Domest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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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乌 类 多 样 性 分 布 及 保护 

韩 联 宪 兰 道 英 ” 马 世 来 
中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保护 生物 学 中 心 昆明 650223) 

摘 要 云南 西部 的 高 黎贡山 地 区 栖息 着 485 种 鸟 类 ， 分 属 18 目 、60 科 、250 属 ， 约 

占 我 国 鸟 类 1244 种 的 39%% 。 笔 者 依据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历年 在 该 地 区 采集 的 鸟 类 标本 记录 和 

近 3 年 在 该 地 区 所 观察 搜集 的 鸟 类 资料 ， 按 海拔 高 度 和 纬度 划 带 ， 统 计 各 带 的 鸟 类 种 数 ， 以 

探讨 高 黎贡山 地 区 鸟 类 多 样 性 分 布 规律 ， 并 结合 该 地 区 人 口 数 量 、 和 森林 面积 以 及 保护 区 的 位 

置 、 面 积 比率 对 该 地 区 的 鸟 类 多 样 性 保护 加 以 分 析 ， 提 出 相应 的 保护 建议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乌 类 多 样 性 分 布 ， 保 护 

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是 中 国 乌 类 多 样 性 最 为 丰富 的 地 区 之 一 ， 迄 今 为 止 在 该 地 区 共 记 

录 到 485 种 鸟 ， 分 属 18 目 、60 科 、250 属 ， 对 其 多 样 性 分 布 规律 和 保护 状况 进行 研究 
有 重要 意义 。 笔 者 对 获 自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乌 类 资料 结合 当地 人 口 密 度 、 和 森林 面 积 和 保护 
区 在 不 同 地 区 的 面积 比率 进行 了 分 析 ， 探 讨 该 地 区 乌 类 多 样 性 分 布 并 对 保护 现状 进行 评 

价 ， 提 出 相应 的 保护 措施 。 

1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范围 及 目 然 概况 

本 文 所 涉及 的 高 黎贡山 地 区 ， 系 指 云 南 境内 怒江 以 西 ， 中 缅 边界 以 东 的 狭长 地 带 ， 

向 北 至 通 陶 马 库 山 东 坡 ， 主 峰 嘎 阿 嘎 普 以 南 以 及 贡 山 独 龙 江西 岸 的 担当 力 卡 山东 侧 ， 南 

达 瑞 丽 市 弄 岛 一 带 。 

全 区 地 处 喜马拉雅 山脉 南 延 地 段 ， 云 南西 隅 ， 系 横断 山区 著名 三 大 并 列 山系 〈 高 黎 

贡 山 、 怒 山 、 云 岭 ) 的 西 支 ， 为 伊 洛 瓦 底 江 和 怒江 的 分 水 岭 。 地 理 位 置 约 为 23"50 一 

28”"30'N，97?"31 一 99"05 下。 

高 黎贡山 地 区 总 体 呈 南北 宽 、 中 部 窗 ， 地 势 由 北向 南 逐 渐 转 低 。 中 段 和 北 段 系 高 黎 

贡 山 主 肪 地带， 山体 高 大 陡峭 ， 南 段 主 脉 和 余 脉 相对 低 缓 ， 多 为 低 山 和 丘陵 。 全 区 最 高 

点 为 北 段 贡 山 县 境内 的 嘎 阿 嘎 普 峰 ， 海 拔 5128m; 最 低 处 为 西南 盘 江 县 境内 那 邦 坝 中 缅 

界河 〈 拉 沙河 与 穆 雷 江 ) 交汇 处 ， 海 拔 仅 210m。 南 北 相 对 高 差 达 4910m， 山 体 垂 直 高 

差 南 部 地 区 多 在 500 一 1000m， 中 部 和 北部 地 区 大 多 在 2500 一 3000m。 

该 地 区 的 总 体 气 候 属 印度 洋 西 南 季风 区 。 南 部 海拔 1000m 以 下 地 区 气候 为 热带 、 

南亚 热带 季风 气候 ， 年 平均 气温 22. 6(C ， 年 极端 最 低 气温 2 ， 年 降水 量 2829mm， 年 
相对 湿度 80% ， 雾 多 无 霜 。 中 部 地 区 海拔 大 多 在 1800 一 3000m， 属 中 亚热带 气候 ， 日 

照 充 足 ， 热 量 丰 富 ， 霜 多 雾 日 少 ， 年 均 气 温 15C ， 极 端 最 高 温 31C ， 极 端 最 低温 07C， 

x 本 文 1996 年 发 表 于 《中 国 鸟 类 学 研究 》， 北 京 : 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 . 40 一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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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降水 量 1260mm。 北 部 地 区 海拔 多 在 2000 一 4000m， 为 北 亚热带 季风 气候 ， 中 高 山 带 

季风 湿润 气候 明显 ， 年 降水 量 1637mm， 降 雨量 明显 高 于 中 部 而 低 于 南部 。 但 独 龙 江河 

谷 的 降水 量 可 达 3000mm， 最 高 年 达 4796mm， 北 部 系 横断 山区 多 十 地 带 ， 且 云雾 日 

多 ， 太 阳 辐 射 弱 ， 主 峰 嘎 阿 嘎 普 终年 积 雪 。 

该 地 区 由 南 到 北 ， 或 由 低 海拔 到 高 海拔 主要 植被 类 型 大 体 可 分 为 热带 雨林 、 季 十 

林 、 亚 热带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以 铁 衫 、 冷 杉 、 云 南 松 、 乔 松 为 主体 的 温 性 、 寒 温 性 针 叶 

林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植被 垂直 分 布 见 图 1。 

3800 山峰 

流 石 滩 开阔 植被 人 流 石 滩 开 阔 植 被 

寒 温 草 名 
寒 温 草 旬 

寒 温 落 从 
寒 温 落 从 

二 寒 温 性 针 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 

暖 性 针 时 林 
( 泸 水 地 区 ) 

山地 落叶 阔 叶 林 1800 1800 

南亚 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南亚 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1100 

1000 

热带 山地 雨林 800 

600 

热带 季 雨 林 

王 热 河谷 灌 丛 草地 

523 最 低 点 

最 低 点 ”201lm 

图 1 高 黎贡山 地 区 东西 坡 向 典型 植被 的 垂直 分 布 〈 刘 德 隅 等 ”1989) 

2 研究 方法 

鸟 类 多 样 性 基础 数据 依据 历年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在 该 地 区 数 次 考察 所 采集 的 标本 记录 

以 及 1992 一 1994 年 笔者 在 该 地 区 进行 野外 考察 的 直接 观察 资料 。 用 于 统计 的 乌 类 标本 

3131 号 ， 采 用 的 观察 资料 系 该 地 区 13 个 考察 点 、228 天 野外 工作 日 中 对 332 种 乌 类 累 

计 16 178 只 次 的 观察 记录 。 将 高 黎贡山 按 500m 高 度 划 带 ， 并 按 纬度 从 南 到 北 划 为 4 个 
水 平 带 ， 分 别 统计 各 带 中 的 鸟 类 种 数 。 北 纬 线 26" 一 27" 地 区 因 条 件 艰 难 ， 未 进行 过 考 

察 ， 缺 乏 资料 ， 借 鉴 Hunter 和 Yonzon (1993) 的 方法 ， 参 考 《 云 南 省 地 图 集 》 【云南 

省 测绘 局 1982) 和 《云南 自然 保护 区 》 ( 刘 德 隅 等 ”1989)， 采 用 AUTOCAD 11.0 软 

件 ， 在 IBM486 计算 机 上 通过 描绘 经 江 各 县 的 图 形 及 该 县 怒江 以 西 地 区 的 图 形 ， 计 算 两 
MSG 



者 的 面积 比率 ， 然 后 计算 该 县 在 怒江 以 西 的 面积 。 我 们 假设 各 县 的 森林 和 人 口 分 布 是 均 

匀 的 ， 各 县 江 以 西 面积 占 全 县 面积 的 比率 和 总 人 口 或 总 森林 面积 的 乘积 即 为 江 以 西 的 人 

口 数量 或 森林 面积 。 

在 森林 和 保护 区 随 海拔 带 分 布 面积 的 计算 上 ， 我 们 采用 透明 的 有 均匀 网 格 的 硫酸 纸 

在 各 分 县 地 图 上 布点 〈 对 各 跨 江 县 仅 统计 江 以 西部 分 )， 记 录 所 有 网 格 点 的 海拔 ， 并 分 

别 归于 以 500m 为 范围 的 各 海拔 带 中 ， 通 过 计算 各 海拔 带 中 网 格 点 占 全 县 〈 或 全 保护 

区 ) 总 网 格 点 的 比率 估计 各 海拔 带 占 总 面积 的 比例 ， 由 此 推算 各 海拔 带 的 面积 。 人 口 分 

布 是 在 分 县 地 图 上 ， 随 机 选择 经 纬 线 限 定 的 方 格 ， 方 格 数 不 少 于 全 县 总 方 格 数 的 1/2， 

对 落 在 不 同 海拔 带 里 的 村 庄 进 行 计 数 ， 乡 以 下 村 庄 均 计 为 1， 因 县 城 人 口 为 1 万 一 3 万 

人 ， 平 均 为 0. 96 万 人 (CN=13)， 计 为 5 个 村 庄 。 通 过 计算 村 庄 在 不 同 海拔 带 中 的 比 

率 ， 推 算 该 县 人 口 在 不 同 海拔 带 上 的 分 布 ， 共 统计 1620 个 村 庄 。 

对 于 上 述 数据 ,， 用 LOTUS FREELANCE PLUS 3. 0 和 HARVARD GRAPHICS 

2. 1 两 种 软件 进行 绘图 ， 进 行 了 相关 和 线性 回归 分 析 。 人 口 数据 进行 了 弧 - 正 弦 转 换 ， 

除 另 有 说 明 外 ， 显 著 性 水 平 为 <<0. 01。 

3 结果 与 讨论 

高 黎贡山 地 区 乌 类 目 名 和 科 、 属 、 种 数量 以 及 保护 级 别 列 人 表 1， 乌 类 种 数 随 海拔 

带 和 纬度 带 的 变化 列 人 图 2， 怒 江 以 西 地 区 面积 、 人 口 及 保护 区 基本 数据 见 表 2， 不 同 

海拔 带 和 不 同 纬度 带 的 有 关 数 据 分 别 列 人 表 3、 表 4 及 图 3、 图 4， 高 黎贡山 地 区 乌 种 

多 度 与 保护 区 面积 随 海拔 的 变化 以 及 人 口 密 度 与 保护 区 面积 比率 随 海拔 的 变化 分 别 见 图 
5 和 图 6， 不同 纬度 带 保护 区 面积 比率 与 人 口 密度 的 线性 关系 见 图 7。 

表 1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鸟 类 种 数 

上 科 属 种 I 级 保护 开 级 保护 

A B A B A B A B A B 

肛 胸 目 1 0 1 0 ! 0 

鹊 形 目 1 1 1 1 8 1 1 1 

瀣 形 目 2 1 2 10 2 1 

雁 形 目 1 1 3 4 6 5 

储 形 目 叱 2 11 11 7 19 1 1 19 18 

鸡 形 目 1 1 15 12 20 15 6 3 7 6 

稚 形 目 3 2 8 3 前 3 1 1 

秽 形 目 5 2 8 4 IE 8 

鸥 形 目 1 1 1 1 2 2 

铝 形 目 1 1 7 7 11 9 5 3 

岗 形 目 | 1 1 1 2 1 2 1 

船形 目 ] 6 4 11 6 2 1 

鹦 形 目 1 2 6 3 9 7 11 凶 

夜 鹰 目 2 0 3 0 4 0 

雨燕 目 1 1 4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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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科 属 种 I 级 保护 开 级 保护 

AAA HA DB Aran az 多 全 

咬 锡 目 1 ] 1 1 2 1 

佛法 僧 目 5 5 10 区 15 9 3 3 

裂 形 目 史 2 10 5 21 15 1 

省 形 目 27 24 120 102 321 226 2 2 

全 59 49 223 170 485 332 9 4 55 43 

注 : A: 有 记录 的 总 种 数 ，B: 1992 一 1994 年 观察 记录 到 的 种 数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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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 10" 229 4000~4500 

3500~4000 

有 6310/ 芝 37。 3000~3500 

2500~3000 

2000~2500 

1500~2000 

1000~1500 

500-~1000 

210~5S00 

贡 
趣 

海拔 /m 25 "~26 ”10 332 

238 96 旺 252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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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类 种 数 鸟 类 种 数 

图 2 乌 类 种 数 随 海 拔 带 和 纬度 带 的 变化 
A: 纬度 ; 也: 海拔 < 

表 2 怒江 以 西 地 区 面积 、 人 口 及 保护 区 基本 数据 

面积 /km 人 口 保护 区 

地 点 总 人 口 怒江 以 
总 面积 怒江 以 西 2 面积 /km 百分比 / 史 

德 宏 州 

璐 西 2987 2987 和 2. 光 75 70. 48 0.08 

瑞丽 917 917 6. 2 68 

硕果 103 103 0R7 69 23.4 0.01 

陇 川 1931 1931 由 畏 多 58 

梁 河 1159 1159 52 97 259. 69 0.06 

盈 江 4429 4429 了 40 

保山 地 区 

腾冲 5845 5845 45 Y7 423.72 0. 07 

龙 陵 2884 2884 史 73 

保山 5011 1072. 42 64. 3 129 386. 46 0. 36 

盘 江 州 

泸 水 2343 1465. 26 8.8 38 423. 82 0. 29 



续 表 

地 点 

正 江 
福 贡 
贡 山 
合计 

面积 /km 人 口 保护 区 

人 总 人 口 怒江 以 
总 面积 怒江 以 西 密度 /万 人 西 /( 人 /lm2) 面积 /km: 百分比 /2 

1597 719. 02 4.5 29 414. 83 0.58 

1802 1135. 58 | 23 

4506 3334. 33 2 6 1767. 36 0.53 

34 794 27 981.61 219.5 63 3775 0. 13 

注 : 本 表 资 料 来 源 于 云南 省 地 图 集 (1982) 〈 总 面积、 人 口 、 人 口 密度 为 1978 年 资料 ) 和 刘 德 隅 等 〈1989 ) 

(保护 区 面积 ) 。 怕 江 县 现 已 撤销 ， 部 分 并 和 人 泸 水 县 ， 其 余 连 同 保 护 区 并 人 福 贡 县 。 据 刘 德 隅 等 〈1989) 原文 ， 原 恬 

江 片 保护 区 面积 为 137 848hm2 ， 即 1478. 48km2 ， 而 原 匠 江 县 总 面积 才 1597km2: ， 显 然 有 误 。 表 中 数据 是 依 刘 原 文 

保护 区 “包括 旬 江 县 范围 海拔 2500m 以 上 的 整个 高 黎贡山 东 坡 ”计算 的 。 

表 3 不 同 海拔 带 自然 保护 区 面积 、 鸟 种 多 度 、 人 口 密度 

海拔 带 /m 总 面积 保护 区 面积 岛 类 种 数 /种 人 口 密度 

/km2 /km2 /( 人 数 /kms2 ) 

210 一 500 73 24 54 55 

500 一 1000 3321 106 245 104 

1000 一 1500 5995 140 289 72 

1500 一 2000 7745 201 235 89 

2000 一 2500 5376 582 194 24 

2500 一 3000 2226 988 95 0 

3000 一 3500 1755 901 5 0 

3500 一 4000 1281 678 1 0 

4000 一 4500 204 117 0 0 

4500 十 63 39 0 0 

合计 28 019 3776 58 

表 4 高 黎贡山 地 区 不 同 纬度 带 土 地 面积 、 保 护 区 面积 和 保护 区 面积 比例 及 人 口 密度 

纬度 带 总 面积 保护 面积 保护 比率 人 日 密度 

/km2 /km2 /中 /人 (人数 /km2 ) 

23?51 一 25?00” 13 993 378 0. 03 72 

25?00' 一 26?10/ 7805 1215 0. 16 67 

26"10 一 27?00” 877 415 0. 26 2 

27”00 一 28?23” 4607 1767 0. 38 10 

全 27 982 3775 0 58 

3.1 乌 类 多 样 性 分 布 

鸟 类 多 样 性 在 海拔 500 一 2500m 最 丰富 ，68%% 的 种 类 出 现在 2500m 以 下 ， 而 其 中 

60% 都 记录 在 1000 一 1500m 的 海拔 带 ， 在 高 海拔 地 区 鸟 类 物种 多 度 明 显 较 低 ， 但 也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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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 黎贡山 地 区 随 海拔 带 的 资料 分 布 

能 由 于 高 海拔 地 区 因 不 易 到 达 ， 在 该 区 域内 调查 工作 的 时 间 偏 少 而 低估 。 乌 类 物种 多 度 
随 纬 度 增 高 而 降低 。 对 于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鸟 类 而 言 ， 海 拔 带 和 纬度 带 的 变化 都 表明 了 一 
个 同样 的 动态 : 物种 多 度 倾向 于 热带 和 亚热带 地 区 较 高 ， 而 在 高 海拔 带 和 单一 林 型 较 
低 。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 海 拔 的 增高 与 纬度 的 增高 是 成 同一 趋势 的 。 

3.2 保护 区 位 置 

已 存在 的 保护 区 ， 在 海拔 分 带 和 纬度 分 带 上 ， 与 理想 的 策略 相反 ， 即 具有 较 高 物种 

多 度 的 地 区 通常 具有 较 低 的 保护 区 面积 ， 反 之 亦 然 。 显 然 ， 现 存 保护 区 的 确定 决定 于 那 

里 具有 最 低 的 人 口 密度 ， 即 把 保护 区 建立 在 与 当地 人 矛盾 冲突 最 少 的 地 方 。 通 过 海拔 分 

带 ， 表 明 保护 区 的 面积 与 人 口 密度 是 负 相 关 的 〈 图 6, > 一 一 0. 888) ， 在 纬度 带 上 ， 保护 
区 面积 与 人 口 密度 呈 负 相关 更 明显 〈 图 7，r 一 一 0. 956) 。 

通过 线性 回归 分 析 表 明 ， 至 少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 已 建立 保护 区 的 区 域 人 口 密度 从 未 

超过 92 人 /km ， 人 口 密 度 超过 30 人 /km 的 面积 仅 占 保护 区 面积 的 1/4。 

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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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 黎贡山 地 区 随 纬 度 带 的 资源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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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 种 丰富 度 

海拔 /km 
一 保护 区 比率 避 " 岛 类 种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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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高 黎贡山 地 区 人 口 密度 与 保护 区 面积 比率 随 海拔 带 变化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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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 同 纬度 带 保护 区 面积 比率 与 人 口 密度 的 线性 关系 

通过 分 析 得 出 如 下 结论 : @ 鸟 类 多 样 性 通常 在 低 海 拔 和 低 纬 带 较 高 〈 也 是 人 口 密 度 
最 大 ， 耕 种 出 产 最 多 的 地 方 )， 而 在 高 海拔 地 带 较 低 ; @ 自 然 保 护 区 一 般 设 立 于 与 人 类 
冲突 最 少 的 地 方 ， 而 不 在 人 口 密度 较 高 处 。 由 于 乌 类 物种 多 度 与 人 口 密度 都 取决 于 同样 
的 因素 ， 故 现存 保护 区 只 有 退让 到 生物 多 样 性 较 低 的 地 方 。 

4 高 黎贡山 地 区 乌 类 保护 现状 及 对 策 

4.1 乌 类 保护 现状 

高 黎贡山 已 建立 的 自然 保护 区 总 面积 占 高 黎贡山 地 区 总 面积 的 12.9% ， 是 一 个 较 

高 的 比例 ， 在 保护 鸟 类 及 其 栖息 环境 起 到 很 大 的 作用 。 但 是 ， 由 于 近年 来 人 口 迅 速 增 

长 ， 经 济 发 展 的 刺激 以 及 部 分 地 区 原始 耕作 习惯 的 综合 影响 ， 鸟 类 多 样 性 及 栖息 地 均 在 

急剧 丧失 。 而 且 ， 由 于 保护 区 总 是 建立 在 与 人 类 生产 、 生 活 冲 突 最 少 的 地 区 ， 因 而 其 保 

护 功 能 对 乌 类 的 保护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 南 段 海拔 1000m 以 下 ， 中 、 北 段 海 拔 1000 一 

2000m 地 带 为 人 口 高 密度 分 布 区 和 农耕 区 ， 这 些 区 域 ， 除 保护 区 外 ， 自 然 的 成 熟 林 或 

近 熟 林 几 乎 没有 ， 有 限 的 次 生 植 被 也 多 呈 块 状 分 布 ， 成 为 高 黎贡山 地 区 鸟 类 多 样 性 丧失 

最 多 的 地 区 。 例 如 ， 赤 颈 稚 〈Crxs aztigoze) 20 世纪 初 在 僵 江 县 的 蚌 西 还 能 见 到 数 百 

只 的 大 群 (Rothschild 1926)， 我 们 在 进行 野外 考察 时 ， 当 地 群众 反映 20 世纪 60 年 代 

初 仍 能 见 到 赤 颈 鹤 ， 自 此 之 后 便 再 未 见 到 。80 年 代 未 在 盈 江 、 瑞 丽 曾 进行 过 两 次 赤 颈 

稚 的 专门 调查 ， 均 未 发 现 其 踪迹 ， 估 计 已 经 绝迹 。 绿 孔 省 〈Pazvo zxuticus) 的 分 布 范 围 

较 之 60 年 代 初 期 已 大 大 缩小 〈 文 贤 继 等 ”1995)， 保 山 、 泸 水 怒江 沿岸 河谷 70 年 代 中 

期 尚 有 绿 孔 和 汰 栖息 ， 而 在 笔者 1992 一 1994 年 的 野外 调查 和 访问 中 均 没 有 获得 该 地 区 仍 

有 绿 孔 汰 存在 的 信息 。 一 些 栖息 于 高 海拔 地 区 的 稚 类 ， 如 和 白 尾 梢 虹 欠 〈Lobpjpnozpjnoraus 
sclater ) 和 血 条 〈Tthagziazs cruentads)， 据 当地 村 民 反 映 也 比 过 去 少 多 了 。 

造成 乌 类 多 样 性 丧失 的 原因 主要 有 以 下 几 点 : 

4.1.1 人 人 口 逊 速 增 长 

迅速 增长 的 人 口 是 该 地 区 鸟 类 多 样 性 丧失 的 重要 因素 。 以 怒江 州 为 例 ，1993 年 底 ， 
。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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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州 人 口 达 46 万 ， 较 1952 年 底 的 19 万 增长 了 142% 〈 李 安国 等 ”1991) 。 整 个 高 黎 贡 

山地 区 总 人 口 已 从 20 世纪 50 年 代 初 期 的 60 万 左右 增加 到 现在 的 170 万 左右 ， 而 现 有 

耕地 总 面积 仅 216 933hm2: 。 形 成 了 有 限 耕 地 资源 、 脆 弱 的 生态 环境 与 生产 力 发 展 和 物 

质 需求 的 尖锐 矛盾 ， 其 结果 必然 是 既 破 坏 了 自然 环境 ， 又 不 能 彻底 改变 贫穷 落后 的 

状况 。 

4.1.2 经 济 热潮 的 刺激 

改革 开放 ， 搞 活 经 济 政策 的 贯彻 实施 ， 推 动 群众 发 展 生 产 ， 这 本 是 脱贫 致富 的 好 政 
策 ， 但 有 一 部 分 人 却 片 面 理解 搞活 经 济 就 是 靠山 吃 山 、 砍 树 打猎 ， 造 成 对 生物 资源 的 过 

度 开 发 。 据 考察 期 间 的 不 完全 统计 ， 高 黎贡山 地 区 从 南 到 北 的 边境 沿线 已 修筑 了 约 20 

条 采伐 道 ， 既 砍伐 国内 的 森林 ， 也 砍伐 缅甸 出 卖 的 森林 。 猎 取 乌 、 兽 食用 或 出 售 比较 普 
遍 。 猎 杀 国 家 规定 的 保护 动物 和 在 保护 区 偷 猎 的 事 经 常 发 生 。 

4.1.3 传统 生产 习惯 影响 

该 地 区 是 少数 民族 居住 地 ， 一 些 传 统 的 生产 方式 沿袭 至 今 ， 刀 耕 火 种 在 很 多 地 区 仍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在 人 口 稀 少 的 过 去 ， 和 森林 面积 大 ， 火 烧 地 的 轮 鞭 时 间 长 ，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影响 不 严重 。 而 现在 森林 面积 愈 来 愈 少 ， 火 烧 地 的 轮 歇 时 间 越 来 越 得，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影响 变 得 非常 明显 。 由 于 多 种 原因 ， 打 猎 在 当地 很 普遍 ， 随 着 大 型 兽 类 的 减少 ， 人 们 
转 而 猎取 各 种 乌 类 。 

4.1.4 文化 素质 低下 

由 于 地 处 边远 山区 ， 接 触 外 界 新 生 事物 少 ， 守 旧 思 想 闫 固 ， 加 上 原始 耕作 方式 导致 
生活 贫困 ， 尽 管 政府 设 法 投资 办 学 ， 但 愿意 送 子 女 上 学 ， 或 愿意 多 念书 的 人 极 少 。 据 我 

们 在 村 寨 调查 的 粗略 统计 ， 适 龄 儿童 读 完 小 学 的 可 能 人 数 不 及 50%， 能 念 完 初 、 高 中 
的 则 窒 灾 无 几 。 成 年 人 中 多 数 为 文盲 。 文 化 素质 低下 必然 导致 轧 昧 无 知 ， 更 谈 不 上 有 环 

境 保护 意识 。 

4.1.5 保护 宣传 和 执法 不 力 

已 建立 的 自然 保护 区 均 配 备 三 级 管理 机 构 〈 管 理 处 或 局 、 管 理 所 和 管理 站 )， 管 理 

干部 和 职员 200 余人 ， 在 保护 管理 方面 做 了 大 量 工作 ， 并 取得 显著 的 保护 效果 。 然 而 由 

于 人 员 素 质 偏 低 〈 基 层 站 多 为 当地 干部 和 初 、 高 中 毕业 生 )， 加 上 经 费 短 缺 ， 管 理 多 停 

留 在 处 理 偷 砍 盗 伐 和 违法 猎 杀 大 型 兽 类 的 案件 落实 查处 ， 而 对 违法 猎取 保护 乌 类 则 从 未 

查处 过 ， 以 致 当地 群众 误 认 为 猎取 黑熊 、 羚 牛 、 苏 门 羚 才 违 法 ， 而 捕杀 各 种 乌 类 均 不 犯 

法 ， 这 种 错误 认识 对 乌 类 多 样 性 保护 十 分 不 利 。 

4.2 保护 建议 

要 有 效 地 保护 乌 类 ， 必 须发 展 当 地 经 济 ， 缓 解 “保护 ”和 “生活 ”之 间 的 矛盾 。 政 

府 和 主管 部 门 应 对 保护 区 周围 的 村 庄 提 供 较 其 他 村 庄 更 多 一 些 生 产 技术 支持 ， 从 野生 动 

物 行 政 管理 和 生物 学 角度 考虑 ， 结 合 该 地 区 鸟 类 多 样 性 的 分 布 情况 需 从 以 下 3 方面 采取 
本 全 罗 9 



措施 。 

4.2.1 加 强 鸟 类 栖息 地 保护 

南 段 地 区 是 鸟 类 物种 多 度 最 高 的 地 区 ， 但 南 段 保护 区 面积 最 少 ， 加 上 当地 发 展 热带 
经 济 作物 种 植 ， 森 林 被 大 量 砍伐 ， 乌 类 栖息 地 丧失 严重 ， 保 护 鸟 类 栖息 地 是 当务之急 。 

要 增加 保护 区 或 扩大 现 有 保护 区 的 面积 。 从 社会 经 济 角度 考虑 ， 增 建新 的 保护 区 困难 太 

大 ， 但 将 现 有 的 3 片 保护 区 面积 适当 扩大 ， 并 与 周围 的 国有 林 连 成 片 ， 同 时 在 各 地 的 水 
源 涵 养 林 建 立 禁 止 猜 乌 制 度 。 

4.2.2 强化 法 律 宣传 

怒江 河谷 沿岸 地 区 ， 不 仅 乌 类 物种 多 度 高 ， 而 且 是 候鸟 迁 飞 的 重要 通道 ， 春 、 秋 季 
节 ， 各 种 游 售 、 涉 禽 和 猛禽 沿 河谷 迁移 ， 其 中 的 黑 鹤 、 灰 稚 与 猛禽 均 为 国家 规定 的 保护 
动物 ， 但 这 些 地 方 均 在 保护 区 外 ， 乌 类 经 常 被 人 猎 杀 。 有 关 部 门 应 加 强 宣传 保护 法 律 ， 
教育 群众 遵守 法 令 ， 停 止 打 马 。 

4.2.3 加 大 执法 力度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野生 动物 行政 主管 部 门 和 保护 区 管理 机 构 十 余年 来 查办 过 多 起 违法 
狩猎 案件 ， 但 都 是 涉及 猎 杀 黑熊 、 羚 牛 、 苏 门 羚 等 大 型 兽 类 ， 从 未 查处 过 违法 偷 猫 白 尾 
稍 虹 稚 、 红 腹 角 稚 、 灰 孔 汰 稚 等 国家 保护 鸟 类 的 案件 ， 以 致 在 当地 村 民心 中 造成 国家 只 

保护 大 型 兽 类 ， 不 保护 鸟 类 ， 无 论 什么 鸟 都 可 以 打 的 错误 认识 。 纠 正 这 种 错误 认识 ， 除 
加 强 保护 法 的 宣传 外 ， 应 依法 查办 猎 杀 国家 保护 鸟 类 的 违法 行为 ， 以 做 效 尤 。 这 个 工作 
将 是 非常 艰巨 的 过 程 ， 但 必须 去 做 ， 只 有 这 样 才能 真正 做 到 有 法 必 依 ， 执 法 必 严 ， 运 用 
法 律 保 护 乌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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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Bird Diversity 

in Caoligong Mt，of Yunnan Province 

HAN Lian-xian LAN Dao-ying MA Shi-lai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650223) 

Abstract There are 485 species of birds of.250 genus，60 families，18 orders found 

in Gaoligong Mt， of Yunnan Province。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he distribu- 

tion patterns of the bird diversity in Gaoligong Mt，and several suggestions of conser- 

vating the avifauna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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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鸟 类 一 新 记录 一 一 模 跨 募 鹏 “ 

韩 联 客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650107) 

1990 年 夏 、 秋 季 在 云南 西北 部 贡 山 县 独 龙 江 地 区 考察 时 ， 于 11 月 12 日 在 高 黎 贡 

山北 段 西 坡 〈 东 经 98 "23 、 北 纬 27"44 ) 海拔 2010m 的 常 绿 阔 叶 次 生 原 始 林 的 林 下 沟谷 
中 网 获 一 鸟 ， 经 鉴定 ， 确 认为 枫 嘴 韭 觅 [Spjhneaocichnia haaei (Mandelli)] ( 表 1)。 据 

文献 记载 ， 槐 嘴 韭 鹏 分 布局 限于 印度 锡金 邦 、 阿 萨 姆 和 缅甸 东北 部 。 此 次 所 获 标本 ， 系 

第 一 次 发 现 其 在 中 国 分 布 ， 为 国内 鸟 类 种 的 新 记录 。 

表 1 标本 量 衡 度 

性 别 体重 /g 全 长 /mm 嘴 峰 /mm 翅 长 /mm 尾 长 /mm 中 跤 /mm 

下 代 加 179 必 7 和 人 | 65 285: 3 

此 乌 体 型 与 灰 兰 更 鹏 [Napotphera crispi Prons (Blyth) ] 相似 。 但 后 者 头顶 、 背 部 

具 白 色 羽 干 纹 ， 尾 无 横 斑 ， 喉 、 胸 部 有 暗 褐 纵 纹 ， 下 胸 至 腹部 为 灰色 带 赭 色 ; 而 前 者 头 

项 、 青 部 具 黑 色 羽 干 纹 ， 尾 具 黑 色 细 斑 ， 下 体 密 布 黑 白 相 杂 的 鳞 斑 。 后 者 嘴 形 正常 ， 而 

前 者 嘴 直 尖 粗 壮 呈 圆锥 形 ， 形 如 攀 子 。 此 特征 易 与 其 他 岗 类 相 区 别 。 

该 标本 上 体 暗 金 褐色 具 黑 色 羽 缘 ， 翼 、 尾 与 背 同色 具 黑 色 横 斑 ， 眼 后 上 方 有 白色 眉 纹 延 

至 颈 侧 ， 头 侧 白色 具 黑 色 羽 缘 ;， 喉 、 胸 部 白色 具 黑 色 羽 干 纹 和 黑 缘 ， 形 成 鳞 斑 ， 由 胸 向 后 羽 

王 纹 渐变 为 暗 金 神色。 虹膜 棕 红 ， 上 嘴 黑 褐 ， 下 嘴 基 部 黑 褐 ， 端 部 角 灰 ， 路 跤 黑 褐色 。 

据 阿 里 和 里 普 利 〈1987) 所 著 《 印 度 巴基斯坦 鸟 类 手册 》 记 载 印 度 亚 种 ， 该 种 有 2 

亚 种 。 指 名 亚 种 分 布 于 印度 锡金 邦 、 阿 萨 姆 北部 ; roberti 亚 种 分 布 于 阿 萨 姆 南部 及 缅 

甸 北 部 。 两 者 区 别 在 于 前 者 喉 、 胸 黑色 具 白 色 羽 和 干 纹 ; 后 者 喉 、 胸 烟灰 褐 ， 各 羽 具 黑 缘 

及 昌 色 次 缘 。 所 获 标本 形态 与 上 述 2 亚 种 略 有 差异 ， 因 仅 1 号 标本 ， 故 暂 未 定 亚 种 。 

A New Record of Bird from 

China: Vedge-Billed Wren Babbler 

SDHemczcP1a zzei 

HAN Lian-xia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 650107) 

类 本 文 1993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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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乌 类 种 的 新 记录 一 一 长 踪 更 赐 
(了 zzator 12Q1acop11rs ) 

韩 联 客 
(西南 林学 院 资源 学 院 野 生动 物 教研 室 , 昆明 650224) 

关键 词 ”长 嘴 静 觅 ， 乌 类 新 记录 ， 云 南 贡 山 

1990 年 10 月 24 日 ， 笔 者 在 云南 西北 部 贡 山 独 龙 族 怒 族 自治 县 高 黎贡山 西 坡 从 事 

鸟 类 调查 时 ， 在 独 龙 江 乡 森 里 哇 海 拔 2020m 的 山坡 悬 钧 子 灌 丛 中 张 网 捕获 2 只 画眉 亚 

科 鸟 类 标本 ， 经 鉴定 确认 为 长 嘴 韭 觅 〈Rimator malacoptilus)， 系 中 国 鸟 类 种 的 新 记 

录 。 标 本 保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乌 类 标本 室 。 

现 将 所 采 获 的 长 嘴 韭 鹏 标本 形态 描述 如 下 〈 表 1): 上 体 暗 棕 褐 色 ， 各 羽 具 显著 的 

亮 皮 黄色 羽 干 纹 ; 腰 至 尾 上 覆 羽 赭 茶 黄色 ; 飞 羽 黑 褐色 ， 外 侧 羽 片 棕 神 ;尾羽 暗 棕 褐 

色 。 冰 、 喉 浅 棕 白 色 ;， 胸 和 肋 棕 褐 ， 具 棕 黄 色 纵 纹 ; 腹部 中 央 皮 黄色 ， 肛 周 和 尾 下 履 羽 

棕 黄 色 。 嘴 形 侧扁 而 弯曲 ， 呈 黑 褐 色 。 虹 膜 暗 褐 ， 距 踏 暗 黑 褐色 。 

表 1 标本 量 衡 度 

性 别 体重 /g 全 长 /mm 嘴 峰 /mm 翼 长 /mm 尾 长 /mm 路 足 /mm 

2 20 128 2 8 28 24. 8 

20 128 0 53 28 号 

依 Richard Howard 和 Alick Moore 所 著 A comzzplete checRlist or the pirds or te 

ord 记载， 长 嘴 韭 月 共有 3 个 亚 种 ， 指 名 亚 种 尺 . mmz. 7zalacoptilaus 分 布 于 喜马拉雅 山 

脉 东 部 、 印 度 阿 萨 姆 和 缅甸 东北 部 ;越南 亚 种 RR. mm，。zasqxzzer: 则 见于 越南 北部 。 印 尼 

亚 种 下 . malpostriatus 栖息 于 印度 尼 西 亚 的 苏门答腊 西部 。 采 自贡 山 县 独 龙 江 乡 木 里 

哇 的 长 嘴 韭 觅 标本 ， 形 态 与 指名 亚 种 相符 ,标本 产地 毗邻 缅甸 东北 部 ， 故 我 们 发 现 的 长 

嘴 韭 月 应 为 指名 亚 种 。 

A New Record of Bird from China : 

Long-Billed Wrenbabbler Rzzator QiacopzLUS 

HAN Lian-xlan 

(Wildlife Division of Resource College，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Chinay) 

Key words ”下 zzator 7ialacoptzLus ，Bird new record，Gongshan Yunnan 

< 本 文 2000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2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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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白 尾 梢 虹 稚 的 分 布 与 保护 ” 

韩 联 宪 黄石 林 多 旭 杨 红军 
(西南 林学 院 保护 生物 学 学 院 ， 昆 明 650224) 

摘 要 1999 一 2003 年 在 云南 对 白 尾 梢 虹 众 的 分 布 及 栖息 生境 进行 了 调查 ， 确 证 11 

个 分 布点 ， 另 有 3 个 点 可 能 有 分 布 。 白 尾 梢 虹 众 在 云南 的 栖息 生境 主要 有 高 山 草 甸 、 高 山 

亚 高 山 箭 人 竹林 及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3 种 类 型 。 栖 息 生 境 承 载 量 小 、 种 群 增长 慢 、 人 类 活动 干扰 

以 及 宣传 不 力 是 白 尾 梢 虹 和 纵 濒危 的 主要 因素 ， 据 此 提出 开展 驯养 繁殖 、 加 强 法 制 宣传 控制 

偷 猎 ， 以 及 要 加 强 基础 研究 的 保护 建议 。 

关键 词 ”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 分 布 ， 保 护 ， 云 南 

白 尾 梢 虹 和 纵 (Lozpjpnozpporus sclaterz) 隶属 鸡 形 目 稚 科 虹 和 难 属 ， 在 我 国 主要 分 布 于 

西藏 和 云南 。 在 西藏 见于 东南 部 米 林 县 西南 的 Lo La ( 约 28"50'N、94"00'E)、 易 贡 藏 

布下 游 地 区 、 和 丹 巴 曲 上 游 山 脉 和 伯 和 舒 拉 岭 等 地 。 在 云南 沿 怒 江 两 岸 弘 山 山 脉 〈 原 外 罗 雪 

山 ) 和 高 黎贡山 肪 分布。 中 国境 外 分 布局 限于 缅甸 东北 山地 和 印度 东北 部 〈 何 芬 奇 

9 尖 

该 种 因数 量 稀少 ， 分 布 范围 狭窄 ， 被 列 人 国际 濒危 物种 贸易 公约 附录 工 (Appen- 
dix I of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IUCN 濒危 物种 红皮书 (1994、2000) 将 其 列 人 昂 危 种 (Fuller et al. 

2000) 。 中 国 野生 动物 保护 法 将 其 列 为 国家 工 级 重点 保护 种 类 。 何 芬 奇 (1991)、 施 晓 

春 〈1999) 在 云南 西部 做 过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的 生态 学 研究 。 笔 者 于 1999 年 10 月 一 2003 

年 8 月 在 演 西 对 白 尾 梢 虹 和 纵 的 分 布 、 栖 息 地 类 型 和 保护 现状 进行 了 调查 ， 现 将 结果 报 

道 如 下 。 

1 调查 时 间 、 地 点 和 方法 

野外 调查 工作 分 别 在 1999 年 10 月 16 日 一 29 日 ，2000 年 8 月 5 日 一 8 月 20 日 ， 

2001 年 3 月 12 日 ~4 月 了 5 日， 2001 年 下 月 19 日 过 5 月 5 目 ; 2002 年 3 月 中 卓志 如月 

9 日 ，2003 年 5 月 3 日 一 12 日 ，2003 年 8 月 17 日 一 25 日 进行 。 调 查 区 域 包括 贡 山 、 

福 贡 、 泸 水 、 兰 坪 、 云 龙 、 腾 冲 、 保 山 、 德 钦 、 维 西 9 县 。 

调查 采用 先 访问 当地 保护 区 工作 人 员 以 及 过 去 有 狩猎 经 历 的 群众 ， 出 示 稚 类 彩 图 让 

他 们 辨认 ， 了 解 当 地 和 类 的 种 类 与 分 布 ， 若 受 访 者 反映 本 地 有 和 白 尾 梢 虹 稚 ， 则 进行 实地 

观察 ， 最 后 以 实际 观察 结果 作为 该 地 有 白 尾 梢 虹 锥 分 布 的 依据 ， 进 而 观察 收集 栖息 地 生 

境 资 料 。 

*#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12(5):523 一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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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 结果 

2.1 分布 

唐 蟾 珠 (1996) 、 杨 晓 君 (1995) 记载 以 下 白 尾 梢 虹 欠 采 集 点 : 腾冲 大 塘 、 贡 山东 

哨 房 、 贡 山 巴 塘 三 队 、 贡 山西 哨 房 及 怕 江 眉 罗 雪山 。 本 次 调查 再 至 这 些 采 集 点 证 实 仍 存 

虹 和 众 种 群 。 因 贡 山 东 哨 房 和 西 哨 房 位 于 高 黎贡山 山 脊 两 侧 ， 两 点 之 间 以 及 与 附近 较 低 海 

拔 的 巴 塘 三 队 均 相距 不 远 ， 故 文中 将 此 3 个 采集 点 合 为 1 个 分 布点 “ 贡 山 县 12 号 桥 ”。 

本 次 调查 记录 到 8 个 白 尾 梢 虹 欠 新 的 分 布点 ， 另 有 3 个 点 通过 访问 获悉 可 能 有 白 尾 梢 虹 

妈 分 布 ， 但 未 实地 考察 ， 需 进一步 调查 证 实 。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在 云南 的 分 布点 资料 详 见 表 1 

和 图 1 。 

表 1 云南 白 尾 梢 虹 挫 分 布 情况 调查 表 

分 布点 地 理 位 置 证 据 海拔 /m 生境 备注 

贡 山 县 丙 中 洛 乡 四 季 桶 村 28”05'N 野外 观察 3100~3500 箭 竹 、 草 旬 、 针 ” 国 
98"33 下 叶 林 

贡 山 县 12 号 桥 ** 27"45'N 标本 3100~3400 ， 箭 竹 、 草 甸 、 针 @ 上 
98"25 下 野外 观察 叶 林 

德 钦 县 巴 东 27”58. 5N 姜 便 3500~4600 稍 竹 、 草 旬 、 针 国 
98"50 下 访问 叶 林 

原 莫 江 县 城 东 大 岩 房 ** 26"32.5N 标本 3100~3500 “” 箭 竹 、 针 叶 林 本 
99*02 和 下 野外 观察 

福 贡 县 匹 河 来 同 西 侧 高 山 * 26"32.01N ”野外 观察 3400~3600 “” 箭 竹 、 针 叶 林 转 
98"47 下 

福 贡 县 瓦 咀 西 侧 沙 匹 山口 2659'N 市 场 出 售 死 鸟 ， 询 “3500~3700 箭 竹 、 草 旬 、 针 ” 国 
98"46 下 问 获 得 信息 叶 林 

泸 水 县 片 马 听命 湖 26"04N 野外 观察 3100~3400 “” 箭 竹 、 针 叶 林 国 
98*43' 下 

保山 腾冲 交界 地 南 斋 公 房 25"17'N 野外 观察 2900~3100 “ 箭 竹 、 灌 从 、 陡 峭 ” 国 
98"45 下 裸 岩 

腾冲 县 大 脑子 25"39'N 标本 2750~3600 箭 人 竹 、 草 旬 、 针 ”人 @@ 回 
98?42' 下 野外 观察 叶 林 

腾冲 县 胆 扎 25"30'N 野外 观察 3200 一 3400 “” 箭 竹 、 针 叶 林 国 
98”08 和 下 

腾冲 县 狼 牙 山 25532551N 野外 观察 3000 一 3300 “” 箭 竹 、 针 叶 林 国 
98"17. 5' 开 

保山 腾冲 交界 地 北 遍 公 房 人 未 证 实 3000:3300 和 蔽 竹 、 草 多 全 

腾冲 县 平田 高 黎 25”"08'N 未 证 实 3000~3300 “” 箭 竹 、 针 叶 林 全 
98"44 民 

腾冲 县 自治 坯 口 25"50 N 未 证 实 3000~3500 箭 竹 、 草 甸 、 针 全 
98”33 开 叶 林 

注 : @@ 以 往 采 获 标 本 的 地 点 ; 国 本 文 确证 的 地 点 ; 全 尚 需 进 一 步 证 实 的 地 点 。 

< 何 分 奇 提供 资料 : * 关 杨 晓 君 提供 资料 。 

本 调查 表明 白 尾 梢 虹 纵 在 云南 的 地 理 分 布 为 25 17 一 28 "05 N，98 08 一 99"02 下 ， 

沿 山脉 呈 狭 长 分 布 。 在 莫 罗 雪山 的 分 布 调查 结果 与 何 芬 奇 (1991) “ 怕 罗 雪山 为 白 尾 梢 
3 



1 云南 白 尾 梢 虹 稚 分 布 图 

虹 和 众 在 横断 山脉 中 段 分 布 的 东 界 ， 在 莫 罗 雪山 的 分 布 最 南端 止 于 旬 江 ， 约 26"30 N、 

99"00E” 一 致 。 在 高 黎贡山 的 调查 结果 表明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向 南 延 伸 已 超过 原 有 记录 “ 腾 

冲 大 塘 和 西北 部 的 尖 高 山 ” ( 郑 作 新 ”1978，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鸟 类 组 

1980) ， 直 至 腾冲 与 保山 交界 处 的 南 斋 公 房 〈25"17'N) 。 根 据 高 黎贡山 主 山 脊 生境 和 地 

形 的 相似 性 和 访问 了 解 ， 以 及 笔者 在 腾冲 大 塘 对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春 冬季 垂直 迁移 的 研究 ， 推 

测 白 尾 梢 虹 闪 在 高 黎贡山 的 分 布 最 南端 可 能 到 达 腾 冲 上 云 乡 平田 高 黎 一 带 〈25 ”08 N、 
98"44' 下 ) 。 

2.2 栖息 生境 

依据 目前 收集 到 的 资料 ，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在 云南 的 栖息 生境 主要 有 以 下 3 种 类 型 。 

2.2.1 高 山 草 甸 (AMD) 

高 山 草 甸 大 多 位 于 山 养 附近 ， 随 纬度 变化 而 出 现 于 不 同 海拔 带 ， 在 南 斋 公房 可 低 至 
海拔 3000m， 而 在 德 钦 巴 东 则 分 布 在 4000m 以 上 ， 常 与 箭 竹 林 或 灌 从 相间 分 布 或 呈 大 
面积 开阔 型 草地 。 草 本 种 类 繁多 ， 为 虹 稚 提供 多 种 食物 ， 在 腾冲 大 脑子 多 次 见 到 和 白 尾 梢 
虹 众 在 该 类 型 生境 中 驳 食 。 优 势 种 类 如 岗 草 〈Kobresia sp. )、 多 星 韭 〈AzLaazz zaZ1i- 
chnii)、 钴 外 蓝本 (Ligwsticumaz reptazs)、 香 白芷 〈eraclexa bgarmmanicz2 )、 展 苞 灯 心 

草 〈Jazcas 态 omzsozi) 、 尼 泊 尔 绿 绒 蘑 (Meconzozpszis ?1apalexzszs)、 粗 蔡 贝 母 (FE7zzL- 

Laria crassicaULi5 ) 、 大 划 党 参 〈Codomrozpsis macrocalyzr)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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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高 山 亚 高 山 箭 竹 林 (ASB) 

高 山 亚 高 山 箭 人 竹林 多 呈 大 面积 的 单 优 群落 出 现 或 作为 针 叶 林 下 较为 密集 的 下 层 植 

被 。 白 尾 梢 虹 欠 栖 息 生 境 中 主要 是 矩 鞘 箭 竹 〈Fargesia orpgziculatae ) 林 和 云龙 箭 人 竹 〈 开 . 

zazpyrifera) 林 2 种。 在 四 季 桶 村 、 片 马 、 南 裔 公房 、 大 脑子 等 地 点 均 见 白 尾 梢 虹 稚 于 

该 种 生境 中 活动 ， 是 白 尾 梢 虹 众 最 主要 的 栖息 场所 。 

和 矩 鞘 箭 人 竹 是 滇 西北 地 区 海拔 分 布 最 高 的 竹 种 ， 多 分 布 于 3100 一 3700m 树 线 或 树 线 

以 上 ， 常 在 山 状 或 近 山脊 地 带 呈 十 分 密集 的 大 面积 单 优 群落 。 间 有 分 布 稀 玻 的 苍山 冷杉 
(Apies delavayi )。 人 竹林 中 混 生 少量 茶 芯 子 (Razoes spp. ) 、 山 石榴 (Rosa omezezzszis ) 、 

凸 尖 杜 鹏 〈Rhododendrom sizograzde) 等 灌木 。 草 本 种 类 相对 较 多 ， 主 要 种 类 有 美丽 
龙 胆 〈Genziaza orzosa )、 三 叶 悬 钧 子 (Rupus delavzayz )、 和 鞭打 绣球 〈 互 ez phnragzzaa 

heterozbhyllx2 ) 、 鹿 蹄 草 〈(Pyrola decorate )、 头 花 蓝 (Polygomazza cazpztata7) 及 乌 头 

(Acomitaxz spp. ) 、 报 春 〈Przzxwla spp. ) 等 。 

云龙 箭 竹 集中 分 布 于 山体 上 部 2800 一 3600m， 仅 低 于 和 矩 鞘 箭 竹 。 林 下 混 生 少量 高 山 
茧 的 〈Rosa trazzsmzorrisozaezsis )、 西 南 绣球 〈 瑟 ydrazgea davidii )、 长 苞 十 大 功劳 

(Mahonmia /omzgipracteatd )、 黄 泡 (Rupus opcordatus ) 及 木 盖子 (Litsea pagezs ) 等 

灌木 。 草 本 植物 有 委 陵 菜 (PoremziLia sp. ) 、 毛 蕨 〈Prieridzxzz aquwzizlizz2)、 大 籽 狂 牙 

菜 (Sruextia aaczroszper ) 、 四 回 毛 枝 蕨 〈Lezptorxzzopzra quadzpzizz7ata ) 、 金 芒 〈 下 ua- 

lia speciosa) 及 芒 莫 (Dicrazopteris aichnotoza ) 等 。 

2.2.3，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SCF) 

优势 种 主要 为 云南 铁 杉 〈Tsxwga gzxzxazosa ) 和 垂 枝 香 柏 (Sapzza pzzgiz )， 多 旺 小 块 

状 分 布 ， 常 混 生 苍山 冷杉 、 要 和 树 (Acer sp. )、 红 枇 〈Betula alpo-sizzezsiy ) 、 花 醚 

(Sorpuws sp. ) 等 。 森 林 郁 闭 度 大 ， 林 内 阴暗 ， 灌 从 和 草本 少 ， 如 刺 通 草 〈Treveszia za/Z- 

7atd ) 、 五 叶 悬 钧 子 (Rupus gui7zzgzue foliolatuy )、 锦 鸡 儿 (Galagaxza sp. )、 鳞 毛 茧 

(CDryozpteris sp. ) 、 五 叶 草 〈Gerazzzzzz epalezzse) 等 。 冬 季 在 大 脑子 、8 月 份 在 南 裔 公 

房 均 见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于 该 生境 中 活动 。 

3Tnj 训 论 

3.1 濒危 原因 分 析 

目前 有 关 白 尾 梢 虹 竣 的 国际 贸易 极 少 ， 仅 印度 部 分 地 区 用 其 羽毛 制作 装饰 品 而 导致 

种 群 数量 下 降 (Fuller et al. 2000) ， 而 在 中 国 未 见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贸易 ， 商 业 用 途 不 是 白 

尾 梢 虹 欠 的 致 危 因素 。 云 南 建立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对 保护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及 其 栖息 地 起 到 

了 积极 作用 ， 但 因 高 黎贡山 和 怒 山 山脉 地 形 陡 峭 ， 高 山 与 村 镇 相距 遥远 ， 控 制 偷 猫 难度 

大 ， 所 以 即使 在 保护 区 内 ，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的 生存 状况 也 不 容 乐观 。 归 纳 该 物种 的 濒危 原因 

有 以 下 几 点 。 

3.1.1 栖 上 生 境 承载 量 小 

尾 梢 虹 众 在 长 期 的 进化 过 程 中 ， 已 经 适应 了 温度 低 、 湿 度 大 、 云 雾 多 的 高 山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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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仅 分 布 在 高 海拔 的 稍 人 竹林 、 针 叶 林 和 草 旬 等 生境 中 ， 而 这 几 种 生境 类 型 局 限于 高 
山 ， 面 积 相对 狭小 ， 生 产 力 水 平 低 ， 动 物 承载 量 小 ， 这 是 决定 白 尾 梢 虹 难 分 布局 限 和 数 

量 稀少 的 最 主要 因素 。 

3.1.2 种 群 增长 慢 

笔者 于 2002 一 2003 年 的 春季 在 高 黎贡山 大 塘 做 白 尾 梢 虹 和 欠 生 态 观察 时 ， 观 察 对 象 

1 雄 2 雌 的 家 族 仅 有 1 只 肉 鸟 繁殖 ， 窜 卵 数 2 一 3 枚 ， 孵 化 期 长 达 28 天 。 窗 卵 数 少 、 孵 

化 期 长 、 繁 殖 肉 体 比 例 小 限制 其 种 群 增 长 ， 与 何 芬 奇 (1991) 观察 结果 类 似 。 

3.1.3 ,人 类 活动 干扰 

上 山 控 野菜 、 找 兰花 是 当地 群众 的 习惯 ， 这 种 行为 严重 破坏 了 地 表 植 被 ， 对 和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的 栖息 生境 和 食物 都 有 一 定 影响 。2002 年 6 月 5 日 ~6 月 21 日 ,我 们 在 大 脑子 附 

近 做 研究 ， 短 短 17 天 内 有 当地 群众 共 77 人 次 上 至 主 山脊 挖 野 菜 ， 声 音 嗜 杂 ， 多 次 将 白 
尾 梢 虹 骏 惊 飞 。 另 外 ， 翻 越 高 黎贡山 的 古道 较 多 ， 如 南 斋 公 房 、 北 裔 公房 、 片 马 垣 口 

等 ， 当 地 群众 过 往 频 繁 。 例 如 ，2000 年 8 月 以 及 2001 年 3~4 月 ， 笔 者 在 高 黎贡山 南 
裔 公房 附近 做 研究 ， 统 计 平 均 每 天 从 古道 上 过 路 的 群众 达 3 一 4 人 /天 。 虽 然 没 有 直接 对 

动物 造成 伤害 ， 但 有 可 能 影响 动物 种 群 的 扩散 ， 并 诱 发 偷 猎 ， 是 该 物种 的 潜在 致 危 
因素 。 

3.1.4 宣传 不 力 

宣传 不 力 是 白 尾 梢 虹 稚 等 众多 濒危 物种 得 不 到 有 效 保护 的 原因 。 笔 者 调查 期 间 曾 对 
200 多 位 村 民 作 过 访问 ，90 汶 以 上 的 回答 不 知道 白 尾 梢 虹 和 纵 是 国家 工 级 保护 动物 ， 特 别 

是 当 访 问 对 象 为 妇女 、15 岁 以 下 的 少年 儿童 和 50 岁 以 上 的 老人 时 ， 很 少 有 人 知道 鸟 类 
中 还 有 保护 种 类 ， 受 法 律 保 护 不 准 猜 捕 。 

3.2 保护 对 策 

如 何 保护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 使 其 在 自然 界 的 种 群 数量 不 再 下 降 ， 以 及 如 何 恢复 种 群 是 当 
前 咪 待 解决 的 问题 。 建 议 采 取 以 下 措施 。 

3. 2.1 开展 驯养 过 殖 

目前 尚未 建立 白 尾 梢 虹 稚 人 工 饲养 种 群 ，1998 年 云南 省 野生 动物 收容 救护 中 心 从 

野外 引种 1 对 ，1997 年 北京 大 兴 濒 危 动 物 驯 养 繁 殖 中 心 从 云南 滇 西北 野外 引入 4 对 亚 

成 马 ， 进 行 驯养 繁殖 。 云 南 的 1 对 鸟 未 繁殖 ， 北 京 大 兴 的 鸟 于 1999 年 开始 产 卵 繁殖 ， 

但 目前 仅 存 4 只 峻 鸟 ， 其 中 2 只 为 人 工 饲养 繁殖 的 子 代 鸟 。 这 些 工 作 表明 白 尾 梢 虹 稚 在 

人 工人 饲养 条 件 下 能 存活 并 繁殖 ， 但 成 效 不 理想 。 除 与 养殖 单位 的 人 力 财力 投入 和 技术 力 

量 相关 ， 也 与 人 们 对 该 种 生态 习性 了 解 太 少 有 关 。 鉴 于 人 工 繁育 是 迁 地 保护 的 重要 措 

施 ， 上 尾 梢 虹 和 纵 又 具有 很 高 的 观赏 价值 ， 人 工 饲养 繁殖 还 应 继续 探索 ， 若 取得 成 功 ， 可 

为 该 种 迁 地 保护 打下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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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加 强 法 制 宣传 控制 偷 猫 

白 尾 梢 虹 稚 繁殖 力 低 ， 种 群 数量 增长 缓慢 ， 猫 捕 很 容易 造成 其 数量 骤然 下 降 。 在 其 
繁殖 季节 应 限制 人 员 出 人 有 和 白 尾 梢 虹 纵 分 布 的 高 山区 域 ， 减 少 人 为 干扰 ， 避 免 偷 猎 。 另 

外 应 加 强 宣传 教育 ， 使 当地 村 民 了 解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法 律 保护 地 位 ， 并 引导 他 们 加 入 到 保护 

该 鸟 的 行列 中 来 。 

3. 2.3 加 强 基 础 研究 

白 尾 梢 虹 稚 分 布局 限于 喜马拉雅 山脉 东部 和 横断 山地 区 中 部 ， 栖 息 地 均 位 于 高 山 ， 

给 研究 带 来 困难 ， 人 们 对 该 物种 的 认识 和 了 解 十 分 有 限 ， 还 需要 加 大 基础 研究 。 继 续 进 
行 分 布地 点 调查 和 详尽 的 生态 生物 学 研究 ， 特 别 需要 关注 该 种 的 种 群 结构 及 波动 、 繁 殖 

生物 学 和 栖息 地 选择 等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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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Sclater's Monal in Yunnan 

HAN Lian-xian HUANG Shi-ln LUO Xu YANG Hong-jun 

(Biology Conservation Faculty，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 650224) 

Abstract  Sclater s Monal (Lopjpnopjhnorus sclaterz )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of Galli- 

formes，distributed restrictedly in Tibet and Yunnan，In Yunnan，the bird has only 

been recorded at 3 sites formerly。A surve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habitat of this spe- 

e 35 



cies had been undertake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1999 to August 2003，resulting 

11 localities in 7 counties as the present occurrence of the bird in Yunnan，together with 

3 localities to be further confirmed。 In the fieldwork，Sclater's Monal were more fre- 

quently observ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habitats，i.。e. alpine meadow，alpine- 

subalpine bamboo，and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ry。Threats to the survival of this 

pheasant lie on the low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habitat，low growth rate of the popula- 

tion，human disturbance，and poor propaganda，Based on this study，Wwe Propose to 

pursue breeding attempt in captivity，regulate hunting，and encourage the basic biologi- 

cal research for effective Protection. 

Key words Lopjpnozpjpnorxws sclater ，Distribution，Conservation，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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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黑 颈 长 尾 条 (Syrmaticrs jujaiae ) 分 布 

及 栖息 地 类 型 调查 

韩 联 宪 
中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保护 生物 学 中 心 ， 昆 明 650223) 

摘 ， 要 。 黑 颈 长 尾 锥 是 鸡 形 目 鸟 类 中 的 濒危 物种 ， 分 布局 限于 印度 东北 部 、 缅 甸 北 部 、 
泰国 西北 部 和 中 国 西南 部 。 在 中 国 ， 该 难 仅 栖息 于 广西 西部 和 云南 中 部 、 西 部 及 南部 地 区 。 
1992 一 1995 年 在 云南 对 黑 颈 长 尾 众 的 分 布 及 栖息 生境 进行 了 专门 的 调查 ， 共 有 13 县 18 个 
地 点 记录 到 黑 颈 长 尾 锥 分 布 。 通 过 访问 还 获得 一 些 可 能 有 黑 颈 长 尾 骏 分布 但 需 进一步 证 实 
的 地 点 。 黑 颈 长 尾 难 在 云南 的 栖息 生境 主要 有 热带 季 雨 林 、 亚 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 暖 温 性 针 
叶 林 、 暖 热 性 针 叶 林 和 落叶 阔 叶 林 等 5 种 类 型 。 栖 息 地 丧失 和 高 强度 狩猎 是 导致 黑 颈 长 尾 
挫 濒 危 的 主要 原因 ， 如 欲 有 效 保护 该 物种 ， 不 仅 要 注意 保护 其 栖息 地 ， 更 要 严格 控制 非法 
狩猎 。 

关键 词 ” 黑 颈 长 尾 难 ， 分 布 ， 栖 息 生 境 ， 保 护 ， 云 南 

黑 须 长 尾 稚 〈Syrmaticus Painiae) 是 鸡 形 目 乌 类 中 的 濒危 物种 ， 其 分 布局 限于 印 

度 东 北部 、 缅 甸 北 部 、 泰 国 西北 部 以 及 中 国 的 广西 西部 和 云南 的 中 、 西 部 地 区 。 依 据 最 
近 的 资料 ， 在 印度 和 泰国 仅 各 有 两 个 地 点 有 其 记录 ， 在 缅甸 的 分 布 现 状 不 详 ， 在 中 国 约 

有 10 余 处 地 点 有 黑 颈 长 尾 稚 分 布 的 记载 。 由 于 黑 颈 长 尾 稚 数量 稀少 ， 分 布 范围 狭 罕 ， 

被 列 人 国际 濒危 物种 贸易 公约 附录 I，IUCN 1994 年 出 版 的 红皮书 将 其 列 人 稀有 种 ， 中 

国 也 将 黑 颈 长 尾 难 定 为 国家 一 级 重点 保护 动物 ， 严 禁 猎 捕 。 黑 颈 长 尾 稚 的 生态 研究 ， 曾 

有 刘 小 华 等 几 位 动物 学 者 在 广西 西部 做 过 一 些 研 究 ， 但 该 种 在 云南 的 分 布 及 栖息 地 类 型 

却 未 做 过 专门 的 调查 。 笔 者 于 1992 年 6 月 一 1995 年 5 月 在 滇 西 和 演 中 地 区 对 云南 黑 颈 

长 尾 众 的 分 布 和 栖息 地 类 型 进行 了 调查 ， 现 将 结果 报道 如 下 。 

1 调查 时 间 、 地 点 和 方法 

野外 调查 工作 分 别 在 1992 年 7 月 20 日 ~8 月 15 日 ，1993 年 5 月 3 日 一 6 月 10 日 ， 

1993 年 7 月 20 日 一 8 月 10 日 ，1994 年 12 月 一 1995 年 1 月 10 日 ，1995 年 4 月 17 日 一 

5 月 6 日 进行 。 调 查 的 地 点 有 云南 西南 部 的 瑞丽 、 陇 川 、 熏 江 、 腾 冲 等 县 ， 云 南西 北部 

的 兰 坪 、 维 西 等 县 ， 云 南 中 部 的 钢 山 、 楚 稚 、 双 柏 ， 中 南部 的 普洱 、 景 谷 县 ， 南 部 的 景 

洪 、 动 腊 等 县 。 调 查 的 方法 是 先 访问 当 地 有 狩猎 经 验 的 乡村 干部 、 群 众 ， 出 示 欠 类 的 彩 

图 给 他 们 看 ， 了 解 当 地 有 哪些 纵 类 。 如 果 干 部 、 群 众 反 映 当地 有 黑 颈 长 尾 稚 ， 则 请 他 们 

带领 去 黑 颈 长 尾 和 骏 栖息 地 区 进行 观察 ， 同 时 从 村 民 家 中 搜集 平时 狩猎 留 下 的 从 类 羽毛 进 

# 本 文 1997 年 发 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5(3):185 一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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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鉴定 。 最 后 以 实际 观察 结果 和 收集 的 羽毛 证 据 作 为 该 地 有 黑 颈 长 尾 和 骏 分 布 的 依据 ， 进 
而 观察 收集 栖息 生境 的 资料 。 

为 扩大 调查 范围 ， 笔 者 还 专门 撰写 了 介绍 黑 颈 长 尾 众 形态 特征 及 生活 习性 的 科普 文 

章 ， 附 有 笔者 的 通讯 地 址 ， 刊 载 于 《云南 林业 》 和 杂志， 和 希望 有 了 解 黑 颈 长 尾 锥 在 云南 其 
他 地 区 分 布 的 读者 能 提供 调查 线索 ， 但 未 收 到 读者 来 函 提 供 相 关 的 线索 。 

2 绪 果 

2.1 分 布地 点 

从 1992 年 7 月 开始 野外 调查 ， 截 至 目前 ， 作 者 共 在 11 个 过 去 未 记载 黑 颈 长 尾 众 分 

布 的 地 点 证 实 有 黑 颈 长 尾 骏 栖息， 加 上 过 去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在 云南 采集 标本 的 记录 ， 目 
前 已 知 黑 颈 长 尾 稚 在 云南 分 布 的 地 点 计 有 13 个 县 18 个 地 点 。 有 关 黑 颈 长 尾 稚 在 云南 的 

分 布 见 表 1 和 图 1。 野 外 调查 工作 中 还 获得 一 些 可 能 有 黑 颈 长 尾 骏 分 布地 点 的 信息 ， 留 
竺 今后 的 调查 工作 证 实 。 

表 1 云南 黑 颈 长 尾 难 分 布 情况 调查 

地 点 时 间 证 据 海拔 /m 生境 

景谷 县 永 平 1960. 5. 11 标本 1200 不 详 

景 东 县 1964. 11 标本 800 一 1200 不 详 

潞 西 县 三 台山 1962. 4. 19 标本 1250 热带 季 雨 林 

腾冲 县 大 塘 1960. 5. 21 标本 2200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维 西 县 犁 地 坪 95 人 标本 2800 落叶 冰 叶 林 

瑞丽 县 南京 里 1992.7 羽毛 1000 热带 季 雨 林 

瑞丽 县 南 宛 河 1992. 12 野外 观察 800 一 1000 热带 季 雨 林 

腾冲 县 云 华 1992. 11 访问 证 实 1800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兰 坪 县 富 和 山 1993.5 羽毛 2500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维 西 梦 天 阁 1993. 6 被 猎 杀 个 体 2500 落叶 阔 叶 林 . 

锐 山 县 天 堂 哨 1993.5 皮 张 和 羽毛 2000 暖 温 性 针 叶 林 

楚雄 市 紫 溪 山 1993.7 访问 证 实 2000 一 2500 暖 温 性 针 叶 林 

双 柏 县 下 把 租 1993 .7 野外 观察 1900 一 2500 暖 温 性 针 叶 林 

景谷 县 凤 山 1993.8 羽毛 1500 一 2300 暖 热 性 针 叶 林 

景 洪 县 大 平 掌 1995. 5. 2 羽毛 1600 暖 热 性 针 叶 林 

景 洪 县 整 精 1994. 4 野外 观察 1500 暖 热 性 针 叶 林 

1994. 11 野外 观察 1500 暖 热 性 针 叶 林 

动 腊 县 象 明 1991. 11 尾羽 1000 热带 季 雨 林 

思茅 市 震 东 1996. 3 野外 观察 800 一 1200 暖 热 性 针 叶 林 

2.2 栖息 生境 

依据 目前 观察 搜集 到 的 资料 ， 黑 颈 长 尾 稚 在 云南 的 栖息 生境 ， 有 以 下 5 种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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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 颈 长 尾 难 在 云南 的 分 布 图 
国 本 文 确证 的 分 布地 点 ; 口 ] 以 往 采 获 标本 的 地 点 ; @ 需要 调查 证 实 的 地 点 

2.2.1 热带 季 雨 林 

乔木 上 层 主 要 由 高 山 榕 (Fizcus aliissizza ) 、 毛 麻 栋 〈CPauRrasia iaPaLarzs var，me- 

lztz7&)、 红 木 和 荷 “〈Scjhizzaza zallzichii )、 污 龙眼 (Dizizzorppnocalyz sp. ) 等 种 类 构成 ， 乔 

木 亚 层 常见 树种 为 云南 银 柴 〈Azporasa yuanzensis ) 、 糙 叶 水 锦 树 、 羊 蹄 甲 。 灌 木 数量 

稀少 ， 草 木 层 高 大 密集 ， 通 常 合 称 为 灌 草 从 。 常 见 的 草本 植物 有 密 序 野 古 草 、 芦 类 、 四 

脉 金 芒 、 营 草 、 灌 木 种 类 有 钝 叶 桂 、 金 珠 柳 、 木 姜 子 ， 此 外 还 有 小 花 酸 蕨 子 、 光 钩 蔷 、 

蛇 蔷 等 芯 本 植物 。 在 瑞丽 南京 里 、 南 匈 河 发 现 的 黑 颈 长 尾 稚 多 栖息 于 此 种 森林 。 

2.2.2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以 壳 斗 科 的 榜 属 〈GCastazopsiy)、 石 标 属 (Lithocarpxs )、 樟 科 的 琼 楠 属 

(Beizlscpnzaieadia)、 润 楠 属 (MacPnizxs) 、 山 茶 科 的 木 荷 属 〈(Schnzza) 的 树木 为 主 ， 灌 木 

层 以 多 种 杜 人 艇 花 科 植物 ， 珍 珠 花 、 九 节 木 构成 ， 草 本 植物 以 丢 香 科 、 鸭 路 草 科 的 种 类 和 

蕨 类 植物 最 常见 。 腾 冲 大 塘 、 云 华 和 兰 坪 富 和 山 的 黑 颈 长 尾 难 多 栖息 于 此 种 生境 。 

2.2.3 上 暖 热 性 针 叶 林 

以 思茅 松 〈Piznxs Rhnasya ) 为 建 群 树种 ， 林 相 可 明显 地 分 为 乔木 、 灌 木 和 草本 3 

层 。 伴 生 树种 主要 为 壳 斗 科 、 大 戟 科 、 桦 木 科 的 阔叶树 、 灌 木 层 以 杜 鹏 花 科 、 鞭 蔽 科 植 
9 



物 为 主 ， 林 下 草本 层 以 菊 科 、 禾 本 科 、 豆 科 、 百 合 科 、 昔 草 科 、 姜 科 的 植物 最 为 常见 。 

景谷 县 凤 山 等 地 的 黑 颈 长 尾 稚 即 栖息 于 上 述 森 林 中 。 

2.2.4 上 暖 温 性 针 叶 林 

此 种 林 型 以 云南 松 (Pimas yxwzzzazzezsis) 最 为 优势 。 伴 生 的 常 绿 乔 木 种 类 以 壳 斗 科 

的 黄 毛 青冈 、 高 山 覆 、 演 青冈 为 常见 ， 落 叶 树种 以 旱 冬 瓜 为 代表 。 在 双 柏 、 楚 稚 、 狗 山 

所 观察 的 黑 颈 长 尾 锥 均 生 活 于 此 种 森林 中 。 

2.2.5 落叶 冰 叶 林 

栖息 于 落叶 闪 叶 林 的 黑 颈 长 尾 难 主要 活动 于 由 旱 冬 瓜 〈Alrrs nezpalensis) 组 成 的 

树林 。 旱 冬瓜 为 建 群 树种 ， 混 生 少 量 的 云南 松 ， 林 下 灌 从 极为 稀 芍 ， 有 大 白花 杜 鹏 、 珍 

珠 花 零 星 分 布 ， 林 下 草本 层 由 蕨 草 构成 显著 优势 ， 混 生 的 其 他 草本 植物 有 白果 草莓 、 草 

玉 莓 、 竹 叶 菜 、 兰 花 参 等 。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在 维 西 犁 地 坪 收 集 的 黑 颈 长 尾 稚 标本 即 是 从 

这 种 生境 中 获得 。 

32 二 | 论 

黑 颈 长 尾 欠 在 云南 的 分 布 ， 文 献 曾 记载 有 维 西 、 澜 省、 永 平 、 腾 冲 、 潞 西 、 凤 庆 、 

永 德 、 临 沧 、 楚 和 纵 、 景 东 、 镇 沅 、 景 谷 、 思 茅 、 岗 山 、 双 柏 、 武 定 16 个 县 ， 其 中 有 确 

凿 标本 采集 记录 的 仅 有 维 西 、 景 谷 、 景 东 、 潞 西 、 腾 冲 5 个 县 ， 文 献 记载 有 该 稚 分 布 但 

又 未 有 标本 记录 的 县 ， 并 未 说 明 信 息 来 源 ， 因 此 是 否 确 有 黑 颈 长 尾 难 分 布 尚 需 证 实 。 知 

以 标本 采集 地 的 县 份 面 积 作为 该 种 的 分 布 范 围 ， 过 去 黑 颈 长 尾 骏 在 云南 的 分 布 面积 为 

25 802km* 。 笔 者 通过 野外 调查 ， 发 现 了 一 些 黑 颈 长 尾 纵 的 新 分 布点 ， 同 时 对 文献 记载 

有 黑 颈 长 尾 锥 分 布 但 未 获得 证 据 的 部 分 县 进行 了 实地 调查 ， 已 确证 云南 目前 有 13 个 县 

共 18 个 地 点 有 黑 颈 长 尾 稚 的 分 布 ， 分 布 面 积 为 61 797km: ， 较 过 去 的 分 布 面积 扩大 了 

许多 。 然 而 ， 这 并 不 意味 该 种 的 种 群 稳定 并 有 逐渐 扩大 分 布 的 趋势 ， 仅 仅 表明 人 们 过 去 

对 黑 颈 长 尾 稚 分 布 调查 所 做 工作 甚 少 。 现 在 的 分 布 图 显示 ， 在 滇 西 和 汗 中 黑 颈 长 尾 锥 分 

布 区 中 间 的 临 沧 、 凤 庆 、 永 德 等 地 、 昆 明 以 南 以 东 地 区 至 广西 西部 黑 颈 长 尾 和 骏 分 布 区 的 

中 间 地 带 存 在 该 种 分 布 区 空白 ， 而 这 两 个 分 布 区 空白 范围 内 并 不 存在 明显 的 地 理 阻 限 或 

生境 间断 ， 因 而 极 可 能 有 黑 颈 长 尾 稚 分布 。 此 类 地 区 及 文献 记载 有 该 种 分 布 但 需 进一步 

证 实 的 县 ， 其 面积 有 30 321km2: ， 有 必要 进一步 加 强 该 种 的 分 布 调查 。 

有 标本 采集 记录 的 5 个 县 ， 其 中 腾冲 、 景 谷 、 景 东 、 洲 西 的 标本 均 采 于 20 世纪 60 

年 代 初期 ，30 多 年 后 ， 笔 者 在 景谷 、 腾 冲 境 内 仍 记录 到 黑 颈 长 尾 稚 栖息 ， 而 这 两 县 在 

云南 属于 人 口 密度 相对 较 高 ， 经 济 开发 比较 活跃 的 地 区 ， 在 这 样 的 环境 中 黑 颈 长 尾 奴 能 

继续 存活 ， 显 示 该 种 在 自然 界 的 繁衍 生存 没有 特别 的 问题 。 然 而 ， 黑 颈 长 尾 锥 在 野外 调 

查 中 极 难 发 现 。 整 个 工作 期 间作 者 在 野外 仅 观 察 到 3 次 黑 颈 长 尾 稚 ， 一 次 在 瑞丽 南 宛 河 

热带 季 雨 林 中 见 到 3 只 成 鸟 ， 另 外 在 双 柏 下 把 租 森林 中 见 到 两 次 ， 分 别 为 1 只 肉 鸟 带 5 

只 幼 乌 和 1 只 雌 鸟 带 3 只 幼 鸟 ， 黑 颈 长 尾 欠 在 野外 难 见 的 原因 可 能 有 两 个 : @ 调查 集 

中 于 此 地 是 否 有 黑 颈 长 尾 锥 分 布 ， 并 未 刻意 在 野外 用 更 多 的 时 间 寻 找 它 们 ;，G@ 可 能 是 

该 种 数量 的 确 很 少 ， 不 易 被 观察 到 。 
s 340 。 



造成 黑 颈 长 尾 稚 濒危 的 主要 原因 有 两 个 ， 即 栖息 地 的 丧失 和 狩猎 压力 。 由 于 人 口 不 

断 增 长 ， 人 类 对 森林 的 利用 和 干扰 愈 来 您 大 ， 许 多 森林 被 开 屋 成 为 耕地 ， 未 被 开明 的 森 
林 也 遭 到 放牧 和 伐木 的 影响 。 例 如 ，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1981 年 获得 黑 颈 长 尾 众 标本 的 维 
西 犁 地 坪 因 商业 性 伐木 和 放牧 等 原因 ， 大 部 分 地 区 已 成 为 草地 牧场 。 双 柏 县 的 下 把 租 地 
区 的 针 叶 林 是 黑 颈 长 尾 稚 的 主要 栖息 生境 ， 当 地 群众 有 在 森林 中 放牧 牛 羊 的 习惯 。 每 年 
5 月 下 旬 至 6 月 上 旬 ， 常 有 人 放火 烧 掉 林 中 地 表 的 落叶 层 ， 以 利 牧草 生长。 此 时 正 值 黑 

颈 长 尾 稚 繁殖 季节 ， 这 种 地 表 火 对 黑 颈 长 尾 众 的 巢 、 卵 构成 致命 的 威胁 。 稍 有 不 慎 便 酿 

成 森林 火灾 ， 对 黑 颈 长 尾 和 的 栖息 生境 破坏 就 更 大 。 
高 强度 的 狩猎 压力 是 导致 黑 颈 长 尾 众 濒危 的 又 一 重要 因素 。 黑 须 长 尾 稚 虽 被 定 为 国 

家 一 级 重点 保护 动物 ， 有 关 法 律 严禁 猎 捕 ， 但 在 云南 的 许多 地 方 ， 群 众 对 黑 颈 长 尾 难 猿 
杀 频 繁 。 在 腾冲 、 维 西 等 县 的 乡村 集镇 上 ， 还 不 时 看 到 有 人 出 售 捕杀 的 黑 颈 长 尾 难 。 在 
双 柏 、 景 谷 等 地 ， 笔 者 曾 对 27 位 村 民 和 林场 工人 进行 过 调查 ， 所 有 的 被 访 者 都 声称 自 
已 不 知道 黑 颈 长 尾 锥 是 国家 一 级 保护 动物 ， 禁 止 狂 捕 。30 入 的 人 回答 知道 国家 有 野生 动 

物 保护 法 。 询 问 其 对 禁止 捕猎 保护 动物 有 什么 看 法 ， 所 有 的 人 都 回答 我 不 打 ， 别 人 也 会 
打 ， 所 以 看 见 了 就 打 。 因 此 不 难看 出 ， 群 众 缺 乏 自 然 保护 意识 和 法 制 观念 ， 加 之 管理 部 
门 缺乏 有 效 的 管理 和 执法 ， 整 个 社会 环境 缺少 法 律 行为 约束 违反 野生 动物 保护 法 的 现 

象 。 如 果 想 对 黑 颈 长 尾 众 进行 更 为 有 效 的 保护 ， 除 了 保护 好 栖息 地 ， 更 应 对 偷 猫 行为 进 
行 惩 处 ， 同 时 加 强 宣传 ， 使 群众 明白 保护 野生 动物 的 重要 意义 ， 也 使 意欲 偷 猎 的 人 感受 
到 法 律 的 威慑 作用 而 停止 捕 狂 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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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and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Hume's Pheasant in Yunnan 

HAN Lian-xian 

(Conservation Biology Center，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23) 

Abstract The Hume's Pheasant (Syr7zatzcus hz72zae )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of 

Galliformes，distributed restrictedly in northeastern India，northern Myarmar，north- 

western Thailand and southwestern China，In China，the bird has only been recorded 

sa 4 



from western Guangxi and west，south and central Yunnan。A survey on the distribu- 

tion and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bird had been undertake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une 

1992 to May 1995，resulting 18 localities in 13 counties as the present occurrence of that 

bird in Yunnan together with a few more localities to be further confirmed， In the field 

work，the Hume's Pheasants were more frequently observed in the following five types 

of habitats，i.、e，OD the tropic season rain forest; CO the subtroplic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 the Simao piner-tree forest; the Yunnan pinertree forest; CGO) the deciduous 

broad-leaf forest，And，the field work also reveals that the pressure of both the habitat 

losing and overhunting as the two main reasons Seriously causing the Hume's Pheasant 

being endangered in the wild. 

Key words Hume's Pheasant，Distribution，Habitats，Conservation，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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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Galliforms in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HAN Lian-xlan 

(Conservation Biology Centre，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玉 unming， 

Yunnan 650223 ，China) 

Twenty species of galliforms occur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lon in west Yun- 

nan。 This report describes distribution data from surveys in the last five years and from 

recent literature， 

The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Gaoligong Mountains in- 

cludes lands east of Gangfang in Lushui county，northward to the eastern slope of Tong- 

taomaku mountain，west to the Dulongjlang in Gong Mountains county，and southward 

to the main crest near Dahaoping in Tengchong county，as well as associated lands 

stretching to the south from there-(Ruili county)，The entire reglon 1Ss Situated at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eastern Himalayas in the furthest west region of Yunnan，an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famous Haengduan (trans-Himalayan) mountain area in which 

three major rivers separate three parallel mountain ranges (Gaoligong Mountains，Bilu- 

Ooxueshan and Yunlingshan)， The area includes the two major rivers of the area，the Ir- 

rawaddy and Salween (Nu，in Chinese) rivers。The eastern boundary is formed by the 

Salween，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boundaries by the border with Myanmar，and the 

northern boundary by Boshulaling mountain in southern Tibet (ie the southern boundar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geographic co-ordinates for this region are approximately 

23?50' 一 28"30' north latitude and 97"31 一 99"05” east longitude (Fig. 1). 

The mountain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are oriented north/south，with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areas broad and the middle section narrow。，The reglion en- 

cormpasses 4.5 of latitude，but only 1. 5” of longitude.， At its narrowest，the region ex- 

tends less than 20km from east to west，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nclude the 

major mountain Spines which are generally long and narrow。JIn general ，northern areas 

are at higher elevations than southern areas; the latter also include proportionally more 

gentle relief and low-lying areas， Outside the main north-south mountain spine，the re- 

glon also encompasses many low hills and low elevations，including plains and cultivated 

areas. 

The highest peak in the entire region at 5128m is Ga agapu mountain in the north- 

x 本 文 1995 年 发 表 于 《世界 乌 类 协会 1994/1995 年 鉴 》，23 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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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of western Yunnan，China。Shown are Survey 

sites (Sub-regions) discussed in the text，A: Bingzhongluo; B: Bijiang; C: Pianma; D: Yaojiaping; 匡 : Lush- 

ul; 上 下: Datang; G: Dahaoping; HH: Heinitang; I: Guyong; J: Zhina; KK: Sudian; L: Husa; M: Dengga， Sha- 

ded，numbered regions are nature reserves: 1: Nujiang (Gongshan section); 2: Nujiang (Fugong section ) ; 

3: Gaoligong Mountains; 4: Tongbiguan (Yingjlang section); 5: Tongbiguan (Longchuan section); 6: Iong- 

biguan (Ruili section)， Inset shows location of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within Yunnan 

ern section of Gong Mountains county。The lowest elevation in the region at 210m 1s 

found at Nabang on the border with Myanmar in south-western Yingjiang county。Thus 

there is ac. 4910m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In general，elevational gradi- 

ents along most slopes vary from about 2500 一 3000m. 

The overall climat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corresponds to that of the 

north-western seasonal monsoon realm。 However，the change in climatic patterns (and 

corresponding blota) from southern through central to northern sections is dramatic. 

The large expanses in the south below 1000m have a largely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sea- 

sonal climate，Here，yearly mean temperature is 22. 6 ，with yearly low and high tem- 

perature extremes of 2.0C and 38. 5C ，and yearly mean precipitation of 2829mm， 

The central sections，with elevations generally in the 1800 一 3000m range，b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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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ubr-tropical seasonal climatic realm. Here，the prevailing westerly winds bring 

drier air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olar radiation tends to be intense，and frost ils 

rare。 Yearly mean temperature here is 15C ，with yearly low and high temperature ex- 

tremes of OC and 31C ，and mean yearly precipitation 1260mm，fairly typical for the 

Sub-tropical climate type. 

In the northern section，elevations are generally 2000 一 4000m，and the general climate 

belongs to the northern sub-tropical realm.，Mid slope and alpine areas receive much of the 

moisture，Temperatures here are lower than in the other areas (yearly mean accumulated tem- 

peratures in the 900~1500C range) ，and yearly mean precipitation is 1638mm。，Precipitation 

here is greater than in the central section，although lower than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How- 

ever，in the Dulong river valley，yearly mean precipitation reaches 3000mm，and yearly accu- 

mulations as great as 4796mm have been reported.，In general ，the northern section is typified 

by many days of clouds or fog，and relatively weak solar radiation. 

3800m ASL 

Moblle rocks and 

open Vegetation 
Mobile rocks and 

6D4q open vegetation 

Chill-coma meadow 

Chill-coma scrub 

Mossy elfin forest 

Mid-mountain moist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Warm conlferous forest 

(Lushui district) 

Mountain decliduous broad- 

leaf forest(south to Lushui) 
South Subtroplcal monsoon 

South subtroplcal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Tropical mountain 

Train forest Xerothermic river valley 
parklike brush-wood 

grassland 

Tropical Seasonal 523 1 Lowest point 

Tain forest 

Lowest point | 210m 

West Slope East Slope 

Fig.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forest types occurring o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slopes of mountain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ortion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The vegetation gradient from south to north or from low to high _ elevation can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D tropical rain forest，(O seasonal rain forest，G@) subtropical 

seasonal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由 semiwet temperate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mixed with patches of hemlock (Tsxga spp. )，fir (Apoizes spp. ) ，Tairuaz72zQ SPpp. ，and 

pines (Pizzzs yt7z7za72e11815 and 王 ，87 三 户 态 如) ，and GD) cold，coniferous forest (Fig. 2; 

Wuet al 1979，Jiang 1980，Liu et al，1989). 

1 Methods 

The survey was based on direct observations made on walks usually in early morn- 

ing or late afternoon in the periods given in Table 1 Sometimes Skins or feathers were 

collected from local people and the jliterature was consulted. 

Table 1 Dates of surveys for galliforms in C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15 Aug 一 14 Nov 90 Dulongjiang (Nujiang N.R.*) 

9 Mar 一 1 Apr 91 Ruily，Longchuan and Yingjiang counties 

9 Mar~1 Apr 91 Nanvwanhe (Tongbiguan N，R. ，Ruili section) ，Husha 

(Tongbiguan N，R. ，Longchuan section) and Sudian 

(Yingjlang County) 

16 July 一 4 Sept 92 Binzhongluo，Datang and Nanwanhe 

27 Mar 一 4 May 93 Yaojiaping and Pianma 

19 Oct 一 25 Dec 93 Dahaoping，Heinitang Guyong，Sudian，Zhina and 

Tongbiguan N， 下 . 

x< 和 NN，R. -nature reserve, 

2 .Results 

Altogether，20 species of galliforms were recorded from this region (Table 2)， Fig. 

3 and Fig. 4 show their altitudinal and latitudinal distribution. 

Table 2 Galliform species，habitat，abundance and protected statu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Species Habitat Abundance Protected 

rating status 

| TetraogalLLus opscMrus ERACCS 司 癌 

2 F7a7zzcoLi7zus 力 i72tQCea722S XRVPBG 人 np 

Arporozbpjhila iorguela MDBF，MMEBF 布 二 起 DP 

4 Arporopjila rujogularis TMRF，SSMEBF， 二 np 

MDBF 

5 Arporozbpjhnila atrogxwlaris TSRF，TMRF 才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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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Species Habitat Abundance Protected 

rating Status 

6 Bamzpxsicola ytchzz TMRF，SSMEBF ， np 

MMEBF 

迷 Thagz7mzzs Crte7atMS MEE，CCFE，CCS，GEM = 工 

8 Tragozbpam saty7a MMEBF，MEF 东 工 

9 Tragozpa7z pLythiiz MMEBF 9 

10 ”了 Tragozpazz tez72772272CRz MMEBF，MEF，CCF 六 民 司 局 且 让 开 

11 Lozphoztpjhnorus sclaterz MMEBF，MEF，CCF， 记 I 

CCS，CEM 

12 ”Lozbpjhnura excozmzelazza ITMRF，TSRFE，SSMEBF ， 2 工 

MMEBF 

13 ”Lozpjhnura 72ycthemzera SSMEBF，MMEBF，MDBF 二 开 

14 Callus gallus TMRF，SSMEBF 未 十 开 

15 “Prucrasia 7aacrolobpha TMREFE，SSMEBF ? 开 

16 Phaszamzts colchicus TMRF，SSMEBF，MDBF 下 二 让 np 

17 SSyrmzaticus 疡 zz2zQe TIMRF，SSMEBF，MDBF ee 

18 ChrysolozpjPnaus amazherstzae WCF，SSMEBF，MMEBF 寺 丰 埋 开 

19 PolyzplLectrozz picaLcaratuz7a TSRFE，TMRF < 七 

20 Pauo zxtzcus TSRFE，TMREF，SSMEBF 5 I 

Habitat:，， CCF 三 cool coniferous forest; CCS 王 chill-coma scrub; XRVPBG 王 xerothermic river valley parklike 

brush-wood grassland; MDBF 王 mountain deciduous broadleaf forest，MMEBF 王 mid-mountain moist evergreen broa- 

dleaf forest; TMRF 王 tropical mountain rainforest; SSMEBF 王 south subtropical monsoon evergreen forest; TSRE 王 

tropical seasonal rain forest; MEF 王 mossy elfin forest; CCM 王 chillj-pecoma adoWy WCF 王 warm coniferous forest， 

Abundance rating: 十 十 十 seen very often and over 20 individuals， 十 十 seen quite often，usually over 10 individ- 

uals， 十 rarely seen and less than 3 individuals，? number not known, 

Protected class: np 王 not protected; I 王 protection，class 1; II 一 protection，class 2. 

Latitude 

1、2.13，4 507 呈 9 10UL23ildt TS GT Seoe2O 

Species 

Fig. 3 Lat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galliform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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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_ Alt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galliforms in Gaolijgong Mountains region 

osesslon 

To protect and conserve the biodiversity in this region，three nature reserVes have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These represent the northern，central and southern reglons 

(Fig. 1)，These three reserves comprise approximately 13% of the region's forest re- 

sources，JIn general，Pprimary forests existing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nature re- 

serVves have been conserved effectively。The reserves conserve many specles of galliforms 

and their habitat，However，poaching is still frequent in the reserves。EFor example，on 

five occasions at Pianma we saw people enter with guns to hunt birds。 JInspection of 

three small roads in the forest revealed hundreds of snares and traps aimed at gallina- 

ceous birds and small mammals， We also found feathers of a Grey Peacock-pheasant 

Polyzplectro7z pzcalca7ratu72 killed by poachers in Tongbiguan Nature Reserve. 

Outslde nature reserves，hunting pressure on gamebirds is more serious than in reservVes， 

Meanwhile，much habitat of galliforms has been lost through logging，Pplanting economic spe- 

cles and traditional land-use (slash-and-burn cultivation)，The Nujiang valley below 1200m 

south to Liuku was once habitat for Green Peafowl Pauzo zztzcxs ，but novw most of this land is 

cultivated and Green Peafowl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from the region. 

To conserve gallinaceous birds more efficiently in the region，hunting protected 

gamebirds should be completely banned both in reserves and in nonr-reserVe regions，Lo- 

cal government，wildlife and nature reserve administrations need to strengthen Propa- 

ganda and to enforce the law。Local people must come to_ understand that many Species 

of galliforms are protected by national law and that hunting is strictly prohibited，A na- 

ture conservation curriculu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small village schools to increase 

conservation awareness among children. In addition，authorities should increase the lev- 

el of f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alternative economic options in communities Sur- 

rounding nature reserves So as to help local people to change methods of traditional land 

use and stop hunting at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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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白 尾 梢 虹 和 众生 境 利用 的 初步 观察 

施 晓 春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保山 管理 处 ”保山 678000) 

摘 要 1997 年 4 一 6 月 在 高 黎贡山 大 塘 用 鸣 声 监听 和 样 带 、 样 方法 对 和 白 尾 梢 虹 和 准 

CLopjhobpjhorus scalate 立 ) 的 生境 利用 情况 做 了 初步 观察 。 此 间 自 尾 梢 虹 纵 主要 活动 在 海拔 

3300 一 3600m 的 箭 竹 林内 ， 鸣 叫 集中 在 11:00 一 17:00， 取 食 贝 母 、 多 星 韭 、 牛 尾 独活 、 高 

山 羌 活 、 紫 花 百 合 、 七 筋 姑 等 植物 的 地 上 或 地 下 部 分 。 

关键 词 ” 白 尾 梢 虹 稚 ， 生 境 ， 鸣 声 监 听 ， 食 性 

白 尾 梢 虹 和 纵 (Lophnophnorus scalater ) 属 鸡 形 目 (Galliformes) 稚 科 〈Phasiani- 

dae) 虹 稚 属 (Lophopjporvs)。 该 种 主要 分 布 于 缅甸 东北 部 、 印 度 、 我 国 西藏 东南 部 、 

滇 西北 部 的 高 黎贡山 和 自 罗 雪山 〈 赵 正 阶 1995， 何 芬 奇 1991) ， 在 云南 分 布 的 海拔 高 
度 2500 一 4200m。 栖 息 于 针 叶 林 、 杜 锡 灌 从 、 箭 人 竹 灌 从 ， 偶 见于 高 山 草 地 ， 常 结 成 小 群 

〈 何 分 奇 1991) ， 分 布 区 域 狭窄 ， 数 量 稀 少 ， 是 国家 I 级 保护 动物 ， 也 是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主要 保护 对 象 之 一 。 我 们 于 1997 年 4~6 月 在 高 黎贡山 大 塘 对 白 尾 梢 虹 和 骏 进 行 初步 观 

察 ， 旨 在 了 解 它 在 生境 利用 方面 的 一 些 基础 信息 ， 为 高 黎贡山 的 生态 监测 项 目 做 准备 。 

所 

1.1 研究 地 点 

研究 地 点 位 于 高 黎贡山 西 坡 腾冲 县 界 头 乡 大 塘 村 ， 高 黎贡山 二 脑子 〈 翻 山 处 ) 西 侧 

冷水 河和 茨 竹 河流 域 (25"40'N，98"30'E)， 海 拔 3000~3700m (图 1) 。 植 被 类 型 包括 
山顶 若 玖 和 铸 林 、 箭 竹林 和 高 山 草 甸 ， 其 主要 伴生 种 有 血 稚 (Ithaginis cruentus)、 小 胡 

狂 (Aizlurus falgens)、 羚 牛 〈Buadorcas iazzisolor) 等 。 山 体 切 割 明 显 ， 地 形 复 杂 。 气 

候 亚 劣 ， 降 水 量 大 ， 山 项 积 雪 期 达 8 个 月 之 久 (西南 林学 院 1995)。 

1.2 研究 方法 

1.2.1 鸣 声 监听 

在 海拔 3300m、3450m 及 3600m 处 选 3 个 视野 开阔 处 作 鸣 声 监听 站 ， 以 监听 3 条 

沟谷 该 众 的 鸣叫 。 从 09:00 至 17:00， 不 间断 记录 鸣叫 位 置 和 时 间 ， 同 时 用 望远镜 观察 。 

数据 处 理 时 ， 相 对 集中 的 鸣叫 定义 为 一 组 ， 站 点 上 下 75m 的 海拔 带 内 鸣叫 计 为 同一 海 

拔高 度 。 按 监听 站 顺序 依次 监听 ， 每 站 监听 1 天 。 在 4 一 6 月 工作 期 间 ， 除 在 途中 或 暴 

雨 雪 等 恶劣 气候 影响 外 ， 坚 持 开 展 听 声 工 作 ， 有 效 工 作 26 日 。 海 拔 3300m 鸣 声 监听 站 

x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20(1) :50 一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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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 地 点 

工作 日 期 为 04 一 15、04 一 20、04 一 24、05 一 15、05 一 18、05 一 23、06 一 04、06 一 08; 

3450m 工作 日 期 为 04 一 16、04 一 19、04 一 23、04 一 26、05 一 14、05 一 17、05 一 20、 

06~-01、06 一 05; 3600m 工作 日 期 为 04 一 17、04 一 21、04 一 25、05 一 13、05 一 16、 

05~19、05 一 24、06 一 02、06 一 07。 

1. 2.2 和 定 宽 样 带 取样 

在 茨 竹 河和 冷水 河 的 海拔 3200、3300、3400、3500 和 3600m 处 各 设置 一 条 长 

1000m、 宽 6m 的 样 带 。 二 三 人 各 手持 2m 长 的 竹竿 并 排行 走 ， 并 用 海拔 仪 确定 高 度 

〈 遇 到 悬崖 时 绕 开 ， 过 后 再 回 到 原来 高 度 ) 。 清 点 样 带 中 娄 粒 数 ， 并 记录 有 关 的 植被 类 

型 。 定 宽 样 带 取 样 在 鸣 声 监听 的 间隙 开展 ，4 一 5 月 有 效 取 样 16 次 ,海拔 3200m 样 带 工 

作 上 日期: 04 一 14、04 一 20、05 一 20、05 一 23; 3300m 工作 日 期 04 一 20、05 一 15、 

05 一 19; 3400m 工作 日 期 : 04 一 19、05 一 14、05 一 18; 3500m 工作 日 期 04 一 23、 

05 和 4 105 一 T7; 3600m 工作 日 期 : 04 一 21、05 一 13、05 一 16。 

1.2.3 砚 食 地 (食物 ) 样 方 取样 

在 3400m 和 3500m 的 白 尾 梢 虹 众 长 时 间 取 食 、 逗 留 处 〈 以 望远镜 观察 确定 )， 分 别 

设立 2 个 2mX2m 样 方 。 记 录 盖 度 〈 为 )、 主 要 草本 植物 种 类 、 取 食 草 本 植物 种 类 、 刨 

痕 数 和 凄 粒 数 。 和 采用 直接 观察 法 和 取 食 痕迹 检查 法 ， 确 定 食 物种 类 。 

2 结果 

2.1 鸣叫 

二 | 辐 亿 昌 册 册 扩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的 雄 鸟 被 当地 人 称 为 “ 叫 鸡 ”， 平 时 常 发 出 “aou…” 的 叫 声 ;， 受惊 飞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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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则 发 出 “hu…” 的 叫 声 。 为 阵 发 性 叫 声 ， 即 3 一 15 个 鸣叫 音节 串 成 一 组 ， 共 持续 

18 一 77s， 单 个 鸣叫 持续 时 间 加 间隔 时 间 为 (6. 16 士 0.26)s， 组 间 有 较 长 的 间隔 ，(2949 

士 379. 8)s。 

2.1.2 鸣叫 位 置 的 海拔 分 布 

4 一 6 月 份 白 尾 梢 虹 众 鸣叫 位 置 出 现在 3300 一 3600m，3450m 为 集中 带 “〈 表 1)。 

表 1 4~6 月 和 白 尾 梢 虹 条 的 鸣叫 位 置 与 鸣叫 次 数 

海拔 / 士 75m 3000 3150 3300 3450 3600 

鸣叫 次 数 0 0 4 252 119 

鸣叫 组 数 0 0 1 33 7 

总 鸣叫 时 间 人 As 0 0 23 1486 723 

2.1.3 鸣叫 时 间 分 布 

4~6 月 份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鸣叫 主要 出 现在 11:00~17:00 ( 表 2) 。 

表 2 4~6 月 和 白 尾 梢 虹 稚 鸣 叫 的 时 间 分 布 

时 间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00= 16.00 志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50OUTPOT7 OU 

鸣叫 次 数 0 0 27 84 127 84 40 11 

鸣叫 组 数 0 0 4 11 16 11 7 2 

总 鸣叫 时 间 /s 0 0 170 488 765 500 246 63 

2.1.4 雄 乌 鸣叫 位 置 所 反映 的 占 区 行为 

在 每 个 听 声 站 ， 每 日 只 能 观察 到 1 只 白 尾 梢 虹 稚 雄 鸟 鸣叫 ， 鸣 叫 位 置 相对 固定 ， 即 

靠近 山 着 的 沙 沟 头 或 林 间 空地 。 分 析 雄 鸣叫 的 位 置 和 时 间 分 布 ， 可 得 出 初步 结论 白 尾 梢 

暴 每 只 雄 鸟 在 繁殖 期 占据 1 条 冰 矿 水 蚀 沟谷 。 在 8km: 研究 区 域 共有 11 条 沙 沟 ， 都 

有 上 昌 尾 梢 虹 纵 活动 痕迹 ， 初 步 测算 雄 鸟 密度 为 1 只 /0. 7km2: 。 根 据 雄 雌 比 1: 1.07 (和 何 

分 奇 1991) ， 推 算 繁 殖 鸟 密度 约 为 1 对 /0. 7km: 。 

2.1.5 雄 鸟 活动 规律 

上 尾 梢 虹 稚 雄 乌 活动 的 时 间 段 和 海拔 高 度 具 有 一 定 规律 。 海拔 3300m 白 尾 梢 虹 稚 
岛 鸣叫 和 被 观察 到 的 时 间 为 10:00~12:00，3 次 ; 3450m 为 11;00~17:00， 相 对 集中 时 

间 12:00 一 14:00，25 次 ; 3600m 为 12:00~17:00， 相 对 集中 时 间 14:00~16:00，14 次 

( 表 3)。 分 析 这 些 数 据 ， 可 初步 推断 在 海拔 3300 一 3600m 白 尾 梢 虹 纵 雄 鸟 存在 垂直 迁移 
现象 ， 但 由 于 缺乏 海拔 3300m 以 下 数据 ， 不 能 确定 白 尾 梢 虹 稚 的 日 活动 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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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6 月 和 白 尾 梢 虹 欠 活动 的 时 间 与 海拔 分 布 

时 间 

海拔 /m 60.00 ww li00ca slo00c Sa 00 OO TO OO TGSO0S，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3300 0 1 2 0 0 0 0 0 
3450 0 0 3 14 5 2 1 

3600 0 0 0 2 3 8 6 3 

2.2 定 宽 样 带 上 的 烧 粒 分 布 

定 宽 样 带 上 的 主要 调查 凑 粒 迹象 ， 我 们 假定 停留 时 间 与 妆 粒 数 成 正比 ， 可 以 得 出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雄 鸟 主要 在 海拔 3300 一 3500m 的 箭 人 竹林 内 活动 〈 表 4) 。 区 分 和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与 其 

主要 伴生 种 血 众 的 数 粒 比较 容易 。 白 尾 梢 虹 稚 凑 粒 较 大 ， 团 状 ， 平 均 直 径 37mm; 血 纵 

的 辩 粒 较 细 小 ， 条 状 ， 长 约 30mm， 径 约 8mm。 除 了 辨别 装 粒 差异 ， 还 可 通过 足迹 将 

二 者 区 分 开 。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足 迹 平均 长 13. 4cm， 宽 11. 2cm， 趾 较 合 拢 ， 血 众 足迹 平均 长 
7. 7cm， 宽 7. 4cm， 趾 较 张 开 。 

表 4 样 带 (6mX1000m) 上 的 植被 类 型 和 烘 粒 数 

海拔 /m 3200 3300 3400 3500 3600 

植被 杜 胸 、 箭 竹林 ，” 杜 鹏 、 箭 竹林 箭 人 竹林 箭 人 竹林 草 旬 

凑 粒 数 罗 让 34 3 4 

2.3 况 食 样 方 中 的 植被 、 食 物种 类 和 活动 痕迹 

海拔 3400 一 3500m 处 ， 日 尾 梢 虹 和 从 活动 痕迹 较 多 ， 为 密集 利用 带 。 在 此 海拔 区 域 ， 
主要 的 上 层 植物 为 短 鞘 箭 竹 〈Fargeszx orpiculate )， 混 生 有 少量 凸 尖 杜 鹏 〈RAococen- 

arom Si708ia?zde)， 地 面 为 草本 植物 覆盖 ， 水 蚀 沟 谷 和 土 坎 下 有 一 些 露 地 。 白 尾 梢 虹 纵 

食性 调查 ， 我 们 采用 活动 区 域 样 方法 ， 即 先 用 望远镜 观察 活动 情况 ， 当 其 离开 之 后 ， 在 

其 长 时 间 停 留 位 置 做 样 方 调查 ， 通 过 取 食 痕迹 判断 ， 并 采 下 被 吃 过 的 食物 标本 ， 鉴 定 后 

确定 食物 种 类 。 在 3400m 和 3500m 海拔 带 ， 分 别 调查 2 个 2mX2m 的 小 样 方 。 调 查 可 
知 ， 白 尾 梢 虹 和 欠 主 要 植物 性 食物 包括 贝 母 (Fritiliaria cirrhosa )、 多 星 韭 〈AzLzzzn 

allzcjhzi) 、 和 牛尾 独 活 〈 互 eraclexzzaz azpioides)、 高 山 芜 活 (Notopterygizu7z Forrestii )、 

紫花 百合 〈Lziza soxlzez) 、 七 筋 姑 〈CLzzzatonmia xdersis) ( 表 5)。 

表 S 现 食 地 样 方 中 的 活动 痕迹 
样 方 (海拔 ) 样 方 1 (3400m) 样 方 2 (3400m) 样 方 3 (3500m) 样 方 4 (3500) 

盖 度 /%% 7 90 0 85 
刨 痕 数 /个 1 1 

吸食 洞 坑 / 个 

凑 粒 数 / 粒 
趾 迹 数 

< 刀 Co 

co 呈 ” Go CC9 卢 MO c 

3 3 

2 3 

2 9 

3 讨论 

在 听 声 站 观察 中 ， 每 次 只 能 听 到 1 只 白 尾 梢 虹 欠 鸣 叫 ， 用 望远镜 对 鸣 鸟 进行 观察 ， 
。 353 ， 



从 形态 上 可 确定 是 雄 鸟 ， 未 发 现 雌 鸟 鸣叫 。4 一 6 月 正 值 白 尾 梢 虹 和 欠 的 繁殖 季节 ， 可 推 

测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在 繁殖 季节 里 单独 活动 ， 与 “ 白 尾 梢 虹 众 繁殖 季节 多 单个 活动 ”昆明 动 

物 研 究 所 鸟 类 组 1980) 的 结论 一 致 。 雄 乌 在 克 食 完 后 ， 靠 鸣叫 来 明确 和 守护 家 域 。 肉 

鸟 的 主要 工作 是 孵 卵 和 育雏 。 白 尾 梢 虹 欠 鸣 叫 位 置 出 现 于 海拔 3300 一 3600m， 与 “ 自 尾 

梢 虹 众 繁殖 季节 多 见于 海拔 3400m 以 上 的 地 带 ”( 何 芬 奇 1991) 的 结论 基本 相同 ， 鸣 
叫 海 拔高 度 随 季 节 变 化 。 天 气 变化 影响 曰 尾 梢 虹 众 活动 ， 正 在 下 十 和 下 雪 时 ， 听 不 到 鸣 

叫 。 但 在 十 前 大 雾 上 山 时 ， 白 尾 梢 虹 稚 连续 鸣叫 ， 推 测 其 原因 是 对 天 气急 剧变 化 的 邢 慌 

和 在 能 见 度 低 的 情况 下 通过 鸣叫 确定 其 领域 地 位 。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机警 而 性 胆 导 ， 很 难 接近 。 当 我 们 试图 靠近 一 只 鸣 挫 ， 该 稚 发 觉 后 停止 

鸣叫 ， 飞 向 山下 。 白 尾 梢 虹 众 常 在 林地 和 人 竹林 间 地 面 上 活动 ， 未 发 现 像 标 尾 虹 稚 〈Lo- 

zhopjporus zzpeja7zals ) 和 绿 尾 虹 和 纵 (Lozppnopjporus Puyszz) 那样 在 繁殖 季节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发 情 飞翔 ， 经 常 由 山顶 突 死 的 岩石 上 俯冲 而 下 ， 并 在 山 均 里 盘旋 〈Caston 1981， 

卢 汰 春 等 ”1986)。 

调查 中 ， 我 们 未 在 竹林 下 发现 白 尾 梢 虹 众 的 活体 或 鸣叫 ， 定 宽 样 带 中 姜 粒 在 空地 和 

林 下 的 分 布 比例 为 76 : 9， 推 断 其 主要 在 空旷 地 活动 。 取 食 地 样 方 选择 在 观察 到 它 的 空 
旷 草 地 ， 不 能 反映 人 竹林 下 草本 植物 种 类 和 食物 情况 。 造 成 样 带 “〈 活 动 ) 和 样 方 〈 食 物 ) 

产生 误差 的 原因 是 高 海拔 地 带 箭 人 竹 严 重 矮 化 密集 ， 林 下 调查 困难 ， 不 容易 观察 到 有 关 活 

动情 况 ， 而 空旷 地 上 容易 观察 。 因 此 必须 加 强 林 下 调查 ， 全 面 反映 白 尾 梢 虹 和 骏 的 生境 利 

用 状况 ， 尽 可 能 减少 取样 误差 。 

白 尾 梢 虹 欠 在 高 黎贡山 主要 生活 在 海拔 3200m 以 上 短 鞘 箭 竹林 与 亚 高 山 草 旬 相 间 
的 狭窄 地 带 ， 气 候 寒 冷 ， 具 有 风 大 ， 有 雨雾 多 的 特征 ， 对 动物 的 容纳 量 自然 也 低 。 白 尾 梢 

虹 众 个 体 较 大 ， 行 动 策 拙 ， 日 活动 规律 性 强 ， 易 遭 人 类 与 天 敌 捕杀 。 这 些 都 视 为 该 种 内 

在 的 致 危 因 素 。 其 种 群 状态 可 视 为 该 地 区 生态 监测 的 指标 之 一 。 本 研究 实际 上 为 以 后 的 

监测 工作 提供 了 适用 的 白 尾 梢 虹 稚 存在 迹象 〈 鸣 声 ) 和 工作 空间 (3450m 海拔 带 ) 、 时 

间 (5 月 ，11:;00 一 17:00) 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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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Lopjopporus Scalateri 

in Mountain Caoligong Mountains 

SHI Xiao-chu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al Reserve Administration Baoshan，Yunnan 678000)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s of call-listening，and counting feces in fixed-width 

transects，and food plants in fixed-slize quadrats，we tried to collect data on call pat- 

terns，trange，and diet in Lozpjpnophnorus Scalaterz at Mt，Gaoligong at west of Yunnan in 

a period from April to June，or its beeding season。 The Species is endemic to the Eastern 

Himalayas，poorly known，and highly threatened，The elevation-belt of 3400 一 3600， 

where the cover was dominated by the bamboo，Fargesia opzcuLata ，(Sometimes mixed 

with few RPodoaenzadzrom sz72oga7zde ) with a few patches of grass-lands set in，was fre- 

quently used by the pheasant in the seacon according to its calls produced by males，On- 

ly one male was found in each valley-branch.，A female appeared with fledgings in 23 

May.。 The peak period of calls was between 11:00 一 17:00 h，The bird fed mainly on 

下 7ztLLa7za cz77Posa ， Ai zaQLLzchi ，Aralia azpzozdes，Notobpterygzu72 orrestzz， 

LzLzz772 SOULiez and CLi7zto7zQ MGe2sis etc. ，both the parts above and under the ground. 

This observation is the first step for a proposed long-term project of ecological monito- 

ring in the reserve known as one of the richest area in biodiversity in China， 

Key words Lozppnopporaus scalater ，Habitat，Call-listening，Food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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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冬季 和 白 尾 梢 虹 稚 运动 方式 和 生境 
偏好 的 初步 观察 ” 

罗 旭 ” 韩 联 宪 。 艾 怀 森 、 
(1 西南 林学 院 保护 生物 学 学 院 ， 云 南 昆明 650224) 

(2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保山 管理 局 ， 云 南 保山 678000) 

摘 要 2002 年 及 2003 年 1 月 ,两 次 对 高 黎贡山 大 脑子 白 尾 梢 虹 稚 〈Lozpphozpjporus 

sclateri) 的 运动 方式 和 活动 痕迹 做 了 直接 观察 或 样 带 - 样 方 取样 。 该 乌 滑 翔 是 下 行 的 主要 

运动 方式 ， 上 行 全 为 行走 ;所 发 现 的 3 个 夜 宿 地 均 位 于 坡度 大 、 郁 闭 度 高 的 近 沟 谷地 带 ; 

与 降雪 有 关 ， 冬 季 向 低 海 拔 迁 移 ， 使 得 近 沟 谷 带 成 为 密集 利用 带 。 这 样 的 运动 和 生境 利用 

方式 ， 显 然 是 能 耗 最 小 化 和 砚 食 效率 最 大 化 的 行为 适应 。 

关键 词 ” 白 尾 梢 虹 稚 ， 运 动 方式 ， 生 境 偏好 

冬季 对 于 锥 类 是 严峻 的 考验 。 主 要 问题 是 食物 短缺 和 低温 ， 同 时 植物 凋谢 ， 积 雪 履 

盖 ， 隐 蔽 条 件 差 ， 更 易 遭 到 天 敌 的 捕杀 ， 以 及 白昼 变 短 等 。 因 而 冬季 稚 类 生态 研究 受到 

许多 研究 者 的 关注 ， 如 对 冬季 群体 移动 、 栖 息 地 选择 、 夜 宿 地 选择 、 集 群 行为 等 方面 的 

研究 (Young et al 1991，Hill et al， 1988) 。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Lozpjpoztpjporus sclate 王 ) 是 一 种 典型 的 高 山 欠 类 ， 数 量 稀少 。 对 该 物 

种 在 野外 的 生存 状态 了 解 甚 少 。He (1991) 对 其 习性 进行 了 观察 ， 认 为 一 些 地 方 的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群 体 具 有 季节 性 垂直 迁移 特性 ， 而 另 一 地 的 群体 却 没有 。 原 因 主 要 是 由 于 生境 

和 地 势 的 差异 ， 如 云南 锦 罗 雪山 的 个 体 有 这 种 现象 ， 而 高 黎贡山 的 个 体 在 冬季 基本 上 处 

于 和 夏季 所 在 的 高 度 。Shi 〈1999) 对 生境 利用 进行 了 研究 ， 提 出 白 尾 梢 虹 稚 雄 鸟 在 海拔 

3300 一 3600m 处 存在 垂直 迁移 的 日 活动 规律 ， 其 中 3400 一 3500m 是 春季 的 密集 利用 带 。 

而 对 白 尾 梢 虹 纵 的 越冬 习性 尚 无 文献 提 及 。 

在 温带 地 区 对 环 颈 众 的 研究 表明 ， 气 温 低 、 能 量 损失 大 的 时 候 ， 和 竣 类 会 采取 “消极 

的 能 量 平 衡 ” 对 策 ， 即 减少 活动 以 节约 能 量 ， 气 候 特 别 恶 劣 的 时 候 甚 至 完全 不 取 食 
(Gates et al， 1974) 。 然而 高 山 环境 长 久 的 低温 和 积 雪 覆盖 迫使 骏 类 必须 进行 取 食 活 动 

才能 维持 生存 ， 这 种 情况 下 白 尾 梢 虹 稚 将 采取 何 种 适应 性 对 策 是 本 工作 拟 解决 的 主要 

问题 。 

Js 攻 才 5 

1.1 研究 地 点 

人 研 究 区 域 位 于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腾 冲 县 境内 主峰 大 脑子 西 坡 茨 竹 河流 域 

*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25(1) :48 一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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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 一 25"42'N，98"44 一 98"46 下 )， 海 拔高 度 为 2500 一 3600m。 地 形 复 杂 ， 坡 陡 谷 

深 ， 平 均 坡 度 达 37.4 。 茨 竹 河 为 陇 川 江 的 一 条 支流 ， 河床 为 石 质 。 森 林 上 缘 可 至 

3100m， 与 高 山 箭 人 竹 混 杂 生 长 。 该 区 域 的 竹林 仅 有 和 矩 革 箭 竹 〈Fargesia orpziculate ) 和 

云龙 箭 竹 〈 下 papyrifera) 两 种 (Xue 1995) ，3250 一 3350m 为 两 者 的 过 渡 带 ，3350m 

以 上 为 短 鞘 箭 竹 林 的 单 优 群 落 ， 林 下 几乎 无 灌 从 。 该 区 域内 有 不 少 流 石 滩 和 干 沙 沟 。 

野外 工作 从 2001 年 12 月 24 日 一 2002 年 1 月 19 日 、2002 年 12 月 28 日 一 2003 年 

1 月 18 日 ， 有 效 工作 日 为 44 天 。2001 一 2002 年 冬季 研究 期 间 ，2002 年 1 月 9 日 下 大 

雪 ， 积 雪 厚 度 达 50 一 60cm， 此 前 该 区 域内 无 积 雪 ;2002 一 2003 年 冬季 开始 研究 前 ， 该 

区 域 已 有 积 雪 ，2003 年 1 月 5 日 再 次 降雪 ， 积 雪 达 30 一 40cm。 

在 研究 区 域内 还 有 血 稚 〈Tzpnagzzzs crueztasy) 和 红 腹 角 欠 〈T7ragozpa7z tez2772z72CRzz ) 

两 种 稚 类 。 冬 季 血 从 群体 一 般 10 一 30 只 ， 活 动 范 围 大 ， 和 白 尾 梢 虹 稚 的 活动 区 域 重 大 

较 大 。 但 两 者 的 活动 痕迹 极 易 区 分 : 白 尾 梢 虹 欠 的 娄 便 颗粒 大 ， 形 状 较 规则 ， 一 般 有 

2 一 4 个 螺旋 ， 颜 色 偏 褐 ， 白 色 尿 酸 结晶 成 大 块 附着 于 螺旋 较 粗 的 一 端 ; 血 稚 的 数 便 呈 细 

圆柱 状 ， 无 螺旋 ， 颜 色 偏 绿 ， 且 因为 血 众 在 冬季 篆 结 成 大 群 (Yang 1995a)， 故 而 状 

便 排 放 集 中 ， 在 数 平方 米 的 范围 内 常 有 几 十 粒 血 条 凑 便 。 红 腹 角 欠 在 云南 省 主要 栖息 于 

山地 冷杉 、 杜 鹏 林 及 蔡伦 林 中 ， 冬 季 随 雪线 的 下 降 而 迁 至 海拔 较 低 的 地 带 活动 (Yang 

1995b)， 我 们 在 研究 地 点 发 现 红 腹 角 竣 主 要 在 2900m 以 下 的 稼 绿林 中 活动 ， 未 见 在 

海拔 3000m 以 上 活动 ， 与 白 尾 梢 虹 纵 的 活动 范围 重 到 小 ， 且 红 腹 角 和 的 状 便 较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的 小 、 不 规则 ， 容 易 区 分 。 白 尾 梢 虹 欠 的 足迹 较 另 两 种 稚 大 (Shi 1999)， 也 易 辩 

认 。 当 足迹 不 好 判断 时 ， 检 查 附 近 的 姜 便 以 确定 是 否 为 白 尾 梢 虹 稚 。 

1.2 观察 方法 

1.2.1 直接 观察 

通过 2001 年 春季 的 观察 研究 得 知 ， 茨 竹 河 流域 有 白 尾 梢 虹 条 分 布 ， 故 以 获 竹 河 为 

主要 观察 路 线 ， 顺 河 寻找 直至 发 现 白 尾 梢 暴 作为 直接 观察 对 象 。 选 视野 开阔 点 于 早晚 

定点 观察 ， 从 早晚 飞行 路 线 推测 其 夜 宿 位 置 ， 随 后 至 该 处 证 实 、 记 录 夜 宿 点 的 环境 
特点 。 

个 体 观 察 记 录 内 容 为 运动 方式 〈 飞 行 和 行走 ) 及 运动 方向 〈 上 行 和 下 行 )。 

1.2.2 活动 痕迹 取样 

据 Yang (1995c) 记载 ，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栖 息 地 的 海拔 高 度 为 2500 一 4200m。 鉴 于 研究 

区 域 附近 的 高 黎贡山 主 山脊 平均 不 到 3700m， 因 此 于 2001 年 春季 在 海拔 2500 一 3600m 

处 ， 每 100m 海拔 高度 内 设 一 条 长 15100m、 宽 1m、 大 致 平行 的 样 带 ， 共 11 条 。 

因为 白 尾 梢 虹 众 凑 便 易 辨 认 且 存留 时 间 长 ， 所 以 选择 辩 便 作为 样 带 上 的 取样 对 象 ， 

以 凑 粒 数目 作为 栖息 地 利用 强度 的 指标 。 冬 季 开 始 研 究 前 ， 一 次 性 去 除 样 带 上 的 粪便 ， 

累积 〈20 士 1) 天 后 对 其 北 便 取样 ， 具 体 取样 时 间 为 2002 年 1 月 16 至 19 上 日 、2003 年 1 

月 16 至 18 日 。 

在 白 尾 梢 虹 众 活动 频繁 的 100m 海拔 范围 内 将 山坡 划 为 5 带 ，2002 冬季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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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 一 3400m，2003 冬季 选择 2900 一 3000m。 鉴 于 这 两 个 海拔 带 从 山谷 到 山 峭 的 平均 

宽度 为 400~500m， 因 而 将 沟谷 两 侧 各 50m 划 为 沟谷 带 ; 距 沟谷 50 一 150m 划 为 近 沟谷 

带 ; 山 着 两 侧 50m 视 为 山 脊 带 ; 臣 山 状 50 一 150m 为 近 山 兰 带 ; 近 山 俏 带 和 近 沟 谷 带 之 

间 为 中 间 带 。 

在 所 选 海拔 带 内 每 隔 20m 设 1 条 跨越 5 个 带 的 路 线 ， 共 5 条 。 手 持 GPS 接收 机 沿 

路 线 行进 ， 在 每 个 带 的 中 点 处 ， 离 开路 线 向 左右 各 走 50 步 设 1 个 10mX10m 的 样 方 ， 

每 条 路 线 上 设 10 个 样 方 ，5 条 路 线 上 共 50 个 。 

样 方 的 取样 对 象 为 数 便 和 足迹 。 开 始 研究 前 一 次 性 去 除 50 个 样 方 中 所 有 和 白 尾 梢 虹 

和 妈 的 陈旧 姜 便 ， 积 累 15 天 后 对 新 增 的 妾 便 取 样 ， 具 体 取 样 时 间 为 2002 年 1 月 13 至 14 

日 、2003 年 1 月 14 至 15 日 。 下 雪 后 ， 统 计 5 天 内 样 方 中 新 增 的 足迹 ， 取 样 时 间 为 

2002 年 1 月 15 日 、2003 年 1 月 11 日 ,每 个 冬季 对 姜 便 和 足迹 各 统计 1 次 。 

2 绪 采 

2.1 群体 及 位 置 

2002 年 1 月 在 茨 竹 河流 域 及 其 附近 发 现 2 雄 3 雌 的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越 冬 集群 ， 由 1 雄 1 
肉 和 1 雄 2 雌 2 个 家 族群 组 成 。2002 年 3 一 6 月 观察 到 其 中 的 1 雄 2 肉 家 族群 于 该 年 5 
月 繁殖 3 只 幼 鸟 ， 增 为 6 只 。 两 个 冬季 研究 期 间 ， 白 尾 梢 虹 稚 都 在 高 黎贡山 西 坡 活动 ， 

集中 在 茨 竹 河 主 河 及 两 侧 山坡 ， 坡 向 总 体 朝 南 ， 为 阳 坡 。 

2.2 运动 方式 

白 尾 梢 虹 和 妈 远 距离 位 置 移动 主要 有 飞行 和 地 面 行 走 两 种 方式 。 在 所 观察 到 的 11 次 
飞行 中 ，8 次 是 傍晚 从 上 而 下 滑翔 飞行 至 夜 宿 地 附近 ，3 次 是 清晨 从 夜 宿 地 到 低 处 ; 未 
见 向 上 飞行 的 情况 。 雪 后 ， 共 发 现 17 条 足迹 链 ， 共 250 个 足迹 ， 其 中 9 条 足迹 链 的 总 

体 方向 朝 上 ， 另 有 4 条 向 下 ， 止 于 水 沟 边 ， 但 水 沟 的 另 一 侧 都 能 找到 与 之 衔接 的 朝 上 的 
足迹 链 。 

2.3 生境 偏好 

2.3.1 垂直 迁移 

在 2002 冬季 研究 期 间 ， 下 雪 前 见 到 的 白 尾 梢 虹 欠 活 动 痕迹 的 最 高 点 为 3547m， 最 

低 点 为 3140m， 在 3100m 以 下 未 见 到 个 体 或 痕迹 ;而 雪 后 在 3100m 以 下 见 到 白 尾 梢 虹 

稚 6 只 次 ， 其 中 雌 鸟 5 只 次 ， 最 低 点 为 3000m。 

11 条 样 带 上 的 白 尾 梢 虹 众 凑 粒 数目 无 差异 〈t= 王 0.018，P>0. 05)。2003 冬季 的 群 

体 明 显 比 2002 冬季 群体 所 处 海拔 偏 低 ， 妆 粒 分 布 的 峰值 带 相差 约 400m (图 1) 。 

2.3.2 夜 宿 地 

夜 宿 地 多 位 于 沟谷 两 侧 地 形 陡 峭 的 地 方 ， 岩 石 边 或 低 锈 的 枝条 上 最 为 常见 ， 坡 度 

大 、 郁 闭 度 高 为 其 特征 〈 表 1) 。2002 冬季 找到 2 个 ( 表 1 中 A、B): 2002 年 1 月 2 一 3 

日 ， 共 观察 到 5 只 次 于 也 点 夜 宿 ，2002 年 1 月 5 一 6 日 观察 到 6 只 次 于 A 点 夜 宿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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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 黎贡山 白 尾 梢 虹 和 纵 冬 季 凑 粒 的 海拔 分 布 

年 冬季 找到 1 个 夜 宿 点 〈 表 1 中 C)，2003 年 1 月 12 日 观察 到 2 只 次 于 C 点 夜 宿 。 

表 1 白 尾 梢 虹 纵 冬季 夜 宿 点 特征 

地 点 A B C 

上 25"41“18. 9% N 25"41'49. 4 N 255415212 NI 
地 理 坐标 98"44/47. 0 下 98"44/49. 0 下 98"44'44. 6" 正 

海拔 m 3329 3372 2956 

距 谷底 距离 /m 10 30 70 

坡 向 /( 正 北三 0”) 175 〈 南 ) 277 ( 西 ) 261 ( 西 ) 

坡度 /人 50 47.8 46. 8 

郁 闭 度 /%% 60 90 以 上 80 

植被 类 型 矮 化 的 箭 人 竹林 箭 人 竹林 阔 叶 林 

基底 特征 直立 突 邢 的 岩石 ， 表 面 凹 悬崖 下 方 水 平 伸 出 的 石头 ， 无 草本 生长 ,落叶 层 厚 。 
凸 不 平 ， 覆 以 苦 夷 长 满 苔 玖 并 夹杂 枯黄 柔软 。” 仅 有 少量 灌 丛 枯 枝 横向 生 

杂 草 长 ， 距 地 高 度 20cm， 局 部 
主 枝 光滑 

2.3.3 坡 面 利 用 

近 沟谷 带 是 白 尾 梢 虹 稚 活动 最 频繁 的 地 带 ， 山 脊 带 未 见 活动 ( 表 2) 。 

表 2 和 白 尾 梢 虹 和 从 冬季 活动 痕迹 在 坡 面 上 的 分 布 

累积 天 数 取样 日 期 沟谷 带 “” 近 沟谷 带 ”中间 带 ” 近 山 着 带 ” 山 糊 带 年间 差异 〈t) 

姜 便 15 2002-01-13~ 10 19 14 1 0 0. 38 
2002-01-14 条 22 20 2 0 

2003-01-14~ 
2003-01-15 

足迹 地 2002-01-15 2 40 30 6 0 0. 35 
2003-01-11 266 58 邓 4 0 

3 讨论 

白 尾 梢 虹 稚 清晨 从 夜 宿 地 起 飞 滑 翔 至 低 海拔 地 带 ， 白 日 砚 食 及 活动 的 总 体 方向 朝 

上 ， 与 Shi (1999) 观察 白 尾 梢 虹 欠 日 活动 (10:00~17:00) 具 向 上 迁移 的 现象 相似 ; 黄 

389 im 



错时 一 般 已 经 移动 到 比 夜 宿 地 海拔 高 的 地 点 ， 回 夜 宿 地 也 是 辐 下 飞行 。 这 种 现象 同样 见 
于 暗 腹 雪 鸡 〈Huang et al. 1991) 和 绿 尾 虹 欠 (He et al 1991) 。 

因为 未 进行 个 体 标 记 ， 尚 不 清楚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连 续 多 长 时 间 在 同一 个 夜 宿 点 过 夜 ， 也 

难以 说 明白 日 活动 的 个 体 离 开 夜 宿 地 的 平均 距离 和 最 远 距离 ， 但 3 个 夜 宿 点 的 海拔 表明 

白 尾 梢 虹 和 纵 夜 宿 于 活动 最 频繁 的 地 段 。 滑 翔 是 稚 类 长 距离 移动 最 为 节省 能 量 的 运动 方 

式 ， 集 中 在 夜 宿 地 周围 活动 ， 势 必 节 省 往返 于 夜 宿 地 和 取 食 地 的 距离 。 这 样 的 运动 和 活 

动 方式 ， 显 然 是 使 能 耗 最 小 化 的 行为 适应 。 

白 尾 梢 虹 稚 坡 面 利 用 研究 表明 近 沟 谷 带 是 其 活动 最 为 频繁 的 地 段 。 原 因 可 能 是 : 沟 

谷 带 虽 有 水 流 ， 但 河床 以 石 质 或 砂 质 为 主 ， 冬 季 草 本 极 少 ， 且 河 两 侧 十 分 陡峭 ， 不 适 于 

吏 食 ;其 余 各 带 虽 草本 覆盖 相当 ， 但 受 水 源 限 制 ， 故 而 形成 越 靠 近 山 脊 活动 越 少 的 . 

格局 。 

从 活动 地 点 和 夜 宿 地 的 位 置 来 看 ， 白 尾 梢 虹 稚 冬季 集中 在 避风 、 昼 夜 温差 变化 小 的 

沟谷 及 两 侧 活动 及 夜 宿 ， 这 也 是 减少 体 表 散热 、 节 省 能 量 消耗 的 一 种 策略 ， 这 与 绿 尾 虹 

和 众 冬 季 多 选 阳 坡 突 起 的 石 崖 下 或 小 面积 的 山 均 内 为 其 栖 居 场 所 (He et al 1991) 

相似 。 

He 等 (1985) 提出 ， 在 和 难 类 的 垂直 迁移 研究 中 ， 不 但 应 考虑 其 不 同 季节 的 分 布下 

线 ， 同 时 应 考虑 其 分 布 上 线 及 其 群体 中 的 个 体 在 整个 垂直 前 面 的 不 同 高 度 上 的 相对 密 

度 。 在 2002 年 冬季 下 雪 前 ， 白 尾 梢 虹 欠 分 布 海拔 与 春季 (Shi 1999) 相当 ， 但 雪 后 分 

布下 线 下 移 140m， 活 动 密集 带 〈3300 一 3400m) 也 下 降 100m， 表 明 下 雪 可 促使 群体 向 

低 海 拔 移动 。2002 年 冬季 研究 中 后 期 才 有 降雪 ， 研 究 前 期 天 气 畏 朗 ， 白 尾 梢 虹 和 众 还 主 

要 集中 在 高 海拔 带 活动 ; 而 2002 年 11 月 中 旬 ， 即 2003 冬季 开始 研究 前 就 已 降 大 雪 ， 

2003 年 1 月 研究 期 间 白 尾 梢 虹 欠 主要 集中 在 低 海拔 带 活 动 ， 与 低 处 积 雪 薄 ， 方 便 况 食 
或 许 有 关 。 这 与 暗 腹 雪 鸡 〈Chang et al. 1994) 相同 ， 但 与 白马 鸡 〈Gemajiacuo et al. 

1999) 、 血 和 纵 〈Yang 1995a) 具有 的 季节 性 垂直 迁移 习性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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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Movement and Habitat 

Preference of Sclaters Monal at Mt，Gaoligong in Winter 

LUO Xu HAN Lian-xianl AI Huai-sen: 

(1 Biology Conservation Faculty，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Yunnan 650224，China) 

〈《2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al Reserve，Baoshan Administration，Baoshan，Yunnan 678000，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way of Lozpjhnopjpnorus sclaterz was directly observed at 

Danaozi in Mt.， Gaoligong in Januaries of 2002 and 2003，and hablitat preference of the 

pheasant was sampled by transect and quadrant methods，The pheasant usually glided 

down，and always walked up. Three sleeping sites were found on steep slopes with high 

canopy density，and close to the valley。，The pheasant shifted down in winter，which 

may be related to heavier Snow in higher locations，resulting in a dense use of the belt 

close to the valley. The Movement way and pattern of Habitat use are clearly bound to 

maximize foraging effectiveness and minimize energy expenditure. 

Key words SSclater's Monal，Movement，Habitat preference 

相间 0 



谭 属 (Mrntiacrxs) 一 新 种 

马 世 来 “ 王 应 祥 施 立 明 
《中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摘 要 谭 属 新 种 一 一 贡 山 谭 〈Mzoaztiacxws gozgsjhazensis sp. rov. )， 根 据 得 自 云南 西 

部 高 黎贡山 的 标本 名 。 本 新 种 体型 中 等 ， 体 背 与 尾 背 暗 褐色 ， 额 腺 不 显 ， 无 冠 毛 ， 毁 腺 小 ， 

蹄 大 ， 其 染色 体 2n=9 人 外 ，8 了 于。 

关键 词 ” 麻 属 ， 新 种 ， 云 南 

1973 一 1983 年 间 ， 笔 者 在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和 怕 罗 雪山 购 得 了 3 张 体 毛 暗 褐 而 与 

谭 属 已 知 各 种 有 别 的 麻 皮 标本 ， 因 人 缺 头 骨 难 以 鉴定 。1983 年 以 来 ， 本 所 在 研究 中 国 记 

类 染色 体 与 分 子 进化 过 程 中 ， 先 后 在 高 黎贡山 捕获 一 老年 雄 体 和 刚 长 出 Ma 的 一 成 年 肉 

体 〈 怀 有 一 雄性 胎儿 )， 还 有 幼年 肉麻 一 只 。 它 们 的 外 形 及 毛色 与 前 述 3 皮 一 致 ， 而 与 
现 生 已 知 的 5 种 麻 〈(Osgood 1932，Ellerrnan et al. 1951，Corbet et al. 1986， 马 

世 来 等 ”1986) 明显 不 同 ， 核 型 特征 〈 施 立 明 等 ”1988) 及 头骨 某 些 结构 也 有 显著 差 

异 。 经 鉴定 应 为 魔 属 (Mazztiacxs) 一 新 种 。 

贡 山 谭 Mzztzaczxs gozgsjnazzezs1s Ma，Ssp，nov. 

正 模 标本 (holotype) 

KIZ 880018 人 〈 老 成 )。1988 年 3 月 采 自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北 段 ， 东 坡 “〈 贡 山 县 普 

拉 底 一 一 米 角 ，27?35 N/ ，98"47' 下 ) 。 

副 模 标 本 (paratype) 

KIZ 890003 (年轻 成 体 )。1989 年 4 月 获 自演 西北 福 贡 (高 黎贡山 ,海拔 

3000m ) 。 

查看 标本 (Examined specimens ) 

3 张 成 年 皮 。KIZ 7331， 购 自贡 山 ，KIZ74410， 购 自 高 黎贡山 西 坡 片 马 ;，KIZ 
83001， 购 自 云南 西部 锦 罗 雪山 六 库 苗 干 山 老 荒 田 1? 〈 幼 ) ，KIZ 890002， 活 捕 于 演 
西 六 库 以 北约 100km 处 ， 福 贡 附 近 。 

本 新 种 的 模式 标本 和 查看 标本 均 收 藏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表 1) 。 

# 本 文 1990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11(1) :47 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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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 种 贡 山 麻 的 模式 标本 量度 

外 形 量度 头骨 度量 

项 目 正 模 配 模 项 目 正 模 配 模 

体重 /kg 21 16 颅 全 长 /mm 285. 4 194. 8 

体 长 /mm 1045 950 颅 基 长 /mm 191 183.5 

尾 长 mm 162 88 枕 鼻 长 /mm 175. 2 164. 2 

后 足 长 /mm 280 287 鼻骨 长 /mm 56. 2 52.4 

耳 长 /mm 91 83 额 弓 宽 /mm 88.5 81.5 

肩 高 /mm 570 550 眼眶 长 /mm 34. 3 31-7 

蔷 高 /mm 680 680 泪 窝 长 /mm 3 .8 29. 8 

胸围 /mm 520 545 后 头 宽 /mm 59. 9 56. 2 

腰围 /mm 560 574 白 齿 横 宽 /mm 65. 2 56. 4 

前 蹄 /mm 67X30 46X29 角 长 /mm - 甬 交 一 

后 蹄 /mm 55X36 41X33 角 柄 长 /mm 34.5 一 

项 腺 /mm TYD<TZ 18X9 上 齿 列 /mm 62. 4 一 

鉴别 特征 

无 艇 形 冠 毛 。 额 腺 不 明显 。 妇 腺 小 。 角 型 粗 短 ， 角 柄 短 于 角 长 。 体 背 暗 褐色 ， 尾 背 
略 与 体 背 色 相似 ， 蹄 显著 较 大 。 头 骨 侧 枕 突 〈 图 1) 宽厚 。 

描记 

外 形 。 体 型 中 等 ， 体 重 16 一 24kg， 体 长 950~…1048mm。 体 背 毛色 暗 神 颇 似 罗氏 订 
GM. rooseveltorxz) ， 为 魔 属 中 暗 、 淡 两 色 的 居间 型 。 体 腹 〈 包 括 喉 部 、 颈 下 ) 呈 暗 沙 灰 

色 。 体 侧 和 四 肢 暗黑 ， 尾 背 大 部 似 体 背 色调 ， 唯 后 端 中 线 色 较 深 浓 。 腋 下 、 鼠 超 部 、 大 腿 
内 侧 、 肛 周 及 尾 腹 面 为 白色 。 尾 基 

两 侧 至 臂 部 后 方 的 暗 棕 褐色 毛 长 而 

粗 ， 形似 一 暗色 垂 带 ， 与 鼠 假 部 、 

肛 周 和 尾 腹 的 纯 白 色 区 分 明显 。 额 

腺 存在 但 不 显著 。 前 额 棕 黄色 ， 毛 

短 不 呈 复 状 。 角 柄 被 有 棕 黄 硬 毛 ， 

其 内 侧 具 1 一 2mm 宽 的 暗 棕 褐 色 

〈 雌 性 的 相应 位 置 色 同 )。 毁 腺 小 

(人 & 17mm 义 12mm， 平 18mm 义 

9mm)， 其 毛 长 约 8mm。 蹄 大 (前 

蹄 人 67mm X30mm， 平 46mm 义 

29mm; 后 蹄 入 55mmX36mm， 平 

41mmX33mm)， 蹄 上 缘 具 清晰 的 
不 规则 白 环 。 背 毛 长 而 厚 密 〈 毛 长 

30 一 35mm)。 尾 的 腹 侧 毛 长 约 
40mm， 纯 白色 ， 质 软 ， 向 两 侧 图 1 新 种 与 非 氏 魔 的 头骨 比较 
平 伸 。 a: 角 ; b: 角 柄 : c: 泪 骨 ; d: 前 颌 骨 ; e: 侧 杭 突 ; f:， 额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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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骨 。 较 菲 氏 谭 (M Feai) 的 略 长 而 宽 。 角 柄 粗 短 (长 30.6mm， 直 径 

13. 5mm) ， 角 细 而 尖 长 〈71. 7mm) ， 显 较 菲 氏 麻 的 粗大 ， 角 尖 略 向 内 曲 ， 角 明显 长 于 

角 柄 〈 图 1， C) ， 丑 枝 长 而 粗壮 。 前 颌 骨 与 鼻骨 分 离 〈 幼 体 和 年 轻 成 体 微 相 接 )。 泪 窝 

大 ， 仅 略 小 于 眼眶 。 泪 骨 前 缘 不 与 鼻骨 相 接 〈 年 轻 个 体 相 接 ) 。 鼻 骨 短 宽 〈f《 56. 2mm 

X32.7mm， 平 52. 4mmX29. 3mm)， 且 背面 较 平 ， 前 端的 4 个 突起 中 短 外 长 〈 幼 体外 

短 中 长 )。 侧 枕 突 较 已 知 现 生 5 种 麻 的 均 宽 而 厚 [图 1: D (e)]。 额 弓 较 粗壮 。 

分 类 讨论 

贡 山 麻 〈Mzntzacws gozzgsjnazzez1sis) 与 已 知 魔 属 (Mzztzacxs) 各 种 的 比较 见 表 2。 

表 2 ， 魔 属 6 个 种 的 比较 “〈 量 度 : mm) 

项 目 小 订 罗氏 记 菲 氏 麻 黑 订 赤 订 贡 山 麻 〈 新 种 ) 
人 Cz 一 11) (一 2) (一 3) (z 一 6) (一 18) (一 1 一 5) 

体 长 800 1007 960 了 儿 Z5 1043 

(640~870) (990~1024) (880~1000) (1130~1320) (980~1200) (960 一 1045) 

9 203 203 209 200 

颅 全 长 而 线 1 研 作 5 (188~216) (203~231) (197 一 220) (195 忆 205) 

咸 区 26 28 42 43 39 57 
(25 一 27) CC 过 5 (40~-45) (42~46) 外 7 下 区 ) (46 司 6 而 

鼻骨 与 前 颌 骨 ”分离 分 离 接触 〈 短 ) 分 离 接触 〈 长 ) 分 离 〈 罕 ) 

前 额 无 复 毛 无 复 毛 具 长 簇 毛 有 具 长 复 毛 无 复 毛 无 簇 毛 

体 背 色 淡 红 禄 暗 红 福 暗 棕 黑 棕 赤 福 暗 神 

尾 背 色 浅 红 神 暗 神 暗黑 深 黑 赤红 浅 暗 褐 

贡 山 魔 体型 大 ， 蹄 大 ， 体 背 及 尾 背 色调 暗 褐 ， 显 与 小 麻 (CM. reeveszi) 有 别 。 

贡 山 魔 泪 窝 大 “〈 略 小 于 眼眶 )， 角 和 角 柄 短小 ， 体 毛 长 而 厚 密 ， 屠 部 暗 褐色 而 显著 

有 别 于 赤 麻 CM. 7zz7zzt7aR) 。 

尽管 贡 山 魔 的 体毛 色调 ， 泪 窝 较 大 ， 前 颌 骨 与 鼻骨 分 离 等 特征 均 与 菲 氏 魔 〈M. 

eai) 、 罗 氏 麻 和 仅见 于 我 国 东 南部 的 黑 麻 (M. crizz Proxzs) 有 不 少 相 似 之 处 ， 但 贡 山 

魔 无 徐 状 冠 毛 ， 老 年 个 体 泪 骨 与 鼻骨 分 离 [图 1: C 〈(c)] 所 以 ， 无 论 是 外 部 形态 ， 或 

头骨 结构 都 有 明显 区 别 。 

贡 山 魔 与 谭 属 各 已 知 种 的 核 型 也 有 显著 差异 〈 表 3) 。 贡 山 订 的 染色 体 数 目 22 = 9 

4 ，8 干 。 在 已 知 的 麻 属 诸 种 中 ， 仅 黑 麻 〈 可 能 还 有 赤 鹿 的 指名 亚 种 M.， 丸 。 zzzz 厅 CR 

或 为 另 一 独立 种 ) 具有 相同 的 数目 。 但 雄性 黑 订 的 No. 1 染色 体 有 明显 的 多 态 性 : 一 条 

同 源 染 色 体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 另 一 条 为 中 着 丝 粒 。 而 贡 山 谭 的 No. 1 染色 体 都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 此 外 ， 核 糖 体 基 因 的 分 布 位 置 也 有 明显 的 不 同 〈 施 立 明 等 ”1988)。 又 因为 贡 山 庆 

和 黑 订 的 分 布 区 域 之 间 尚 未 发 现 有 过 渡 〈 居 间 ) 类 型 ， 故 不 属 同 种 的 地 区 差异 。 

上 述 差 异 及 图 表 所 示 结 果 表 明 : 贡 山 庵 的 形态 结构 和 核 型 特征 显然 不 同 于 其 他 诸 种 

魔 ， 经 查 6 个 同类 型 标本 ， 也 非 个 体 变异 ， 且 与 非 氏 麻 和 赤 记 在 高 黎贡山 同 域 分 布 ， 据 
观察 对 照 多 项 特征 当 属 新 种 。 张 词 祖 等 〈1984) 报道 西藏 的 菲 氏 廊 无 长 冠 毛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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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 号 标本 角 长 柄 短 ， 也 可 能 属于 本 新 种 。 

表 3 魔 属 动物 的 核 型 比较 

种 名 27 NOR 位 置 文献 

小 谭 〈M. reeveszi) 46 No.1，No. 4 Hsu et al. 1968 
46 

菲 氏 麻 (M.， Feai) 未 15 No. 3，No.6 Soma et al 1987 
攻 Soma et al 1983 

黑 麻 CM. crzimz rors) 4 9 No.2，No. 4 段 幸 生 等 ”1981，1984 
二 8 施 立 明 等 1988 

贡 山 麻 CM gomgshanensis Sp. nov. ) 9 No.1，No. 4 施 立 明 等 未 发 表 资 料 
8 

赤 魔 M， zzzzinztJaA* 8 Wurster et al. 1972 
AM 7。VQaSi7zQLis 人 史 Wurster et al. 1970 

AM，7P。 yi7aQ71e71515 二 6 No. 1，No. 5 施 立 明 等 未 发 表 资 料 
JM.， 7 7mzemzglolis 

AM. mmz8gripes 你 区 一 Wursrer-Hill et al 1985 
罗氏 麻 (M. rooseue!toruzz) ** 早 6 

*< 可 能 是 一 独立 种 ; * * 原 动 物 来 自 老 挝 ， 或 许 是 赤 魔 。 

据 Wirth 和 Graves 告知 及 其 1988 年 的 报道 ， 他 们 在 上 海 自 然 博物 馆 查 看 比较 后 证 实 了 
这 一 问题 。 

魔 属 CMzxntiacxvs) 动物 的 种 级 系统 发 育 研 究 兽 有 过 较 全 面 的 报道 〈 马 世 来 等 
1986)。 依 据 新 种 贡 山 魔 的 形态 结构 ， 如 头骨 大 小 ， 鼻 骨 与 前 颌 骨 的 分 离 程度 〈 轻 微 )， 

角形 构造 ， 泪 窝 与 眼眶 比值 ， 体 毛色 彩 ， 以 及 染色 体 核 型 特征 的 分 析 结果 看 ， 其 系统 位 
置 似 应 在 黑 麻 与 菲 氏 魔 之 间 。 

分 布 

现 仅 发 现 于 云南 西北 部 高 黎贡山 和 怕 罗 雪山 ， 数 量 稀少 。 西 藏 东南 部 、 缅 甸 北 部 和 

印度 东北 部 可 能 有 少量 分 布 。 贡 山 麻 目前 仅见 于 横断 山区 腹心 地 带 ， 是 很 有 研究 价值 的 
珍稀 物种 ， 应 加 强 保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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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Mrmztzacrs 

from Yunnan，China 

MA Shi-lai WANG Ying-xlang SHI LI-ming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 玫 unming) 

This paper reports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Mezztizacws，according to 1 old adult 

male，1]1 younger adult female，1l infancy female and 3 skins collected from Gaoligong and 

Biluo Mountain ，north-western Yunnan China。The type specimens and exarmined specil- 

mens are deposited 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 玫 unming. We 

record it as follows: 

Mumztiacrs go1gsjafzersis Ma，sp。 nov. 

Holotype: KKIZ 880018，An old adult male，collected in March，1988，from Mijiao 

(27"35`” N，98"47'E) ，Puladi，Gongshan county，East slope of the northern sector of 

Gaoligong Mountain，north-western Yunnan. 

Paratype: 开 IZ 890003，a younger adult female (with 1 人 4 foetus)，collected in 

Aprll，1989，from Fugong county，west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 (elevation 

3000 metres ). 

上 xamined specimens:， 1 infancy female，KIZ 890002，from Fugong county，W. 

Yunnan，3 adult skins (KKIZ 7331; KKIZ 74410 and KIZ 83001) ，purchased in the period 

1973 to 1983, all from Gaoligong and Biluo Mountain，W. Yunnan. 

Diagnoslis: Body medium size，weight 16 一 24kg，body length 950 一 1045mm，the 

greatest skull length 194. 8 一 205. 4mm，without the tuft on the forehead，with non=ob- 

viously frontal glands and rather small chin glands (人 17mm X 12mm， 和 于 18mm 义 

9mm)， The anther (71. 7mm) is distinctly longer than the anther pedicel (34. 5mm ). 

The colour of the back of tail is dark-brownish，similar in tone to the back of body. The 

condylor-lateral processus (Fig. 1，Dr-e) is obviously larger than that of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Mz7zztiaczs， 

。 366 。 

os 



Remarks:， The new species，Gongshan s muntjae (Mazzztzacus go7185Shna7ze12515 ) ，1S 

little similar to M. crzzaz froxzs，M.，feaiz and Myrooseveltoru77a in colour of body，but it 

has no the tuft on forehead，and the lacrymal separate completely with nasal，The tone 

of the back of tail is not as dark as adove mentioned 3 Species。，JM.，5go71gsha7zzez15z5s in 

body and hoof size，ils obviously larger than M.， reevesi，It differs from M.， 7zz7zt7aR in 

that the larger lacrymal pit and no lacrymal projection extending to nasal except the 

body dark brown. Also，the chromosomes of the new species (27 一 9 处 ，8 平 ) is same 

as M.， crz7zzz frozgs，not as the other 4 Species of Mazztzacs。，However，according to Shi 

Li-ming and Ma Cai-xla (1988) ，the Ag-NORS sites between the new Species and ML. 

c7rz72z 7ro7s are With some differences (Table 3). Phylogenetic status of the new Species 

in the genus Mazztzacxs，based on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ze and the karyotypical 

Structure，seems to be between NM. crz72z Froms and Meaz. 

Key words Genus Muwztiacwy，New specles，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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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nal Resource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of 

Yunnan ，China: Diverse and Threatened 

MA Shi-lai HAN Lian-xian LAN Dao-ying JI Wei-zhi 

(Conservation Biology Centre，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Yunnan 650223，Chinay) 

1 Introduction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has latterly become an issue of great public 

debate，and a hot topic of concern in China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Ma 1993). AAA 

nevw journal Chz7zzese Biodzverszty has recently been initiated solely to examine biodiver- 

Sity issue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In particular，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tropical forests has aroused much concern，making such forests the“hot-spots”within a 

hot topic (McNeely 1990)， 

Situated within China's Yunnan Province，the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orest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constitute one of these“hot-spots”，the area being one of 

the most biologically diverse in all of China (Ma et al. in press)， It is the most zoologi- 

cally species-rich in all of diverse Yunnan Province: despite its occupying only about 7 听 

of Yunnan's total area，more than 27% of amphibian，36% of reptile and 61% of both 

mammal and bird species known from Yunnan，were found in Gaoligong Mountain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recent losses and population declines among mammals and 

birds in Gaoligong Mountains，comparing protected and non-protected areas，and using 

recent Surveys (Ma et al， 1994，Han et al. in press，Ma et al in press) as a basis。We 

then generalize about causes for this unfortunate history of biodiversity degradation，and 

offer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the region。 

2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The region that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Gaoligong Mountains is the farthest- 

west reglon of Yunnan Provi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eastern Hima- 

laya，and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Hengduan (Trans-Himalayan) mountain area，Three 

parallel mountain ranges divide two major drainage systems，namely the Irrawaddy and 

Salween river Systems，Gaoligong Mountains，encompassing some 28000km2 ，is bor- 

dered on the east by the Salween，on the west and south by Myanmar (Burma) ，and on 

x 本 文 1995 年 发 表 于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22(3) :250 一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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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 by southeastern Tibet，The geographic coordinates for the reglon are apProxil- 

mately 23?"50' to 28”"30 N and 97"31 to 99”05 下 . 

2.1 Biogeographic Considerations 

The highest peak in the entire region。 Ga agapu Mountain in the northernmost sec- 

tion，reaches 5128m. The lowest elevation in the region，namely 210m，is found on the 

border with Myanmar in southwestern Yingjlang County。Thus there ls an approxlmate- 

]y 4910 metres differential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although elevational gradients a- 

long most slopes vary from about 2500 to 3000m. 

Gaoligong Mountains has a northwestern seasonal monsoon realL7a climate; howev- 

er，the change in climatic patterns (and corresponding biota) from southern，through 

central ，to northern，sections is dramatic (Yunnan Province 上 Editorial Group “ 1987 )， 

The large expanses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below 1000m elevation have a tropical or sub- 

tropical seasonal climate， Here the yearly mean temperature ls 22. 6C ，with yearly low 

and high temperature extremes of 2. 0C and 38. 5C ，respectively，and yearly mean pre- 

cipitation of 2829mm。Central sections，with elevations generally of 1800 一 3000m，be- 

long to the subtropical seasonal climatic realm。 Yearly mean temperatures are 15'C， 

with yearly low and high temperature extremes of 0C and 31C ，respectively，and a 

mean yearly precipitation of 1260mm。 In the northern section，elevations are generally 

2000 一 4000m and the general climate belongs to the northern subtropical realm，Tem- 

peratures here are lower，and the yearly precipitation averages 1638mm，which is grea- 

ter than in the central section，although lower than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The gradient of vegetation types，considered either from south to north or from low 

to high elevation，consists of CD tropical rain-forest; CO) seasonal rain-forest; (@@) subtrop- 

ical seasonal evergreen broad-leafed forest; 由 semiwet，temperate，evergreen broad- 

leafed forest mixed with patches of conifers; and @) cold-climate coniferous forest (Wu 

et al. 1979,， Jiang 1980，Liu 1989). 

Represented within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Species from the Oriental to Palaearctic bio- 

geographic realms，There are also many unique endemic or rare plant or animal species (Zhen 

1976，Wuet al. 1979，Zhang 1979，Zheng et al 1981).，Tp protect and conserve the 

region s biodiversity，three Nature reserves have been gazetted，representing respectively the 

northern，central，and southern，regions (Fig. 1): 〇 Nujiang (provincial level) Nature Re- 

serve，with an area of roughly 2180knm ; @O) Gaoligong Mountains (Cnational level) Nature Re- 

serve (1239 km ); and @) Tbngbiguan (provincial level) Nature Reserve，made up of 4 dis- 

continuous sections (342km2 ) (Fig. 1 and its caption). 

2.2 人 Administrativei Socio-economic Considerations 

Gaoligong Mountains is a multi-ethnic area。 The region's population includes Han. 

Dal，Lisu。Jingpo (also known as Kachen). Nu，Drung，and Achang，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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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Chinese constitute 35% ;the remaining 65% are of minority“nationalities2，of 

which the most numerous are Dai，Lisu。and Jingpo，in that order (Liu et al， 1982， 

Yunnan Mapping Bureau 1982，Li et al. 1990). 丽 owever，minorities constitute majoOrl- 

ties in most remote，mountainous areas; for example，northern Nujl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approaches 92% of non-Han ethnic representation. 

Educational levels in small，mountain communities are typically low。 Most small 

villages have simple one-room elementary schools with a single teacher. Primary educa- 

tion is usually in Chinese，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spoken in the child's home. Educa- 

tional materials are rudimentary，and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 (junior-high) school 

“graduates”are typically around 1%% 一 2% (Table 1)，with a correspondingly smaller 

proportion having finished upper-middle (high) school. 

Table 1 Principal Ethnic Make-up。 Population Size。 Indicators of Educational Level， Mean 了 上 Existing 

Household Size。Family Planning Rules. and per caput area of Irrigated Cropland for Selected Mountain Vil- 

lages in nonr-Nature Reserve Areas of the Sudian and Guyong Sub-regions。 (All data based on interviews 

conducted during November 1993 to April 1994) 

Vill Main Total Lower Middle Have Mean Current Per Caput 

4 Ethnic Po 本 人 School Primary Household Quota Irrigated 

5 Group 人 Graduates School? Size Children Cropland/hnm2 

Mengga Han 555 30* Yes = 2 97 过 

Weiqiang Lisu Ta 1 Yes 8. 36 3 到 向 才 0. 02 

Mulonghe Lisu 184 芭 Yes 2 67 3 NA 全 二 

Waku Lisu 70 1] No 6. 36 3:2 交 克 和 和 于 

Heinitang Lisu 319 过 Yes 6. 02 3 0. 04 

x Of whom 15 had also“graduated”from upper middle school. 

x # Of whom 2 had also“graduated”from upper middle school. 

关 关 # Limit on children per couple (currently operational local regulations). 3:2 refers to a recent (within last 2 

years) policy change from 3 to 2. 

关 光 关 xx Not Applying as no irrigated land in vicinity: all crops are dryland.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re the two primary sources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Gaoli- 

gongshan. Tenure in forested areas is classified as“national forest” ,“collective forest” ， 

or “private (individuals) forest?，Among the latter two types，Ssome tracts are given 

over to collectives or individuals in their entirety，while others remain in public owner- 

ship but collectives or individuals are charged with their protection，and in the case of 

deforested tracts reforestation。 In addition to timber，forest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produce fruit，resins，canes and teas (Liu et al. 1982，Dehong Prefecture 1986 ，Bai 

19901). 

In valleys and ljow-lying areas of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Gaoligong Mountains，agriculture 

is predominant，with the main crops Paddy or Rice (Or-yza satiza ) and Sugar Cane (Saccha- 

7z072 0 厂 Fcz72a7U110 )。 Agricultural/forestry workers make up roughly 80%% 一 90% of the 

reglons S total population。 The current agro-economic system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been in place for the past 15 years，and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area of land us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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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recent decades，Currently，arable production occurs on 227 000hm ， 

of which Paddy field constitute 47.6% ，and drylands make up the remaining 52.4%%. The 

main dryland crops include Maize (Zem 7mays ) ，Potatoes 〈,Solazzz72 tuberosu72 ) ， Soybeans 

(Gycize So1&) ，and Buckwheat (Fago 轧 yrz772 esCMLeatzl772 ). 

However，and importantly for forest wildlife 一 many mountainous areas within the 

region continue to sustain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ethods of swidden (shifting-culjti- 

vation) agriculture，albeit to differing degrees。 Rotation lengths vary from 3 to 12 

years， but a few villages still maintai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Yunnan Province 下 ditorial 

Group 1987) of longer (15 一 30 years) rotation lengths， Main swidden crops are Maize 

and dryland Rice [although many communities obtained a Sizeable proportion of their in- 

come from Opium Poppies (Pazpaver sozzz72z Ferzz72 ) until the late 1950s]. These commur- 

nities generally have jlittle irrigated land (Table 1). 

Most hill-groups have strong traditions of subsistence hunting.。 Dai and Jingpo peo- 

ple traditionally hunt，as do a minority of Han people. Among Lisu，hunting ls a partic- 

ularly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e，and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Lisu deities are 

related to specific animals (Zhang 1992).， Lisu traditionally had no specific taboos or 

restrictions on hunting，but rather viewed any bushmeat that they obtained as bestowed 

Upon them by one deity or another. 

Adding to the pressures on the reglion s biodiversity，the recent liberalization of 

China s economy has unleashed new forces in these heretofore remote areas，Local peo- 

ple，even those living in remote hill-villages，are no longer immune from the pressures 

felt throughout China to develop economically。 In particular ，local governments and 

many types of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have recently increased commercial timber har- 

vesting operations in order to _ enhance local revenues (at least temporarily). Taken to- 

gether，the traditional pressures and those of more recent genesis have combined to put 

tremendous strains on the remaining biodiversity of the region， 

3 Animal Species of Concern 

3.1 Primates 

The White-browed，or Hoolock，Gibbon 〈 互 y/opates hoolocR ) is found in India 

(Assam) ，Bangladesh，Myanmar (Burma) ，and western Yunnan in China。Studies of 

Hoolock Gibbons in the species” western range have been numerous，bnut jlittle informa- 

tion has been published on these Gibbons in eastern Myanmar and western Yunnan. 

Based on direct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vocalization analysis，。，Lan (1994) identified 

23 groups of Gibbons in Six Sub-regions of Gaoligong Mountains。， He estimated that 

50 一 100 groups still exist in Yunnan west of the Salween River，comprising 20 一 50 in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30 一 50 along the China Myanmar border are be- 

tween Guyong and Sudian，and a few scattered groups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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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lock Gibbons persist in only two types of forest: montane humid evergreen 

broadleaf ，and subtropical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f， In Gaoligong Mountains， 

these forests are restricted to the 2000 一 2800m elevational band.，Gibbon groups only 

occur in primary forest，or in forests that have not been cut for at least an estimated 50 

years。Secondary forests and those that are currently subject to selective logging〈i.e. 

unoccupied by Gibbons) were found to have similar species-composition and food-availa- 

bility，but a simpler forest structure (Lan 1994). Thus，it seems reasonable to postu- 

late that recovery of such forests into_ suitable Gibbon habitat 1s possible，but will re- 

quire many years without major disturbance. 

Less than half of the existing 再 oolock Gibbon popujlation in the reglon l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 reserves，。The remainder are scattered and isolated in nonprotected 

areas。At present，the most serious threat is habitat alteration in the form of commercial 

logging and_ expansion in the area of land under swidden agriculture。 Hunting of 

Hoolock Gibbons also still occurs and threatens the persistence of these populations， 

However，most Lisu villagers have now accepted villager-level prohibitions on Gibbon 

hunting，with the rationale that Gibbon calls are enjoyable，and help by these calls to 

forecast local weather. 

The Slow Lorls (Nyctzcepxs coxca72g ) in Gaoligong Mountains is restricted to tropil- 

cal and subtropical broadleaf forests of the 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 regions，Jnter- 

vlews with local inhabitants suggested that Loris still inhabit a few riparian forests be- 

low an _ elevation of 1800m.。 Local folklore，maintains that Slow Loris parts provide a 

cure for rheumatism。 Thus it remains the object of hunting pressure despite its cryptic 

and nocturnal nature。，Scattered populations persist，but unregulated taking for medici- 

nal use，as well as areal reductions in its required habitat，continue to threaten its future 

in Gaoligong-shan. 

Three Species of Macaque still persist in Gaoligong Mountains (M. 7zzLatta ，M. 

Q55GQ712e7515，and Ma7ctozdes) ，but while none is endangered，all are hunted heavily 

(despite legal protection) because they are perceived as a menace to crops。Two species 

of langur are known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Tyracjhnyzpzitphecaus bpjayrei and 了 力 i7- 

eatus) ，while another，Prespytzs opscz7us ，possibly persists，but sightings of it are rare 

and indeed the status of all three species must be considered tenuous. 

3.2 ”Carnivores 

Red Pandas (Ailaxrws fulger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appear to be present in rear- 

sonable numbers，and have not yet declined to endangered levels，Northern areas within 

Gaoligongshan appear to have relatively high_ concentrations of Red Pandas，although 

further south their status has deteriorated considerably。Poaching still exists in each are- 

a of distribution，and skins were seen for sale in local markets on numerous occasions， 

We believe that overall population levels have declined seriously from those existing d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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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1970s and 1980s，and expect this decline to continue as habltats continue to be 

altered and hunting continues to be uncontrolled. 

Both Asiatic Black (Selemzarctos 妨 zpetazias ) and Malayan Sun《〈 互 elacrtos 72QLayQ- 

7125 ) bears inhabit Gaoligong Mountains。Bears eat a wide variety of foods but are par- 

ticularly attracted to Maize，a staple food of hill agriculturalists，For this reason，hill 

tribesmen almost universally treat them as enemies，and have developed a wide variety 

of techniques to kill them。， Most local agriculturalists seem to feel that it would be best 

if bears could be extirpated，But despite their prominence in the minds of local resi- 

dents，we encountered no sign of either species in the wild，and available evidence sug- 

gested that bear populations are qulite low. 

The historical range of the Tiger (Pazthera 如 g7z3) includes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 very few may occasionally use the area。 In 1983，a Tiger 

was polisoned near Guyong after having killed some domestic livestock.。 However，we 

did not collect any direct，or more recent indirect evidence of Tiger presence，Hunters 

interviewed all agreed that，if present at all ，they were certainly rare. 

The Binturong (Arctzctzs pz7zttu7rozzg ，family Viverridae) 1s generally restricted to 

tropical forests，In Yunnan，it is known from the Tongbiguan Nature Reserve with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We did not document the presence of this species di- 

rectly，but did recelive Some reports 一 of uncertain reliability 一 of its presence。 It evi- 

dently survives，but with increasing shrinkage of primary troplcal forests，its Situation 

must be described as precarious. 

3.3 Artiodactyls 

Five Species of deer have been recognized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lion: 

Sambar (Cezmus zzzcolor ) ，Tufted Deer (下 /apphoaus cetpphalophzxs )，Red or Indian 

Muntjack (Mazztzacuws 7at2t71aR ) ，Gongshan Muntjack (M. gomgshna7zezszs) and Hog 

Deer [Ceruxs (一 Azis) porcizxsy ]，Of these，Red Muntjak and Tufted Deer are the 

commonest and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within Gaoligong Mountains。， The Gongshan 

Muntjak，first discovered in 1988 and described in 1990 as separable on the basis of lts 

unique karyotype (Shi et al 1988，Ma et al 1990) ，appears to Survive in reasonable 

numbers，These last three all inhabit secondary，as well as primary forests，and thus 

tolerate considerable habitat disturbance，Based on the lack of observations and on ac- 

counts from local hunters。Sambar appear to have virtually disappeared from their for- 

mer ranges in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Gaoligong Mountains，although they persist in the 

north，Hog Deer，formerly documented from Ruili county in the south，have seemingly 

now completely disappeared there. 

Gaur (Bos gaxrus ) are known historically from southern sections of Gaoligong- 

shan，bnut currently they have evidently been extirpated from most low=-elevation areas， 

although remnant populations still survive in relatively lightly-populated，mountai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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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where wanderers have crossed the Myanmar border. Takin 〈Buadorcas 如 ZicoL- 

or) were once wide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Gaoligong Mountains (their southernmost 

extent). They are still relatively abundant along the main，central spline of the Gaoli- 

gongshan range，but have been virtually extirpated elsewhere.， 了 Red Goral (Naemzorpead- 

ws czra71pzrooRi) are only known from high-elevation areas in the extreme north of Gaoli- 

gongshan (Ma et al. 1995). Their numbers appear to be qulte low，and hunting has not 

yet been controlled，so that the outlook for this small population appears bleak (Ma et 

al， 1995) ，Goral (Naemzorhedas goraL ) and Blue Sheep (Pservcdozs zayawr) are also distrib- 

uted in extreme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where both persist in very ]ow numbers. 

3.4 Other Mammals 

Asiatic Elephants (下 /ephas Maazz722U5 ) are known historically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and were documented near the Myanmatr border as recently as 1976. How-=- 

ever，oOUuI Surveys failed to turn up any evidence of their continued existence in OUI area. 

It is said that Gaoligong Mountains also supported Sumatran Rhinoceros (Diceror 太 7125 

sz72Qt7e11S15 ) Until the early 1950s (Wang et al. 1990) ，but now even the oldest，most 

experienced hunters consulted can recall no _ evidence of them. 

Because of their dependence on old-growth tropical forests，the Giant Squirrel 

(Ratix fo pzcolor) and the sympatric Yellow-throated Marten (Mantes aozguwla ) may 

serve as indicators of the health of these habitats.。 For both are sensitive to habitat alter- 

ations，and thus are apt to be lost as habitats are modified。Historically，Giant Sdquirrel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had been recorded，only from Tongbiguan Nature Reserve. 

Thus our recent observation of Giant Squirrels in unprotected forests in Yingjiang Coun- 

ty (Ma et al. 1994) was heartening，and tended to confirm our judgement that some of 

these forests had been conserved well by local Lisu people. Conversely，we failed to find 

any evidence of Giant Squirrels in more Southerly areas，including some within the 

Tongblguan Nature Reserve. 

3.5 Pheasants 

工 wenty specles of Phasianidae are known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Table 2 )， 

Because most Species are both hunted and dependent on mature forests，they are espe- 

cially vulnerable to decline. 

Table 2 Pheasanidae Documented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Scientific (Latin) Name Common English Name 

1. Tetraopjhaszis ODSCMTMS Pheasant Grouse 

2 下 ra7zcolzi7z2s 力 i7ztQcClea7z2S Chinese Francolin 

3. Arporozpjhila iorgxeola Common Hill-partridge 

4. Arporobphila mxjogrxlaris Rufus-throated Hill-part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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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Latin) Name 

续 表 

Common English Name 

5. Arpiorozbphizila atrogLarzs White-cheeked Hill-partridge 

6 Baxmzpusicola ytchzz Bamboo Partridge 

7 Tiphagzimzs cruemttS Blood Pheasant 

8 Tryragozpa7z satryQ Crimson Tragopan 

9.T7ragozbpazz pLyAhz Blyth's Tragopan 

10. Tagozpanz te7z7z772772CRz Temminck's Tragopan 

11. Lozbpjhozpjhorus sclate7 Sclater's Monal 

12. LozpjPara myct 太 ezerQ Silver Pheasant 

13. 革 ozpjhazwra Lexco7zeLa7Q Kalij Pheasant 

14， Gallus gallzs Red Jungle-fowl 

15.， Pucrasia maacrolozpjhna Koklass Pheasant 

16. Phasiazzus colcPicas Common Pheasant 

17.Syrzzatzcus xiaQe Black-necked Long-tailed (Hume's) Pheasant 

18. Chrysolozpjnaus azzjerstzae Chinese Copper (Lady Amiherst's) Pheasant 

19. Polyzplectroz pzcalcaratu77a Grey Peacock Pheasant 

20.，Pavo zzatztzcus Green Peafowl 

Within Gaoligong Mountains，the Grey Peacock Pheasant (PolLyzplectrozz pzcalca7za- 

tiz72 ) appeats to be limited to the forested，mountainous sections in the 250 一 1100m ele- 

vation band of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Yingjiang County。We recorded only a single di- 

rect observation of it in 309 field-days during 1992 一 1994 (Ma et al. 1994)，Although 

local people maintain that Grey Peacock Pheasants are locally common，the fact that we 

saw only a single pair makes us Suspect that current numbers are quite ]ow. 

The known distribution of Sclater's Monal (Lozpjpnozppnorus sclater ) in Yunnan is 

limited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Nujiang reserves。 We observed considerable 

hunting activity by local people (including the use of snares) in areas within the Nujiang 

Nature Reserve during 1990 and 1992.， Local people informed us that，while in the past 

it was relatively common to encounter flocks of 20 一 30. Sclater's Monals are novw rarely 

seen，and flock-size is more likely to involve only 3 一 5 birds. Thus，this species appears 

to be under heavy pressure in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its range， It is faring Somevwhat 

better with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where protection has been more 

effective and where incursions by local people are fewer than in the north. 

It appears that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the Blacknecked Longr-tailed (Hume's) 

Pheasant 〈(Syrzzatizcus Az7izae ) in Gaoligong Mountains is restricted to areas including， 

and south of Tengchong County。 The major portion of this area is unprotected by Na- 

ture reserves，The species 1s hunted by local people and，in general，is not receiving the 

protection lt requlres。Its total population cannot be estimated，but appears to be quite 

low， We believe the status of Hume's Pheasant in this region is precatrious，and tha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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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easily become extirpated if effective conservation measures are not adopted soon. 

3.6 “Hornbills 

The other avian group of most popular conservation interest are the hornbills。，Past 

records of hornbills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include Malabar Pied Hornbill (A7z 友 ra=- 

coce705 11Qlapbazictus ) and Great Pied Hornbill (Buwceros pzcorzzs)， We made only a single 

observation of hornbills: 2 Great Pied Hornbills in forested habitat in the southern-most 

section of Tongbiguan Reserve (Ma et al.， 1994)， We were told a similar story by local 

people in a number of other sites: hornbills are occasionally seen during autumn，bnut 

only for a few days，as they fly in temporarily from nearby Myanmar，and do not nest 

on the Chinese slide of the borde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hornbill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rare， We note that 

hornbills are obligate forest-dwellers: they are dependent for both feeding and nesting 

on the presence of old，large trees in mature forests，As there has been a continuing de- 

crease in the amount of such primary forest remaining within troplcal areas on the Chi- 

nese side of the border (due to commetrcial cutting and converslion to croplands) ，horn- 

bill habitat has decreased accordingly. This reduction of habitat appears to be Tesponsi- 

ble for the rarity of hornbill sighting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4 Causes for Biodiversity Loss Desplte Protected Areas 

4.1 Poor Placement 

How well are the three Nature reserves located within Gaoligong Mountains，rela- 

tlve to Species richness and human density? Contrary to the ideal Strategy，the propoT- 

tion of total land in reserves shows negative，rather than positive，correlations with spe- 

cles richness (Ma et al. 1994).， For example，stratified by elevation，the proportion of 

land in reserves ls negatively _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mammalian (7 三 

二 0.6857 忆 所 0.059)5 alianak7r 一 102969 帮 也 云 0401D)》rcarniyVorerj(7 从 二 29 是 忆 

0.02) ，and primate (7 一 一 0.843， 忆 <0. 01 ) ，species， 工 hus，areas with the highest 

Species richness have the least nominally protected land，and mwzice zersa (Fig. 1)， 

Reserv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have evidently been established where human 

denslty 1s lowest，namely where conflicts with established uses are minimal，The pro- 

portion of land in reserves，Sstratified alternatively by elevation and latitude，is negative- 

ly correlated with 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7 一 一 0.888 and 一 0. 956 ，respectively， 

Fig. 2)，A linear regression of proportion of protected land on human density suggested 

that Nature reserves have not been (and perhaps cannot be) established where human 

denslty exceeds 92/km2: (Ma et al 1994). Only in regions having a_ population density 

of less than 30/km2 did the reserve area exceed one-quarter of the total land-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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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ion on elevational band，Gaoligong Mountains reglon。 Yunnan 

4.2 Poor Management 

Reserve staff often lacking training and financial Support，spend time in “sideline 

occupations”to increase their income。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funding Reserve 

activities (even at the national-level Gaoligongshan Reserve) falls on cash-limited coun- 

ty-level governments。 Most Reserve workers are employed only part-time，and lisle at- 

tention 1ls focused on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Reserve itself (Ma et al. 1994)， At some 

protection stations，the main task of personnel is evidently to check for proper certifica- 

tion of timber hauled through protected areas，We also noted a lack of border marks or 

Silgns informing people where Reserve boundaries were，or what regulations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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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use within Reserves. 

Education of local people regarding the rationale and management of Reserves is 

rare。Even the one counterexample serves to illustrat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in the Da- 

tana area of the Gaoligongshan Reserve，a_ great deal of work had gone into educating 

and informing local people about pertinent laws and regulations，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 Nature reserve bureau conducted some investigations that were tar- 

geted at poaching of Takin and Sambar，and prosecuted a number of cases. 正 vidently， 

these efforts had some effect，as local residents repeatedly told us they knew of ，and re-= 

spected，the presence of the Reserve， Most residents knew that it was illegal to cut 

wood inside the Reserve，and that Takin and Bears were protected. 了 However，while the 

basic concepts had been accepted，the protected status of only a few，larger species was 

generally known。 For example，of 20 residents interviewed in Datang，16 believed it 

was legal to kill such protected species as Chinese Copper Pheasants [Ch7zrysolo 力 hzs Q772= 

Perstzae (Source: Zheng Zuoxin， 匡 d，Bizrds o 太 态 e World : at ，CPaz7zzese Q72Q 上 1152025 几 

Niaxnzes，Science Press。Beijing，China。1986) ]，Yellow=-throated Martens，and rhesus 

macaques (Macaca sp. or Spp. ) (Ma et al，1994)， 

4.3 “ Pressure from Local People to Exploit Natural Resources in Reserves 

Nujiang Nature Reserve benefits from its inaccessibility and large size， TIhus，con- 

verSsion of forest to other uses has been modest there。However，because there are es- 

sentially no enforcement personnel and hunting is virtually uncontrolled，many species 

must cope with mortality rat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ose experienced on unprotected 

lands. 

In the smaller，lower-elevation Tongbiguan Nature Reserve，economic PresSsures 

have already assailed the Reserve，one section having been severely affected by political 

events in nelghbouring Myanmar (Burma). During the late 1980s，armed units opposing 

the government in Yangon were defeated by the tatter's forces and fled across the border 

Into Tongbliguan，where they established a command post，including barracks，a field 

hospital ，and an arsenal，all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Reserve，Large expanses of PTi- 

mary forest were removed to provide for theses tructures，and for Firewood， When rela- 

tions between the warring groups eased in the early 1990s，the command post，bar- 

racks，and hospital，were moved back to Myanmar， However，the housing and most of 

the new residents have remained behind in the Reserve. 

In another section of Tongbiguan，a formerly small village that had evidently 

opened up to trade with Myanmar in the late 1980s，grown into a town of over 2000 peo= 

ple，complete with wide streets，market，and even a movie theatre.， Large areas of for- 

est had been converted to _ agricultural use for rubber plantations，Sugar Cane，or 

thatch，Dipterocarp forests,， found only in the lowest elevations of western Yunnan，had 

been reduced to remnants，which were common only in steep gorges and rav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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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appears to be the best-protected of the 

three。Nevertheless，it faces pressures from economic activities on Surrounding lands, 

Below the boundary，mountain slopes and foothills are mostly collectively-owned for- 

ests，managed by local residents， These have recently come under increasing use for to- 

bacco plantations，a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ncouraged development of Tobacco (Nizc- 

ofia7za iapacz7) as a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了 Because large quantities of wood 

must be obtained for building and operating tobacco-roasting houses，these collective 

forests have come under increasing harvesting pressure. 

5 Causes for Biodiverslity Loss: Unprotected Areas 

S.1 Rapid Increase in Human Population 

Humans and their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are the major，albeit Indirect， 

Source of biodiversity loss，The case of Nujiang Prefecture (including the middle and 

northern sections of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re- 

cent population expansion: by the end of 1993 ，the Prefecture's total population (inclu- 

ding areas to the east of the Salween River) totalled over 460 000，compared with the 

only 190 000 present in 1952 (an increase of 142% in 41 years). However，most of this 

increase has occurred relatively recently: in 1986 the increaserrate Since 1952 stood at 

only 106% (Li et al 1990)，suggesting a more rapid rate of increase since the mid 

1980s than previously。Similarly，in the early 1950s，the entire Gaoligong Mountains 

reglion s population was about 600 000 ，whereas we now estimate it as about 1 700 000. 

This increased population has put tremendous pressure on available cultivated land， 

and thus much formerly wild land has been converted to carrying crops，Production has 

not kept pace with population and as a result，much of the region is still classified as 

“impoverished” (Guo 1992). 

S.2 Rush to Economic Betterment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the late 1970s，China has greatly expanded her 

economy。]Much attention in the West has focused on the raplid economic growth of Chi- 

nese cities，and of the southeastern portions of China，However，the more remote，TITUu- 

ral reglons have not been immune to the pressures to leap from third-world poverty to 

the computer age in a single bound. If anything pressures here are more intense，due to 

the fear of getting“left behind”the more prosperous coastal regions。 The most immedi- 

ate source of wealth in Gaoligongshan is raplid liquidation of existing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nsequence has been rapld expansion of commercial forestry in the region。，At 

least 20 roads have recently been built，or have been improved in the past 4 years 一 Prin- 

cipally for access to timber，either in Myanmar or China itself (Ma et al，1994).， Our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this level of commercial logging is having a substant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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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ea's _ natural vegetation。 Compared with the 1980s，areas Supporting PTiimary 

forest have been considerably reduced，often to small fragments。 Most areas nowW，SsSup= 

port a mosaic of grasslands (many parts beling kept in that state for livestock grazing by 

periodic burning).， Man-made or natural pine forests，and young (<<10 years old) mixed 

broadleaf-conifer forests，We estimate that，if current trends continue，mature standing 

timber outside of existing Nature reserves will have been completely harvested within 

the next 10 years. 

Cultivation has also been pushed onto steeper terrain than was traditionally used， 

and periods of fallow in swidden areas hate been shortened，resulting in Increases in ero- 

sion and landslides when precipitation exceeds average levels.conomic losses from re= 

cent landslides have been high. For example，losses from slides in the Sudian region in 

1993 alone exceeded 2. 6 million yuan (roughly US$ 306 000 at 1994 exchange rates ) : 

ye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events seems to have gone unnoticed by both local farmers 

and officials. 

sS.3 Lack of Reforms to Traditional Land-use Practices 

In mountainous areas where wildlife and forests persist，traditional practices 一 Such 

as Swidden agriculture and unmonitored and unregulated hunting 一 still prevail widely. 

Areas under swidden agriculture can maintain only those Species that are tolerant of ear-= 

1]y-successional-stage forests，and/or that do not require large，unbroken forested 

tracts，Incompatibility of some fauna with swidden agriculture ls exacerbated where ro- 

tation times have been shortened，as has been done in many areas in recent years，While 

it may be that traditional swidden Practices are stable from a soil fertility Viewpoint， 

they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a broad range of native Species. 

The traditional reliance on bush-meat for supplemental protein is still strong，Ppar- 

ticularly among the Lisu，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a Lisu man can never be parted from 

three items: his satchel ，his knife，and his gun ?Recently，with increase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nearby lowlands.， Lisu can hunt not only for their own famllies 

but also for cash，by selling to restaurants or wealthier valley dwellers。Unfortunately， 

their hunting tradition seems not to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 conservation ethic，or 计 

lt once was present，the ethic has long-since been lost，Under low human population 

densities，the oft-repeated Practice of“shoot it if you see it” may have had little impact 

on wildlife population levels，Now，the practice must be revised to prevent the Lisu 

bush-meat tradition from being lost 一 not for reasons of cultural transition but simply 

from lack of meat, 

One difficulty in altering practices of hill-tribe hunters is that they lack the ability 

to control effectively the access of others to their hunting-areas。JIn one case a village 

leader told us that there was no point in being frugal with wildlife resources because any 

animals that were left near the village-would simply be taken by hunters coming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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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rder from Myanmar，It will be nearly impossible to foster an Improved sense of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al resources when the home community is unable to 

limit access to those resources by outslders. 

S.4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Regarding Conseryation 

We know of instances in which local officials have taken wildlife laws seriously， 

cracking down on Takin poachers and illegal tree-fellers，levying a large fine on a local 

man who killed a bear，or refusing to _ purchase illegally captured or poached wildlife. 

However，these instances can be easily matched by those in which no action was taken 

after similar offences。More importantly，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on pertinent {forest and wildlife regulations。， We estimate that only abonut 

30% of local residents whom we interviewed knew anything about the national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ljaw，national wildlife ljaws，nationally and provincially protected spe- 

cies，or the fact that all hunting within Yunnan had been (qulte ineffectively) "declared 

illegal during the 3 years period of 1991 一 1993. 

Some examples serve to illustrate thlis point，JIn one case，we observed a_notice， 

posted on a collectively-owned shop，advertising interest in buying and selling tiger 

bone，leopard bone，monkey bone,-bear gall，otter skins，otter bone，and pangolin 

scales，all of which are prohibited from commercial trade by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aws，JIn another case，it emerged that a village leader was among，the most avid hunt- 

ers of the area，On his office wall was a poster produced by the provincial wildlife pro- 

tection office，displaying pictures of the area'Ss protected Species， In response to our 

question about differentiating protected from legal to-be-taken Species，he told us that 

he shot whatever he saw，and that local residents had the same custom- 一 so indicating 

that the poster was not having its intended effect， 

6 ecommendations 

1) Increas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d to Nature Reserves，Nature 人 e- 

SerVes Operate ln the public trust，and the benefits from protecting these areas accrue to 

all Chinese citizens，It is thus appropriate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shoulder the largest 

share of this burden， 

2) Within existing Nature Reserves，undertake_ comprehensive planning with the 

goal of identifying areas within each Reserve that should not be entered at all (for any 

reason) ，areas that should only be entere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areas that can be 

opened for tourists，and areas that may be appropriate for limited economic activities by 

local people (and measures to monitor and control these activities). 

3) Alter some Reserve boundaries to allow for local livelihoods (e.g。moved up to 

beyond the limits of existing croplands)，Although such moves would reduce the total 

area“protected”，we believe the net effect would be positive，because remain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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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then be protected more efficiently than formerly，and local people would have an 

indication of the need for careful，agreed adjustment when matters of limited land-use 

ace coOncerned. 

4) Increas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alternative economic op- 

tions in communities surrounding Nature Reserves (primatrily agricultural ，but possibly 

including direct subsidies) ，to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to their Immediate economies of 

these natural resources， 

5) Where local groups have protected Primary forests outside of Nature Reserves， 

support and encourage these local traditions。Because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income 

disparity threaten even these areas，increasing Support must be directed at Improving， 

the economic welfare of these communities in ways that do not disrupt the Systems 

which have allowed these forests to persist， 

6) Where forests are under direct management by township or county authorities， 

plan commercial harvesting carefully，with rigid exclusion of remaining old-growth 

stands，A_ central tenet of forestry pojlicy should recognize that softwood monocultures， 

although they may be a valid land-use，are not synonymous with primary old-growth， 

broadleaf or broadleaf-conifer mixed stands: both types of forests have value，bnut the 

values differ，Currently，Primary forests are under tremendous threat，while pine etc. 

stands are increasing in area，。Thus，Ppolicy should favour retention of currently existing 

old-growth stands，with intensive commercial use only of areas that are already under 

commercial timber production. 

7) Avolid total “bans”of hunting in non-Reserve forests (enacting Such regulations 

are futile，and only really exist on paper) ，but instead encourage scientists，{forestry of 手 - 

ficials，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village leaders，and active hunters，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practical mechanisms to monitor and control hunting at the local level. 

8) Control human population grovwth. Efforts to limit family size must be contin- 

ued and strengthened，Pparticularly in the hill areas，Ultimately，all other efforts will be 

frustrated if the number of people making demands on Gaoligong Mountains”s resoOurces 

continues to r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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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We estimate that roughly one-third of Gaoligong Mountains 's total area is now de- 

voted exclusively to agriculture and other uses that preclude maintenance of biodiversi- 

ty。JIn most cases，Pprimary forests existing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ree Nature Re- 

Serves have been conserved effectively。However，small-scale (but largely unmonitored 

and uncontrolled) treer-felling and other vegetation disturbance continues in many areas. 

Despite these lapses，forests are in better condition within，than outside of ，established 

Nature Reserves.。 As well ,the future for these forests looks brighter than for those sur- 

Viving outside Reserves: at the very least，county governments are not {free to convert 

them into pine plantations， 

In contrast，hunting has been reduced only slightly 一 much less effectively than for- 

est cutting has been。Although it is possible to find evidence of persistence of some rare 

animal species，and some Nature Reserve personnel believe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sensitive and rare Species are Showing an upward trend，poaching of animals is still com- 

mon，patrticularly of smaller-bodied or lesser-known species，Although it seems well es- 

tablished that wellknown species 〈(e. g. Takin) must be strictly protected ，many Species 

at equal or greater risk of extirpation and equally protected legally (e. g. some Species of 

pheasants) ，do not enjoy such effective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skill levels of staff are low。Financial support，both for salaries and 

equlpment，are far from adequate. 下 duca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efforts in Surrounding 

villages are lacking，even as these villages increase in Size，and pressures increase {for 

villagers to exploit whatever resources are _ available to them，and whether leg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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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believe that most of these Specific problems facing Gaoligong Mountains's Na- 

ture Reserves reflect a deeper，more fundamental policy-flaw，Nature Reserves are in- 

tended to protect resources that benefit not only the local community，but all of China 

and ultimately the world，However，such protection has its costs，including the oppor- 

tunlty cost of not being able to exploit these resources for immediate economic gain. 

These costs currently fall disproportionately on local people，and are not shared by all 

the country s citizens，EFor these Nature Reserves to succeed in their objective of conser- 

vilng resources of national or even wider Significance，Support from higher levels is nee- 

ded. 下 xcessive reliance on local governments to Support the Reserves themselv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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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ocal people to bear the brunt of opportunity costs，is an unreasonable and therefore 

Unwise Strategy. 

Problematic as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is wild resources in the roughly 87% of 

Gaoligong Mountains that lacks formal protected status are in a yet more Precarious 

state。There has been some progress in protecting forest habitats in some Sub=-regions. 

Some forests are being reclaimed，some areas are being conserved for watershed protec- 

tion，and some relatively small patches of untouched forest remain outside of Nature Re- 

serves，in both national and collectively-owned forests，However，the general tendency 

has been to simplify ecosystems and weaken ecocomplexes，to convert ljowland forests to 

agriculture，and to use upland forests for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wood for various 

purposes such as dimension lumber，Pplywood，charcoal，firewood，and local housing 

needs，For wildlife，this means that species {for which secondary forest and/or opened- 

up areas provide adequate or optimal habitat，have usually persisted，JIn contrast，Sspe- 

cies with jlittle tolerance of disturbance，little ability to withstand exploitation，amnd/or 

that require old，mature forests，have fared poorly or even disappeared. 

Regardless of the status of a sub-region s forests，there has been jlittle progress in 

protecting animal wildlife directly from over-hunting. Effective Systems that control the 

level of hunting have yet to be initiated，much less become truly effective。Thus，even 

in areas with adequate vegetative habitat characteristics，many animal Species are contin- 

uing to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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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鼠 免 一 新 种 

王 应 祥 :” 克 正 达 ” 段 兴 德 
(1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2 云南 省 流行 病 防治 研究 所 ) 

关键 词 新 种 ， 鼠 免 ， 高 黎贡山 ， 云 南 

1985 年 10 月 ， 云 南 省 流行 病 防治 研究 所 调查 队 在 云南 西北 部 高 黎贡山 北 段 的 贡 山 

地 区 相继 采 到 3 只 体 色 特 殊 的 鼠 免 ， 经 与 该 属 各 已 知 种 比较 均 不 同 ， 鉴 定 为 一 新 种 ， 描 

述 如 下 。 

高 黎贡山 鼠 锡 ， 新 种 Ochnotoza gaolzgozzgez1szs SPD，nov. 

正 模 标本 

采集 号 107，f《 (成 )，1985 年 10 月 16 日 分 别 采 自 东 哨 房 〈27 -45 全 ，98 27 ED 

海拔 2950m 。 

副 模 标本 

采集 号 90 号 ， 王 (成 ); 87，f84 (成 )， 同 年 10 月 15 日 分 别 采 自 正 模 标本 产 的 。 

上 述 标本 保存 于 云南 省 流行 病 防治 研究 所 。 

鉴别 特征 

体形 大 小 和 头骨 的 基本 特征 与 灰 颈 鼠 兔 〈O，Jorrest) 相似 ， 但 头 、 棋 为 浓 锈 褐 

棕色 ， 体 背 多 黑 ， 头 骨 低 平 ; 鼻骨 较 长 且 侧 缘 平行 ， 下 颌 关节 支 较 宽 阔 。 

描述 

吻 周 、 毁 喉 部 淡 灰 色 ， 鼻 周 淡 黑 色 。 鼻 背 有 一 纤细 的 黑 褐色 短 纹 。 面 部 、 额 、 颈 和 

前 胶 外 侧 均 为 浓 锈 褐 棕色 ， 枕 、 颈 背 中 央 略 深 于 面 侧 和 颈 侧 。 耳 后 隐 有 一 棕色 黄色 小 

斑 。 耳 背 基 部 的 毛 较 长 ， 覆 于 耳 过 之 上 ， 纯 黑色 。 耳 缘 灰 白色 。 耳 基 前 缘 的 掩 耳 毛 束 洗 

棕 黄 色 。 前 肩 毛色 较 浅 ， 似 隐现 浅 色 的 “项 圈 ”。 背 部 和 腰 背 部 棕 黑 色 。 喉 、 胸 腹 大 部 

和 前 后 外 侧 锈 棕 褐 色 。 前 后 肢 内 下 侧 和 鼠 假 部 淡白 色 。 背 腹 交 界 处 锈 褐 棕色 。 掌 毛 淡 褐 

灰色 ， 踏 毛 宰 黑色。 手背 和 足 背 棕 灰色 。 趾 垫 小 ， 腕 垫 隐 于 毛 被 之 中 ， 所 有 脚 垫 均 为 肉 

黄色 。 须 较 短 ， 约 50mm， 向 后 接近 耳 壳 后 缘 。 

# 本 文 1988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9(2) ， 201 一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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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骨 。 弧 度 较 小 ， 额 骨 和 项 骨 低 平 。 鼻 骨 两 侧 接近 平行 ， 鼻 骨 长 为 颅 全 长 的 

33.5%% 一 35. 0%; 鼻骨 后 缘 中 央 微 向 前 凹 。 额 骨 低 平 ， 且 略 低 于 项 骨 ， 前 方 无 卵 圆 孔 。 

顶 骨 中 部 微 隆 起 〈 为 脑 颅 最 高 点 )。 上 枕骨 略 向 后 下 方 倾斜 ， 其 中 央 晓 前 部 较为 隆 突 。 
约 与 顶 骨 最 高 点 等 高 ， 颅 高 13. 1 一 13. 3mm， 为 颅 全 长 的 33.8%% 一 34.0%， 后 头 宽 的 

70. 2%% 一 72. 8% 。 采 孔 和 门齿 孔 合并 为 一 大 孔 ， 呈 提琴 状 或 葫芦 形 ， 两 侧 缘 呈 波状 起 伏 

( 副 模 标本 N087 号 的 孔 缘 仅 略 有 波纹 ) 。 基 枕骨 较为 狭窄 ， 前 后 宽度 接近 相等 ， 听 泡 间 
的 基 枕 骨 宽 2. 3 一 2. 8mm。 上 听 泡 较 大 ， 听 泡 长 10. 1 一 10. 90mm。 亲 齿 较 小 而 罕 ，ME 宽 
DDN 和 1.5rmm。 

量度 见 表 1 。 

表 1 高 黎贡山 鼠 免 的 外 形 和 头骨 测量 〈 单 位 : mmy) 

正 模 标本 副 模 标 本 
项 目 

107 (4 ) 90 于 9 87 (fk ) 

体 长 165 174 170 

后 足 长 28 29 30 

耳 长 20 21 列 

颅 基 长 38.5 一 39.4 

36.4 一 36.9 
鼻骨 长 

12.9 12.5 是: 
额 宽 

19.5 20. 2 TI 

齿 孙 5 取 8.6 : 8.9 

后 头 宽 18.0 冯 18.9 

颅 齿 6.8 / 态 ， 7.0 

下 闫 齿 一 3 6.9 7.0 

讨论 

新 种 的 门齿 孔 和 有 眉 和 孔 合 并 为 一 大 孔 ， 隶 属于 鼠 兔 亚 属 〈Ochnotora)。 这 一 亚 属 已 

载 过 12 种 ， 其 中 伊犁 鼠 兔 (Oiliersis)、 柯 氏 鼠 兔 (9O，p&osioruz )、 褐 鼠 免 

(OO vescezs) 、 嘉 马 拉 雅 鼠 兔 〈O.，jazzaalayaza)、 大 耳 忌 兔 〈O，7aacrotis) 和 灰 忌 

兔 (DO，roylei) 体形 较 大 ， 颅 全 长 42mm 以 上 ， 额 骨 显 著 隆 突 ， 大 耳 鼠 免 和 灰 鼠 免 额 

骨 前 方 尚 具 卵 圆 孔 ， 与 本 种 很 有 区 别 ; 藏 鼠 兔 〈O.， 太 ipetanra)， 间 颅 鼠 锡 《〈O， cazasus) 
和 狭 颅 鼠 兔 〈O，zjommasi ) 体形 较 新 种 为 小 ， 颅 全 长 仅 为 32.8 一 38.8mm， 宁 弓 宽 不 

及 18. 3mm， 门 - 脾 孔 边缘 无 波形 ， 头 颈 色 基本 上 与 体 背 同色 ， 也 与 新 种 有 别 ; 达 乌 尔 

鼠 兔 〈O.，dazxica) 和 黑 展 鼠 锡 〈O.，cwrzoziae) 大 小 与 新 种 近似 ， 但 额 骨 明 显 隆 突 ， 

头颈 部 与 体 背 同色 ， 下 体 无 褐 棕色 调 ， 门 -有 曙 孔 与 藏 鼠 兔 一 致 而 与 新 种 亦 有 区 别 (图 1 

和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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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种 名 

伊犁 鼠 免 
CO， zze7z818 

大 耳 鼠 免 
CO，77Qczotzs 

灰 鼠 免 
(7roylLeiz 

柯 氏 鼠 免 
(CO Roslorwz 

褐 鼠 免 
(7 esce7zs 

喜马拉雅 鼠 免 
OU 7z772aya72Q 

达 乌 尔 鼠 免 

() Cox7rz 色 

。 388 ， 

灰 颈 鼠 钢 〈Ochotorza Forresi) (A); 高 黎贡山 鼠 兔 〈Ochnotoma gaolzgozzge71515 

sp. nov. ) (B);， 喜马拉雅 鼠 锡 〈Ochnotorza Pazzjzalayaza ) (C) 

表 2 高 黎 贡 鼠 免 与 鼠 免 亚 属 已 知 种 头骨 特征 的 比较 

额 骨 的 圆 孔 

较 隆 突 无 

有 

〈44. 0 一 45. 1) 

44. 8(42. 4 一 46. 1) 

44. 5443. 3 一 46. 3) 

(4. 0 一 46. 2) 

《45. 0 一 52. 0) 

42. 9(42. 1 一 43.1) 

42. 5439. 0 一 43. 6) 

(24. 3 一 2624) 

22. 3(21.8 一 20500) 

2259(24:2 一 23587 

(名 汶 各 2 全 动 

(22. 8 一 24. 6) 

21. 本 (21 刘 全 22 下 

20. 7(17.7 一 习 ]FOJ) 



续 表 

黑 唇 忌 免 40.0(35.7 一 40.5) 50 且 厅 人 7 二] 5) 
OO，ca7zo7zzQe 

灰 颈 鼠 免 和 提 共 形 或 葫芦 形 | 38. 8(37. 0 一 40. 5) 19. 5(18. 6 一 20. 2) 
CO，jorres 刀 

高 黎贡山 鼠 免 ( 新 种 ) 30. 0(38. 5 一 39. 5) 19. 8(19. 5 一 20. 2) 
O，gaolzgorzgentsts 

藏 鼠 免 多 36. 5(32. 8 一 38. 8) 17.6(16. 6 一 18. 3) 

O，hzpetama 

间 颅 鼠 免 35.5(33. 4 一 36. 1) 16. 0(15. 4 一 16. 2) 
人 OO，ca7zstS 

狭 颅 鼠 锡 33.8(32 3236.]) 14. 8(14. 3 一 15. 2) 
OO. 态 ozmasz 

在 Ochotoxna 亚 属 中 ， 从 门 - 肚 和 孔 的 形状 、 体 形 大 小 ， 额 骨 不 隆起 亦 无 卵 圆 孔 以 及 额 

. 宽 与 颅 全 长 的 比例 与 新 种 相似 的 唯 有 灰 颈 鼠 兔 〈O.， forresi) ， 但 后 者 与 新 种 的 明显 差 

异 在 于 : 

(1) 灰 颈 鼠 免 的 头颈 大 部 与 体 背 同 色 ， 但 新 种 全 为 浓 锈 褐 棕色 且 明 显 异 于 背 色 ， 此 

特征 亦 异 于 鼠 兔 亚 属 各 种 〈 褐 鼠 兔 除外) 。 

(2) 新 种 体 背 黑 棕 色 ， 既 异 于 灰 颈 鼠 免 的 茶 褐 色 或 茶 黄 色 ， 也 远 较 本 亚 属 各 已 知 种 

深 黑 ; 

(3) 灰 颈 鼠 免 的 耳 背 褐色 而 非 新 种 的 黑色 。 

(4) 灰 颈 鼠 免 的 背 腹 交 界 处 无 锈 棕 褐色 缘 纹 。 

《5) 灰 颈 鼠 免 的 额 骨 和 顶 骨 较为 隆 突 ， 颅 高 14. 2(13. 5 一 15. 0)mm， 脑 颅 顶 点 位 于 

顶 骨 前 部 ， 新 种 额 骨 低 平 ， 颅 高 13. 1(12. 5 一 13. 8)mm， 脑 颅 顶点 位 于 顶 骨 全 

(6) 灰 颈 鼠 免 鼻骨 较 短 ， 仅 11. 9(11. 3 一 12.9)mm， 后 部 较 前 部 为 宗 ， 鼻 骨 

en 

5)inrna 

《7) 灰 颈 鼠 免 的 基 枕 骨 宽 阔 〈 特 别 是 后 部 )， 最 窄 处 的 泡 间 宽 3.4(3. 1 一 4. 0)mmi 

新 种 仅 为 2. 3 一 2. 8mm 。 

(8) 灰 颈 鼠 免 听 泡 较 小 ， 听 泡 长 9. 3(8. 8 一 10. 1)mm; 新 种 为 10. 1 一 10. 9mm。 

《9) 新 种 的 下 颌 关节 突 支 宽 益 ， 关 节 突 下 的 最 小 宽度 为 5. 0 一 5. 8mm; 灰 颈 鼠 免 仅 
4.6(4. 1 一 4. 8)mm。 

在 高 黎贡山 北 段 地 区 ， 新 种 和 灰 颈 鼠 免 、 藏 鼠 兔 同 域 分 布 ， 但 形态 明显 不 同 ， 确 系 

一 新 种 。 

地 理 分 布 

迄今 仅见 于 模式 标本 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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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 标本 

大 耳 鼠 兔 〈O，znacrotis) 四 川 德 格 (2 人 人 ，6 乎 邓 ) ， 云 南 德 钦 (1 人 ，1 邓 六 灰 

鼠 兔 〈O. roylez); 云南 德 钦 (7 个 个 ， 3 平 胖 ); 喜马拉雅 鼠 兔 〈O，Nazzzalayaza) 西 

藏 肾 拉 木 (3 人 人 4，5 订 了 了) 灰 颈 鼠 兔 (0，jorre 族 ) 云南 贡 山 于 泸 水 
(12 和 处，7? 平 ); 藏 鼠 免 〈O， 态 ipetaxra) 四 川 宝 兴 、 康 定 、 稻 城 、 美 站、 石棉 〈5 

和 4，10? 们 );， 间 颅 鼠 兔 〈O，cansws) 四 川 马 尔 康 、 道 孚 (5 人 和 ，4 平 圣 ); 狭 颅 鼠 

兔 〈O， 态 omasi) 四 川 德 钦 格 (9 人 人 ，9 平 平 ); 达 乌 尔 鼠 兔 〈O，cdoxrica) 四 川 德 格 

(1 人 4 )， 青 海 共和 (1 人 ); 内 蒙 四 子 王 旗 (3 人 人 ，4 王 二 ); 黑 唇 鼠 兔 《〈O， curzozzi- 

ae) 四 川 石 渠 、 德 格 (19 人 人 ，26 伴 了);， 青海 玉树 (1 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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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Ochotona 

(Ochotonidae，Lagomorpha) from Mt. 

Gaoligong，Northwest Yunnan 

WANG Ying-xiangl GONG Zheng-da  DUAN Xing-de: 

(1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 

《2 Control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y)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Ochnotoza，collected 

from Mt.， Gaoligong，Northwest Yunnan。The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Control 

and 人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Dali，Diagnosis of the new 

Species ls given as follows， 

Ochotoma gaolzgomzge11515 Wang et Gong，SpP，nov. 

了 olotype: No. 107，male (ad. ) ，collected on October 16，1985，from Dongsao- 

fang (27"45 N 一 98"278E) ，Gongshan Co. ，northwest Yunnan，alt，2950m. 

a 90 = 



Paratypes: No. 90，female (ad. ) and No. 87, male (ad. ) ，collected on October 15， 

1985，from the same locajlity as the holotype. 

Diagnosis: The new Species is Simillar to Ochnotoza Forrestz in Size and main charac- 

ters of skull， it distinguished from latter chiefly by its head and neck brilliant brown ru- 

fous，back dull rufous-black;， by its flattened skull in profile，nasal bones longer and 

with broader posterlior，and processus condylaris broader in Mandibula. 

Remarks: The present new Species belongs to subgenus Ochnotoza by its palatal and 

incisive foramina completely confluent， The new Species ls closely similar to O， orres- 

刀 ，by its violin-shaped palatal-incisive {foramina，lacking small vaculties at the anterior 

end of frontals,， flattened in profile of skull，size medium and well developed claws，bnut 

distinctly differ from other of this subgenus， It ls dstinguished from Oorresiz by the 

following points : 

(1) Its head and neck is entirely brilliant brown rufous and forms distinguished col- 

ourations with back dull rufous-black ，against same colourations of head，neck and back 

on latter. 

(2) Its back is duller than latter，on O，jorrestz the back tinged with dull greyish 

brown，or rufescent brown. 

(3) Its back of car is black against brown-rufous on latter. 

(4) The juncture of under surface and flank tinged with brown-rufous against ab- 

sent on latter, 

(5) The skull is lowered and flattened in profile，depth of skull 13. 1(12. 8 一 13. 8) 

mm，against 14. 2 (13. 5 一 15. 0)mm on latter. 

(6) Nasal bone are relatively longer and with broader posterior than that of latter， 

nasal length 13. 1(12.5 一 13.8)mm against 11.9(11. 3 一 12.9)mm，the width of nasal 

posterior 5. 2(4. 9 一 5.3)mm，against 3. 8(3. 4 一 4. 6)mm， 

(7) Basal occipital bone is narrower，the width between two bullaes 2. 3 一 2. 8mm， 

against 3. 4(3. 1 一 4.0)mm on latter. 

(8) Bullae is relatively larger than that of latter，the length of the bullae 10. 1 一 

10. 9mm against 9. 3(8. 8 一 10. 1 )mm. 

《9) Processus condylaris in Mandibula are broader than that of latter，the last 

width of processus condylaris 5. 0 一 5. 8mm，against 4. 6(4. 1 一 4. 8) mm. 

In Mt.， Gaoligong，new Species distribute to same locajlity with O， forrestiiz and O 〇 ). 

态 zpetaza but lit distinctly differ from latter. 

Key words ”New species，Pike，Ochnotoza ，Mt，Gaoligong，Yunnan 

ws 3915。 



腥 虹 (Neotetracrs Sizensis Trouessart)】 一 一 新 亚 种 * 

王 应 祥 “ 李 党 去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 

在 整理 云南 高 黎贡山 兽 类 考察 报告 中 ， 查 阅 了 国内 收藏 的 采 自 四 川西 部 和 云南 各 
地 的 网 蜗 标 本 。 经 对 比 研 究 ， 判 定 云南 西部 和 西南 部 地 区 的 网 蜗 为 新 亚 种 ， 现 描述 

三 

汗 西 购 虹 Neotetraczs sizez1szs 凡 yzpolzzzeatts ， 新 亚 种 

正 模 标本 

采集 号 76310， 平 (成 )，1976 年 12 月 6 日 采 自 云南 腾冲 大 塘 〈 冷 水 河 )， 海 拔 

2100m。 

副 模 标本 

采集 号 76334，《4 (成 )，1976 年 12 月 12 日 采 获 ， 采 集 地 与 正 模 相 同 沁 采 号 
6401361， 有 (成 )，1964 年 11 月 7 日 采 自 云南 景 东 磨 刀 河 ， 海 拔 2100m。 

查看 标本 

腾冲 1 人 4 ;， 盈 江 184;， 澜 沧 2 人 人 4，5? 了 下 ; 西 盟 4 人 8 人 4; 景 东 2 人 和 14 了 于; 

绿 春 1 和 ，1 了 。 

上 述 模式 标本 和 查看 标本 均 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 

鉴别 特征 

形态 和 大 小 与 网 曙 片 马 亚 种 N.s. cuttizzgi 相似 。 但 上 体 暗 黑色 关 纹 在 颈 背 和 户 部 

中 断 消失 。 背 色 多 棕 褐色 而 较 鲜 亮 ， 头 骨 眶 上 突 较 明显 。 

描述 

上 体 橄榄 褐 棕色 。 头 枕 和 腰 蔷 部 中 央 区 较为 深 黑 ， 隐 现 一 条 暗黑 色 纹 ， 但 此 纹 在 颈 

背 和 肩 部 中 央 消 失 而 中 断 ， 故 前 后 不 相 延 续 ， 个 别 个 体 甚至 完全 消失 而 缺 脊 纹 。 下 体 除 

喉 部 表面 染 条 黄色 外 ， 余 均 为 灰白 色 〈32 个 标本 中 ， 景 东 有 5 个 标本 例外 )。 足 背 内 侧 

涤 暗 ， 外 侧 淡 白 。 尾 上 黑 宰 ， 尾 下 淡白 。 衡 量度 见 表 1。 

x 本 文 1982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3(4) : 427 一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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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形 衡 量度 

体重 /g 体 长 /mm 尾 长 /mm 后 足 长 /mm 长 耳 /mm 

正 模 (了 ) 31 110 56 22 16 

副 模 〈f& ) 33 115 67 2s 16 

( 平 ) 40 109 69 23 上 

查看 标本 (6 人 4 ， 34.6 112.0 64.9 2357 18.0 

10 平 补 ) (29 一 16) (102 一 134) (54 一 73) (22 一 26) (10 一 20) 

头骨 。 额 弓 完 整 、 纤 细 。 眶 上 突 较 为 显著 而 且 尖 锐 。 眶 间 较 宽 ， 眶 间距 多 数 超过 

8mm。 自 齿 横 宽 一 般 大 于 9.5mm。 齿 式 3. 1. 3. 3. /3. 1. 3. 3. 和 40。 犬 齿 甚 小 , 约 与 开 、 

P: 或 已 等 大 。 上 犬齿 仅 有 一 个 齿 根 。P: 前 尖 较 为 低 矮 钝 圆 。 量 度 见 表 2。 

表 2 头骨 量度 

颅 全 长 /mm 者 宽 /mm 眶 间 宽 /mm ” 自 齿 模 宽 /mm 后头 宽 /mm ”上 齿 列 长 /mm 

正 模 〈 伴 ) 30. 5 16:5 8.0 9.5 13.1 14. 3 

副 模 (ft ) 32.6 16.0 7.9 9.5 12.6 16.7 

(好 ) 32.7 17. 5 5 10. 3 TS 16.6 

查看 标本 (6 f& 32. 2 17.9 | 10.0 TS 16.5 

未 ，10 胖 耶 ) 316 一 330) CIL6.9 一 0D EC7.6 一 5267 9.5 一 10.59 CTL2 7 一 工 3 ww (CEL5.E 和 17 

讨论 

据 记 载 ， 鸯 曙 已 有 3 个 已 知 亚 种 ， 本 亚 种 上 体 中 央 区 隐现 暗黑 色 兰 纹 而 与 云南 西部 

的 网 时 片 马 亚 种 (CN. .cuttizgi) 最 为 近似 。 但 后 者 的 暗黑 色 兰 纹 从 头顶 一 直 延 伸 到 

尾 基 而 贯穿 整个 背部 。 上 体 主 要 呈 暗 橄榄 绿色 ， 较 新 亚 种 深 暗 而 多 黑 〈 特 别 是 背 中 央 

区 )。 下 体 全 部 染 有 显著 的 茶 黄 或 棕 黄 色 而 非 白 。 头 骨 眶 上 突 完全 退化 消失 。 白 齿 横 宽 

相对 较 守 ， 多 数 不 及 9. 5mm。 两 者 的 差别 是 显著 的 。 

G.， Allen (1938) 和 陆 长 坤 等 〈1965) 曾 把 演 西 南 临 沦 地 区 的 哆 旱 归 属于 川西 指名 

亚 种 NS sizezsis。 如 把 这 些 地 区 的 标本 与 川西 峨眉 山 的 标本 进行 比较 ， 可 以 明显 看 

出 : 川西 标本 上 体 体 色 均 匀 一 致 ， 绝 不 出 现 暗黑 色 状 纹 ， 背 中 央 区 也 不 深 于 体 侧 。 上 体 

棕 褐 色调 更 较 丰 富 而 鲜亮 ， 头 面部 几乎 呈 棕 红色 或 棕 褐 色 。 下 体 表 面 均 染 有 浓 的 棕 黄 色 

或 茶 黄 色 。 头 骨 相 对 较 宽 而 粗壮 ，8 个 头骨 的 额 宽 18. 1(17. 5 一 18. 6)mm,， 后 头脑 颅 宽 

13. 8(13. 6 一 14. 0)mm。 与 新 亚 种 也 有 明显 区 别 。 

越南 北部 的 哆 虹 沙 巴 亚 种 N，。 fuwlvescenrs， 据 Osgood (1932) 记载 : 体型 较 大 ， 

颅 全 长 33. 4 一 37. 7mm， 体 长 129(121 一 148)mm， 明 显 大 于 新 亚 种 和 任何 一 个 已 知 亚 

种 。 另 外 ， 沙 巴 亚 种 的 下 体 强烈 地 染 有 棕 黄色 调 ， 与 本 亚 种 也 不 相同 。 

本 亚 种 的 特征 是 明显 的 ,在 32 个 个 体 中 ， 既 有 冬 毛 〈 采 自 11 一 12 月 )， 也 有 夏 毛 

(和 采 自 5~6 月 )。 既 有 幼体 ， 也 有 成 体 或 较 年 老 的 个 体 。 除 下 体 的 灰白 色 有 少数 标本 

〈 采 自 景 东 ) 略 有 变异 外 ， 其 他 特征 均 较 稳定 。 与 上 述 3 个 已 知 亚 种 均 有 区 别 且 又 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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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 的 地 理 分 布 区 ， 故 可 判 为 新 亚 种 。 

分 布 

本 亚 种 仅 分 布 于 腾冲 以 南 的 云南 西部 、 云 南西 南部 和 云南 中 部 〈 景 东 无 量 山 )。 云 

南 南部 绿 春 的 两 个 标本 亦 可 能 属于 本 亚 种 ， 但 下 体 较 为 棕 黄 ， 上 体 无 暗色 兰 纹 。 

鹏 曙 主 要 分 布 在 我 国 的 四 川 和 云南 。 多 栖 于 热带 季 雨 林 或 亚热带 湿性 阔 叶 林 ， 海 拔 

高 度 一 般 不 超过 2400m。 洞 穴 多 在 大 树 根 下 、 茧 草丛 或 并 玖 履 盖 的 土 挤 、 乱 石 堆 中 。 以 

多 种 小 型 昆虫 和 多 汁 的 植物 根 葵 为 食 。 用 小 型 鼠 夹 以 鸟 肉 或 花生 作 诱 饵 ， 置 于 经 常 活动 

的 二 道 附近 或 树 根 下 ， 常 能 捕 到 它们 。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 捕 获 率 可 达 3%% 一 5%。 每 年 

5 月 产 任 ， 每 及 王 3 体 ， 

对 比 标本 中 国 网 虹 指 名 亚 种 Neotetracus sitezl5sis szzezsis (四 川 : 峨眉 山 5 和 和 代 ， 

3 平平 ;云南 : 贡 山 七 惫 3 人 和 和，9 季 于 ); 网 时 片 马 亚 种 Neotetracus Si7zez1SiS CULEi72g2 

(云南 ; 泸 水 片 马 28 4 ，3? 子 ; 泸 水 姚 家 坪 10 人 人，12? 蛙 )。 

主要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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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uessart 下 L. 1909. Neotetracuws sizensis ，a new Insectivora of the family Erinaceidae。 Ann Mag Net Hist，4(8) : 

389 一 391 

A New Subspecies of Shrew-Hedgehog， 

Neotetracrs SI1ze1lsis Touessart (Erinaceidae，Mammalia ) ， 

from Yunnan ，China 

WANG Ying-xiang LI Chong-yu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y) 

Abstrac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scription of a new Subspecies of shrew=-Hedge- 

hog，JNeotetracaus si71e115sis Trouessart，collected from middle and western Yunnan，Chi- 

na。 工 he description of the nevw subspecies is given below; 

Neotetyracus Si72e71515 刀 yzpolz7zeatas ，Subsp，nov， 

再 olotype: No. 76310，female (ad. ) collected on December 6，1976，from Leng- 

% 394 。 



Shuihuo (alt，2100m) ，Da Tang，Tengchong，western Yunnan， 

Paratypes: No. 76334，male (ad. ) ，collected on December 12，1976,， from the same 

localjlity as holotype; No. 640136 ，female (ad. ) ，collected on December 7，1964，from 

Mu-Dahuo (alt，2100m)，Jingdong，Middle Yunnan. 

Holotype and two paratypes are deposited in th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 

ademia Sinica. 

Diagnosis:， Most resembling N. scuttz72gz，but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latter by 

the pattern of its median dark stripe which is absent on the median region of the nape 

and Upper back，by being lighter in colour and by the presence of postorbital processes 

on the skull，In addition，the colour of the under surface of most of the speclimens is 

gray-drab instead of being light buffy as in the latter. 

The nominate Subspecies collected from Omei Shan，Sichuan differs from the newr 

Subspecies in the absence of the median dark stripe，the brownish-buffy colour of the 

underparts，the broader skull with zygomatic width 18. 1 (17. 5 一 18.6) mm and mastiod 

width 13. 8 (13. 6 一 14. 0)mm. 

N. Suwluescerts of northern Vietnam differs from the new subspecies in its large 

skull with greatest length 33. 4 一 37.7mm and underparts washed with brownish-fu]- 

Vous， 

Specimens examined: NS$. hyzpolineatus，Ssubsp. nov. 11 人 人 ，20 耶 乎 〈Teng- 

chong and Yingjiang，western Yunnan; Ximeng and Lancang，southwestern Yunnan; 

Jingdong，middle Yunnan; Luchun，southern Yunnan); N. 5S. cuttizgi 12 处 个，15 子 

平 (Lushui，western Yunnan); N. 5s。sinexsiy 5 人 个 ，3 平 在 〈Omei shan，western Si- 

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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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的 兽 类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下 
中国 科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1973 一 1974 年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曾 先后 两 次 赴 我 国 横断 山脉 最 西 辟 的 

高 黎贡山 地 区 进行 脊椎 动物 的 综合 考察 。 共 采 得 兽 类 标本 1356 号 。 经 详细 地 研究 、 对 

比 和 鉴定 ， 发 现 其 中 的 一 些 种 和 亚 种 属于 兽 类 学 上 的 新 发 现 。 将 陆续 整理 报道 。 现 就 其 

中 的 4 个 新 亚 种 报道 如 下 : 

1 七 短 花 面 猩 Pagxzza Laruata chzchzzagez1sis Wang， 新 亚 种 

正 模 标本 

标本 号 73646，&4 (成 体 )，1973 年 12 月 11 日 采 于 云南 贡 山 七 特 〈 高 黎贡山 东 侧 )。 

副 模 标本 

标本 号 73312，f4 (成 体 )，1973 年 6 月 22 日 采 于 贡 山 县 双 拉 哇 ， 海 拔 1600m; 标 

本 号 73838， 平 〈 半 成 体 )，1973 年 12 月 17 日 采 获 ， 采 集 地 与 正 模 标 本 相同 。 

本 种 和 后 面 描述 的 所 有 模式 标本 均 保 存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兽 类 标本 室 。 

鉴别 特征 

体形 较 小 ， 颅 全 长 约 117mm。 体 色 深 暗 ， 体 背 乌 黄 并 浓密 地 覆 以 深 暗 的 橄榄 褐色 。 

头面 部 和 颈 部 的 白色 斑纹 与 P.，/!.， intrudens 相似 ， 但 较 鲜 明显 著 。 尾 端 常 具 一 束 

白 毛 。 

描述 

头面 部 和 有 倾 部 的 白色 斑纹 无 论 冬季 或 夏季 ， 成 体 或 幼体 均 很 显著 。 斑 纹 周围 锐 以 黑 

色 ， 黑 白 异 常 分 明 。 鼻 额 部 面 纹 从 鼻 端 向 后 逐渐 变 宽 ， 呈 锥 形 ， 至 额 部 突然 变 细 ， 延 至 

有 倾 背 时 又 复 加 宽 并 以 宽 纹 形式 延至 前 肩 。 白 色 的 鼻 额 面 纹 绝 不 扩大 ， 与 面 侧 白斑 相连 。 

耳 前 区 白 斑 的 毛 较 短 ， 向 前 伸 不 及 眼 耳 间距 之 半 。 头 面部 和 颈 背 除 白 色 斑 纹 外 均 为 黑 

色 。 耳 背 黑 褐 色 。 体 背 乌 黄 并 覆 以 浓密 的 暗 橄榄 神色。 腹面 主要 呈 灰 白色 。 前 后 足 黑 

色 。 尾 基部 与 体 身 一致， 后 半 段 纯 黑 但 尾 端 常 有 一 束 白 毛 〈73838 号 副 模 的 尾 端 白 毛 东 
长 达 30mm ) 。 

* : 本 文 1981 年 发 表 于 《 兽 类 学 报 》，1(2) : 167 一 176。 

。 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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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骨 与 国内 其 他 亚 种 相似 ， 正 副 模 标本 均 无 矢 状 风 。 眶 上 突 极 微 ， 几 乎 不 显露 出 

来 。 第 2 上 白 齿 (M) 不 萌发 但 第 2 下 白 齿 〈M2: ) 存在 〈 表 1)。 

表 1 七 和 花 面 狸 量度 

性 别 体重 体 长 尾 长 后 足 长 耳 长 颅 全 长 基 长 口 盖 长 额 宽 眶 间 宽 眶 后 宽 后 头 宽 上 和 裂 齿 

/g V/mmn /mm /mm /mm /mm /mm /mmn /mmn /mm /mmn /mm /mm 

正 模 73646 你 5100 585 495 87 TO OO Ed42669 2K 人 的 人 

副 模 73312 和 尔 3150 580 510 100 5 中 必 卫 二 5 DDN 2040O5OT7AOX 6 5 

73838 脱 3800 490 425 83 49 980 9 2 

讨论 

花 面 狸 是 亚洲 东南 部 的 特有 属 种 ， 亚 种 分 化 甚 多 。 在 我 国境 内 已 有 7 个 亚 种 的 分 

化 。 七 算 花 面 狸 的 分 布 区 介 于 忆 .，/!/，mzeglectae， 了 .7!，7zazgriceps 和 王 .， 7，z72trxcdezs 3 

个 亚 种 之 间 。 它 的 头面 部 和 颈 部 白色 斑纹 与 分 布 在 它 的 东 面 、 南 面 的 P，!， zztrudenas 

极为 相似 ， 但 后 者 背 色 鲜艳 ， 体 背 主要 呈 鲜 赭 黄色 或 灰 褐 色 ， 体 形 也 较 大 ， 头 骨 颅 全 长 

121. 5(119. 0 一 126. 8)mm。 与 新 亚 种 有 明显 区 别 。 新 亚 种 西 侧 〈 高 黎贡山 西 坡 ) 独 龙 

江河 谷 和 泸 水 片 古 岗地 区 的 P.，/!，7zeglectae， 白 色 面 纹 在 额 部 扩张 而 与 面 侧 白 斑 连接 融 

合 。 头 颈 部 除 白 色 斑 纹 主 要 呈 橄 槛 褐 而 非 黑色 。 冬 季 颈 背 的 白 纹 退 化 消失 。 体 形 与 已. 

2 zt7rudezs 相似 而 大 于 新 亚 种 ， 两 者 差异 显著 ; 新 亚 种 西北 部 〈 西 藏 察 隅 地 区 和 缅 旬 

极 北 部 ) 的 已 ，!， zzgricebps， 体 背 乌 褐 比 新 亚 种 更 为 深 暗 ， 头 面部 和 颈 背 的 白色 斑纹 

极度 退化 而 仅 留 痕迹 ， 灰 白色 的 鼻 额 面 纹 隐 现 出 仍然 是 与 面 侧 白斑 相连 接 的 类 型 ， 与 新 

亚 种 也 有 差别 。 

我 国 的 花 面 狸 除 上 述 3 个 亚 种 外 ， 尚 有 忆 . !， Laruata 〈 国 广 地 区 )、P. /. 

iizd710 〈 台 湾 ) ，P.，7!，jPaizaza (海南 岛 ) 和 PP，7，7rioalis (长 江 中 下 游 及 其 以 北 地 

区 ) 4 个 亚 种 。 其 中 P.，!， jarata 体 背 较 亮 ， 体 侧 多 灰 黄 色 ， 颈 背 白 纹 极 细 罕 仅 呈 线 

条 状 甚至 消失 ;， 忆 .7!，taiazza 体形 最 小 ， 颅 全 长 仅 100mm 左右 ， 颈 侧 和 喉 部 的 白色 

领 纹 缺失 ; P，/!，rivalis 体 色 最 淡 ， 几 乎 呈 淡 灰白 色 或 浅黄 色 ， 头 骨 眶 间距 较 宽 ， 多 
数 超 过 23mm; P.，7!，jPaizizaza 体 背 鲜 赫 褐色， 头骨 较 小 ， 颅 全 长 109.7(106. 8 一 

114.0)mm。 这 4 个 亚 种 均 与 新 亚 种 有 别 。 

分 布 于 国外 的 亚 种， 在 中 南 半 岛 南部 和 印度 尼 西 亚 一 带 的 计 有 P.，/!，yjanetta， 忆 . 
ZL，7opzusta， 忆 /7Joxraezzz ， 忆 LVLexco72ytdaz， 了 /opgiloyi 5 个 亚 种 ， 体 色 都 较 

新 亚 种 鲜亮 。 体 形 也 较 大 ， 颅 全 长 大 多 超过 120mm。 耳 前 区 白斑 的 毛 较 长 ， 向 前 伸 时 

超过 眼 耳 间距 之 半 ;， 尼泊尔 和 克什米尔 一 带 的 P，7!.， zeroghtoxiz，P，/7. grayi 和 安达 曼 
岛 的 也，!，tztytlerii， 其 鼻 额 面 纹 均 与 面 侧 白斑 相连 接 而 与 P， 7/.，mneglecta 和 卫 . /. 

1787zicezs 亚 种 相似 ， 都 与 新 亚 种 有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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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分 布 

本 亚 种 目前 仅 在 怒江 河谷 两 岸 〈 高 黎贡山 东 侧 和 怕 罗 雪山 西 侧 ) 发 现 。 

3 个 模式 标本 均 在 鸡 嗪 子 树 〈Denzadropezthazza cazpztat) 和 杏 树 下 用 铁 夹 捕获 。 胃 

内 食物 全 是 鸡 味 子 果 和 杏子 。 正 模 标 本 捕获 时 ， 阴 基 龟 头 上 有 许多 乳白 色 精 液 溢出 。 据 

此 ，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12 月 中 旬 已 进入 发 情 交 配 期 。 据 访问 了 解 ，4 一 5 月 可 见 幼 仔 出 

生 。 

对 比 标本 

P.，/!.，intrudens (云南 南部 、 中 部 西部 和 东部 10 人 人 ，3 平 千 ，31 皮 ; 四 川西 部 

8， 贵 州 南部 4;， 广西 西南 部 2); P. /neglecta (云南 西北 部 3); PE. /iagicezs ( 西 

藏 察 隅 3); P. !/， aroata (广东 3 人 4 人 4 ，8??，6 皮 ; 福建 9 皮 ; 浙江 5 皮 ) PP. 7/ 

haizaza (海南 岛 3 人 人 ，3 和 平平 ，7 皮 ); 了 /rioals (四 川 东部 20 皮 ， 陕 西 2， 安 徽 

1， 上 海 3， 北 京 西 郊 5) 。 

2 暗色 大 坑 鼠 Petiaxrzsta petaxrzista 71zgzra ，Wang 新 亚 种 

正 模 标本 

标本 号 73744，A& (成 体 )，1973 年 12 月 12 日 采 于 贡 山 县 七 算 地 区 ， 海 拔 1900m。 

副 模 标本 

标本 号 73745， 平 〈 成 体 )， 采 集 日 期 和 地 点 同 正 模 标本 。 

查看 标本 

15 皮 “〔 贡 山 县 怒江 河谷 7， 眉 江 2， 六 库 2， 维 西 3) 。 

鉴别 特征 

大 小 和 斑纹 与 P，z 思 yazazensis 相似 ， 但 体 色 深 暗 ， 背 部 呈 暗 栗 黑 色 ， 耳 背 黑 栗 

色 ， 腰 臂 部 的 灰白 色 麻 点 稠密 ， 形 若 白 霜 。 头 骨 眶 间距 较 宽 ， 超 过 18. 2mm， 约 为 颇 全 

长 的 24%%。 

描述 

上 体 〈 包 括 翼 膜 、 股 膜 ) 主要 呈 暗 黑 栗 色 。 从 头顶 到 尾 基 〈 包 括 肩 侧 和 屠 侧 ) 均 散 

生 灰 和 白色 小 麻 点 。 头 、 颈 和 背部 的 小 麻 点 少 而 稀 ， 其 浓密 程度 与 P. 思 yxazensis 的 腰 

璧 部 相似 ， 但 本 亚 种 腰 辟 部 的 小 麻 点 更 为 丰富 ， 形 似 一 层 薄 霜 。 吻 鼻 周 围 、 眼 周 、 肩 

膜 、 股 膜 边缘 和 足 背 均 为 黑色 。 下 体 灰白 到 毛 基 ， 但 胸 腹 中 央 有 程度 不 同 的 黄 棕 色 或 浅 
黄色 泻 染 。 
.398 ， 



阴 葵 骨 形 状 、 大 小 与 P，z，yaazensis 相似 。 肉 性 乳 式 1-2 王 6。 

头骨 与 P，z。 yanzazzezlsis 相似 ， 但 前 额 较 宽 ， 眶 间距 18. 2 一 19. 2mm ( 表 2) 。 

表 2， 了 暗色 大 记 鼠 量度 

性 别 体重 体 长 尾 长 后 足 长 耳 长 颅 全 长 基 长 口 盖 长 额 宽 眶 间 宽 后 头 宽 眼眶 长 宽 上 站 齿 

/g /mm /mm /mm /mm /mm /mmn /mn /mn /mmn /mn /mmn /mm 

正 模 73744 人 处 1800 440 483 75 45 1 6456 9950 5 OIL SS UL 16.9 

副 模 73745 平 2100 455 550 78 46 96 690J0250O OO 27.8 18.0 

讨论 
大 坑 鼠 广泛 分 布 于 我 国 南部 以 及 中 南 半 岛 、 马 来 半岛 、 印 度 尼 西亚 、 斯 里 兰 卡 、 印 

度 、 尼 泊 尔 、 不 丹 等 地 。 在 东亚 和 南亚 地 区 已 有 17 个 亚 种 的 分 化 〈Ellerman et al. 

1951) ， 分 布 于 印度 、 斯 里 兰 卡 和 缅甸 一 带 的 有 P， 思 .zhilzz 加 pezsis， 也 ， 力 ci7z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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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pka 7 个 亚 种 ， 它 们 的 下 体 均 为 和 白色、 灰色 或 暗 灰 色 ， 绝 无 任何 黄 棕色 痕迹 。 而 且 除 

P， zzpjpilizbpensis 和 卫 . zarRa 外 ， 尾 部 主要 呈 灰 色 ， 与 新 亚 种 很 不 相同 。 

分 布 于 我 国 四 川南 部 的 P.，z. rwpzczzdxs， 国 广 地 区 的 P，， 疙 产 pes， 海 南 岛 的 

了 PP，z。，、jPhazzzaza 和 台湾 的 也 加 gradizis 4 个 亚 种 ， 除 海南 亚 种 外 ， 体 形 都 比 新 亚 种 小 ， 

颅 全 长 不 及 72mm。 这 4 个 亚 种 体 背 都 没有 散 生 的 灰白 色 小 及 斑 而 与 新 亚 种 显然 有 别 。 

分 布 于 云南 南部 、 西 南部 、 泰 国 、 老 挝 和 缅甸 东部 的 P，z.， /yez 和 越南 北部 、 云 南 东 

南部 、 广 西西 南部 和 贵州 南部 的 P.， 如 .zzloniz， 其 腹面 全 为 棕 黄色 ， 上 体 从 头 到 尾 基 均 
浓密 地 覆 以 灰白 色 ， 形 若 浓 霜 ， 头 部 几乎 全 变 为 白色 。 耳 背 上 半 部 灰 棕 色 或 纯 白 色 与 新 

亚 种 差异 更 著 。 

暗色 大 亏 鼠 的 腹 色 ， 背 部 的 灰白 色 小 麻 点 和 体形 大 小 与 高 黎贡山 西 侧 〈 腾 冲 、 片 

马 、 独 龙 江河 谷 等 地 ) 的 己 . 加 .yaxzanensis 颇 为 相似 ， 但 体 色 深 暗 多 黑 ， 眶 间距 约 为 颅 

全 长 的 24 加 。 后 者 背 色 栗 红 或 栗 褐 ， 头 、 项 和 背部 的 灰白 色 麻 斑 极 少 ， 肩 侧 和 后 肤 背 

侧 则 完全 消失 。 耳 背 褐 红 而 不 是 黑色 。 腰 懂 部 麻 斑 相对 较 稀 而 小 。 眶 间 宽 度 较 窗 ， 眶 间 

距 16. 6 一 18. 2， 不 及 颅 全 长 的 22% ;印度 那加 山 一 带 的 P.，z.，alpzventer， 体 形 较 小 ， 

颅 全 长 不 及 74(66. 0 一 73. 1)mm， 尾 色 棕 而 非 黑 ， 都 与 新 亚 种 有 别 。 

我 们 曾 检查 过 贡 山 县 商业 局 收购 的 100 余 张 本 亚 种 的 皮 张 ， 暗 色 性 状 是 稳定 的 。 而 

且 极 易 与 独 龙 江 一 带 收购 来 的 忆 ， 娘 yazanensis 皮 张 相 区 别 。 新 亚 种 确 能 成 立 。 

地 理 分 布 

仅 分 布 于 北纬 26" 一 28"50 ， 东 经 98"40' 一 99?15 ' 的 怒江 河谷 两 侧 和 澜沧江 河谷 〈 维 

西洲。 

9 SS。 



主要 栖 于 海拔 1900 一 2900m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或 针 阔 混交 林 、 杉 树林 中 。 以 树叶 、 标 

果 或 苦 玫 等 为 主要 食物 。 在 高 黎贡山 东 侧 的 七 葡 地 区 ， 常 发 现 多 在 低 山 阔 叶 林 中 的 高 大 

台湾 杉 〈Teairwuazzia Fiousiaza) 树 上 活动 。 在 栎 果 成 熟 季 节 ， 多 到 标 树 上 殉 食 。 喜 单 个 

或 成 对 活动 。 晚 上 9 一 11 时 活动 最 频繁 。 似 有 趋 光 性 ， 晚 上 每 当 林 中 有 敌 火 ， 常 攀 到 筹 

火 附近 的 高 大 树 上 活动 并 常 鸣叫 。 

对 比 标本 

P. 访 .yazaztezsis 〈 云 南西 北部 : 6 人 人 ，3 王 和 干 ，12 皮 ); PP. 太 、 1yLez 〈 云 南 南 

部 : 1044，8??，17 皮 );，P， 户 _miloni (广西 西南 部 54 4 ，2 皮 ; 贵州 南部 4 
皮 ; 云南 东南 部 4 皮 ); P，z 思 uvFipes (福建 3 人 和，5? 了 了; 广西 瑶 山 5 和 和，3 字 

蛙 ); P.， 思 _rupicxurzadaus (四 川南 部 3 ?); P，zp。，Hhainaza (海南 岛 26 人 和，16 和 二 

,8 皮 )。 

3 “” 贡 了 山 赤 腹 松鼠 Callosczxrzxs erytPzraexs go72g5SPa71e113815 ， Wang 

新 亚 种 

正 模 标本 

标本 号 73952， 千 (成 体 )，1973 年 12 月 30 日 采 于 贡 山 县 九里 达 ， 海 拔 1600m。 

副 模 标 本 

标本 号 74736，f8 (成 体 )，1973 年 12 月 12 日 采 于 贡 山 县 七 答 ， 海 拔 1850m， 标 本 
号 73951， 昱 (成 体 )， 采 集 时 间 和 地 点 同 正 模 标本 。 

查看 标本 

锦江 八 村 〈 怒 江西 岸 ) 1 人 4 ; 贡 山 2 皮 。 

鉴别 特征 

育 色 深 浓 ， 体 背 暗 橄榄 褐色 。 耳 绿 浓 寿 褐色。 腹面 栗 紫色 且 无 任何 中 央 条 纹 。 尾 后 

端的 毛 长 ， 大 部 黑色 而 毛尖 棕 红 。 体 形 中 等 ， 颅 全 长 52 一 54mm。 

描述 

头面 部 橄榄 棕色 。 耳 壳 边 缘 浓 寿 褐色 或 锈 褐 色 。 耳 后 斑 显 著 ， 棕 黄色 。 背 部 、 体 侧 
和 尾 近 基 部 的 1/3 段 全 长 一 致 的 暗 橄榄 褐色 并 有 油 亮光 泽 。 足 背 略 深 于 体 背 ， 趾 纯 黑 
色 。 尾 背 腹 同 色 。 尾 中 段 隐现 6 一 7 条 暗黑 色 环 纹 。 尾 后 段 〈 纹 60 一 80mm) 的 毛 较 长 ， 

毛 的 4/5 纯 黑 ， 毛 端 棕 红 或 棕 黄 色 ， 形 成 表面 染 有 棕色 的 黑色 尾 端 毛 束 。 腹 面 均 为 暗 栗 

紫色 ， 胸 喉 和 腹 中 央 均 无 攀 状 纹 或 腹 中 纹 〈 表 3) 。 

。 400 。 



表 3 贡 山 赤 腹 松鼠 量度 

讨论 
赤 腹 松鼠 的 亚 种 分 化 甚 多 ， 在 我 国 已 有 14 个 亚 种 的 分 化 〈 李 树 深 等 1981) 。 贡 山 

新 亚 种 的 分 布 区 介 于 C. .etzrterznedia，C.， e.gordoniz ，C.、e.。 xiaz71t2ee1zsi5， Ce. 

72zChia722S 和 Ce， glLoveri 5 个 亚 种 之 间 。 西 侧 〈 独 龙 江河 谷 ) 的 C. e. imtermzedia 亚 

种 ， 体 背面 〈 包 括 整个 尾 在 内 ) 均 为 一 致 的 橄榄 褐色 ， 耳 缘 与 体 背 同色 ， 足 趾 无 黑色 ， 

尾 无 黑 端 毛 束 ， 毛 尖 亦 无 棕 红 色 ， 体 型 较 大 ， 颅 全 长 55mm 或 更 多 ， 与 新 亚 种 大 不 相 

同 ， 新 亚 种 西南 面 的 Ce， gordoxz ， 前 脚 一 般 都 有 灰 褐 色 槐 状 纹 插入 ， 脚 腹 中 央 有 发 

达 的 橄榄 色 腹 中 线 贯 穿 并 达 尾 基 。 尾 端 少 有 黑色 毛 束 ， 毛 尖 也 不 红 ， 泸 水 标本 间或 有 

之 ， 但 其 毛 东 不 超过 30mm， 体 背 为 亮 褐 灰 色 ， 耳 壳 边 缘 仅 略 呈 橘 黄色 而 与 新 亚 种 也 不 

同 ， 新 亚 种 东南 侧 云龙 、 莫 江 一 带 的 Ce.， zzzameensis 和 维 西 、 兰 坪 、 丽 江 一 带 的 C. 

e. 7lichiaz2s 亚 种 ， 体 背 中 央 〈 特 别 是 腰 民 部 中 央 区 ) 有 显著 的 暗黑 色 而 深入 体 侧 ， 胸 

腹部 中 央 亦 有 槐 状 纹 和 腹 中 条 纹 ， 尾 端 无 黑色 毛 束 ， 毛 尖 也 不 红 ， 体 形 比 新 亚 种 小 ， 颅 

全 长 多 数 不 及 52mm， 分 布 于 德 钦 、 中 旬 和 木 里 一 带 的 Ce. goverz， 耳 缘 的 棕 橘 色 

是 国内 各 已 知 亚 种 中 最 为 深 浓 的 一 个 亚 种 ， 但 仍 较 新 亚 种 浅 淡 ， 后 者 体 色 甚 浅 ， 体 背 主 

要 呈 淡 橄榄 灰色 ， 尾 与 背 色 一 致 ， 无 黑 端 丛 毛 束 ， 足 趾 也 不 黑 ， 都 与 新 亚 种 不 同 。 

在 赤 腹 松鼠 的 所 有 已 知 亚 种 ， 耳 缘 具 浓 赫 红色 而 尾 端 有 红色 或 红色 毛尖 者 ， 仅 为 印 

度 阿 萨 姆 地 区 的 指 各 亚 种 C._ eerythparaexs， 但 后 者 尾 大 部 甚至 全 部 均 为 红色 ， 尾 端 无 

黑色 端 束 ， 体 形 比 新 亚 种 大 ， 颅 全 长 多 数 超过 56mm。 

赤 腹 松鼠 的 其 余 亚 种 ， 体 色 均 较 鲜 亮 ， 若 较 深 时 ， 背 中 央 较 黑 而 深 于 体 侧 。 尾 无 带 

红色 毛尖 的 黑色 端 丛 毛 束 ， 若 有 ， 则 毛尖 多 呈 淡 白色 或 全 为 纯 黑 色 。 耳 缘 与 背 同色 或 仅 

呈 洗 黄色 都 与 新 亚 种 不 同 。 

地 理 分 布 

仅见 于 高 黎贡山 东 坡 (北纬 27" 一 28"50") ， 包 括 贡 山 县 、 福 贡 县 和 锦江 县 的 怒江 

西岸 。 

生态 资料 

栖 居 于 海拔 1500 一 2100m 的 沟谷 闪 叶 林 中 。 主 要 以 树叶 、 标 果 、 锥 票 等 为 食物 。 

多 晨 错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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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 标本 

Ce， itermedia，1 (云南 : 贡 山 独 龙 河谷 )，C. ee， gordozi，57 〈 云 南 : 腾冲 、 

梁 河 、 到 江 、 潞 西 、 涉 水 ) ，C. exzimzzzeezs15，53 (澜沧江 以 西 怒 江 以 东 的 云南 西南 

部 ); C，e，7zaichiazws，57 (云南 北部 ); Ce，glover ，12 (金沙 江 以 北 。 雅 荐 涝 以 

西 的 川西 ， 汗 北 地 区 ); Ce。 pozjhotez，28 〈 四 川 : 峨眉 山 ); Ce， zwlza72g5S7a7271e- 

sis，48 〈 云 南 中 部 无 量 山 ); Ce。，Aherzdeez，28 (云南 南部 ); C，e。 casta7zeoae7i 厅 全， 

38 (长 江 以 南 的 四 川南 部 、 贵 州 、 云 南 东 南部 和 广西 ); Ce. zzasularis，41 (海南 

岛 ); Ce，7zzzjpoezsi15，26 (安徽 、 浙 江 和 福建 ) 。 

4 片 马 梨 启 Mizcro7z ys 72z72ztzs za71772Qe713815 ，Peng 新 亚 种 

正 模 标本 

标本 号 74063， 胖 (成 体 )，1974 年 1 月 24 日 采 于 泸 水 县 片 马 ， 海 拔 1930m。 

副 模 标 本 

标本 号 74068，f4 (成 体 )，1974 年 1 月 26 日 采 获 ,采集 地 同 正 模 标本 ， 标 本 号 
74000， 早 成体) ，1974 年 1 月 18 日 采 于 涉 水 中 片 马 ,海拔 1925m。 

查看 标本 

54&4&，5 乎 千 ， 采 于 泸 水 片 马 和 泸 水 姚 家 坪 〈 高 黎贡山 东 坡 )， 海 拔 1930 一 

2250m; 

鉴别 特征 

体形 小 。 体 背 深 褐 橄榄 色 。 耳 与 背 色相 似 ， 无 明显 红 迹 。 

描述 

本 亚 种 的 特征 介 于 四 川 梨 鼠 (M. 7 加。 pygaexs ) 和 红 耳 梨 启 (M 7 力 。 ery 太 70= 

ts) 之 间 。 它 既 有 耳 与 体 色 相 一 致 的 一 面 ， 又 有 体 小 色 深 的 不 同 。 它 与 红 耳 梨 鼠 的 最 大 

区 别 在 于 耳 无 红色 ， 极 个 别 的 仅 微 具 赫 晕 ， 不 显 红 迹 。 至 于 背 色 的 浓 褐 深 暗 ， 腹 色 的 浅 

灰 微 寿 则 是 独 具 的 特色 。 腹 面 与 四 川 梨 鼠 的 灰白 或 黄白 色 以 及 红 耳 梨 鼠 的 浓 赭 灰色 都 不 

同 。 极 个 别 有 浓 厚 色调 也 仅 与 个 别 淡色 的 红 耳 梨 鼠 相似 。 足 背 暗 褐 ， 有 时 杂 有 深浅 不 一 

的 赤 黄 色 ， 老 年 个 体 蔷 部 赤红 ， 在 尾 落 周围 更 为 鲜明 ( 表 4) 。 

讨论 

我 国 的 巢 鼠 自 Milne (1874) 将 采 自 四 川 宝 兴 的 标本 定名 为 小 梨 鼠 (M.， 7。 zyg- 
7QexS) 以 来 ， 在 我 国 各 地 记载 的 标本 都 是 以 此 命名 。 后 来 ，Osgood (1932) 认为 此 名 

太 泛 旧 ， 于 是 把 越南 北部 沙巴 的 标本 改 用 红 耳 梨 鼠 (M.， mr。 erythrolis)。Anthony 

(1941) 认为 缅甸 北部 更 接近 红 耳 梨 鼠 的 原 产 地 〈 印 度 喀 西山 ) ， 就 符合 了 Osgood 的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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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片 马 巢 鼠 量度 

体重 体 长 尾 长 后 足 长 耳 长 颅 全 长 基 长 口 盖 长 烙 宽 眶 间 宽 后 头 宽 眼眶 长 上 闫 齿 

/TD Dr /rm 
性 别 

正 模 74063 衬 8 64 73 15 7 952we78 950 8. 4 3, 记 8. 4 3. 5 3.0 

副 模 74068 不 7 52 54 13 8 1850 83 8. 4 8.3 3.2 8,.2 3.4 83 

74000 平 5 58 60 15 10 OU 955 8 六 3. 0 8.5 3. 5 3 

查看 标本 ,5 和 人 7(5 55(47 58(53 14(12 8(62 180 86 8.4 3 8.14 38 3.6 3 可 

5 秆 乎 一 10) 一 65) 一 66) 一 15) 一 10) (17.7 一 (7. 9 一 (8. 2 一 (3.1 一 (8.0 一 (3.4 一 (3.5 一 (3.0 一 

8 ONLOAD) SS SO 2 

法 ， 把 缅 旬 恩 梅 开 江 和 我 国 片 马 一 带 的 标本 也 定 为 红 耳 梨 鼠 。 后 来 ，Ellerman 等 

《1951) 将 四 川 小 梨 鼠 和 红 耳 梨 忌 合并 为 一 个 亚 种 。 但 据 我 们 收藏 的 标本 来 看 ， 两 者 形 

态 区 别 甚 著 ， 且 各 具有 一 定 的 地 理 分 布 区 : 四 川 小 梨 鼠 主要 分 布 于 四 川西 部 、 云 贵 高 原 

和 演 西 高 原 峡 谷 区 ;， 红 耳 梨 鼠 主要 分 布 在 滇 南山 地 。 形 态 各 异 ， 分 布 区 也 不 同 ， 故 不 宜 

并 为 同一 亚 种 。 这 次 采 自 泸 水 〈 片 马 和 姚 家 坪 ) 的 梨 启 ， 具 体 小 色 黑 的 特点 ， 且 为 高 黎 

贡 山 中 下 段 〈 东 西 坡 ) 的 特有 类 群 ， 应 是 一 个 新 的 地 理 亚 种 。Anthony (1941) 报道 获 

自我 国 片 马 、 岗 房 的 梨 鼠 ， 疑 即 属 此 亚 种 。 

地 理 分 布 

本 亚 种 仅见 于 高 黎贡山 中 下 段 (北纬 26 一 27 ) 的 泸 水 和 腾冲 等 地 。 

主要 栖 于 半山 丘陵 坡地 (海拔 1500 一 1900m) 。 常 在 开明 过 的 地 边 坡 坎 上 及 其 附近 

灌 丛 、 草 丛 栖 居 。 洞 口 大 小 不 一 ， 洞 径 3 一 4cm。 洞 穴 有 两 种 类 型 ， 中 单独 洞口 ，@ 几 

个 聚 在 一 起 的 洞口 。 在 片 马 地 区 耕地 周围 的 坡 坎 处 洞口 曾 布 放 鼠 夹 ， 两 天 内 捕获 3 只 某 
鼠 。 有 时 也 在 附近 草丛 中 可 以 发 现 鼠 巢 。 草 从 上 的 鼠 集 结构 简陋 ， 仅 用 碎 草 构成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蘑 形 甚 不 完整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梨 鼠 耐 受 潮湿 ， 在 山沟 小 溪 旁 、 地 边 水 沟 处 潮 
湿 多 草 的 地 方 ， 很 容易 捕 到 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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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ammals from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PENG Hung-shou WANG Ying-xiang 

(Department of Classification and Fauna of Vertebrate，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y) 

During 1973 一 1974，there were two mammal surveys had been made in the Gaoli-. 

gong mountains，the most western flank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i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Yunnan。Altogether the set consists of about 1356 specimens belonging 149 

species with 28 subspecies。 After critically checked，numerous Species and subspecies 

were found to be new to science。JIn the following lines are the diagnoses of the four sub- 

species of them. 

1，Pasgrrmza Iarvata czcjzmagefsis Wang，subsp。 nov. 

Holotype:， No. 73646，1 male (ad. ) ，collected from Chiching (七 箭 ，alt，2000my) 

of Gaoligong mountains，Gongshan Xian，northwestern Yunnan，on December 11， 

下 9 7 

Paratypes; No. 73721，1 male (ad. ) ，collected from Pula 〈 普 拉 ，alt。 1600 责 关 

near the holotype locality，on June 22，1973，， No. 73838,，1 female 〈subad. )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as the holotype，on December 17，1973. 

All the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天 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 

mla Sinlca， 

Diagnosls: Most resembling 忆 ，!.，z7ztredezt，but with smaller skull and darker 

colour， The skull is about 117mm. The mask and patches of the face，head and neck are 

ImoOre consplcuous than the latter in all seasons。， The colour of the upper surface is 

dusky brown with darker oliveceous instead of ochraceous，The terminal portion of the 

tall has a white cluster of hairs. 

2。Petaurista petaurista 1iigra Wang，subsp。 nov. 

Holotype: No. 73 744，1 male (ad. ) ，collected from Chiching (alt，1900m) of 

Gaoligong mountains，Gongshan Xian，northwestern Yunnan，on December 12，1973. 

Paratype: 1 female (ad. )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and date as the holo- 

ee 404 



type. 

Specimens examined: 15 skins collected from Nu Jiang Valley (including Gongshan 

Xian 7; Bijiang xian 2; Lushui xian 2) and Lancang Jiang valley (Welxl 3). 

Diagnosis: Most resembling 尸 ，z。yzw7zaze?1815，but with darker colour and more 

broad region of the interobital breadth， The upper surface is dark blackish-chestnus， 

the rump densely specked with white like frost appearance， The back of the ear is also 

dark blackish-chestnut，The interobital breadth is more bread (over 18. 2mm) than the 

latter. 

3. Callosciurus erytpraers go1gsjaiztefsis Wang，sSubsp。nov. 

Holotype: No. 73 952，1 male (ad. ) ，collected from Jiulida (九里 达 ，alt. 1600m) 

(eastern flank of Gaoligong mountains) ，Gongshan Xian，northwestern Yunnan，on De- 

cember 30，1973. 

Paratypes: No.74 736，1 male (ad. ) ，collected from Chiching (alt，1850m ) ， 

Gongshan，north western Yunnan，on december 12，1973; No.73 791，1 female (ad. )，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and date as the holotype. 

Specimens examined: Gongshan Xian (2 skins); Bachun ( 八 村 )，Bijang Xian (1 

male). 

Diagnosis: The colour is the darkest of all subspecies in our country。 工 he upper 

Surface is dark brownish-olivaceous。The ears are Strong ochraceous-rusty。Under parts 

from throat to the base of the tail and inner side of limbs are deep purple-chestnut with- 

out any middjle stripe。 The end of the tall (about one third of the tail) is black with ru- 

fous end of hairs，Size ls middle，the greatest length of skull is 52 一 54mm. 

4 Micromzys，17zI12UIUS Piofz112aefSIS Peng，subsp。nov. 

Holotype: No. 74 063，1 female (ad. )，collected from Pianma ( 片 马 ，alt. 

1930m) ，Lushuli Xian，western Yunnan，on January 24，1974. 

Paratypes: No. 74068，1 male (ad. ) ，collected from same locality as the holotype 

on January 26，1974. No. 74000，1 female (ad. ) ，collected from Zhongpianma (中 片 

马 ，alt. 1925m) ，near the holotype locality，on January 18，1974. 

Speclimens examined: 5 males and females collected from Pianma and Yaojiaping 

( 姚 家 坪 ) ，Lushui Xian，western Yunnan， 

Diagnosls: This subspecies differed from its allies in having a blackish olive-brown 

In genera colour and with an indistinguishable red colour of ears，They are certainly ab- 

orignal forms of Gaoligo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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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廊 一 新 种 的 记述 

李 致 祥 
中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 

1973 一 1978 年 ， 我 们 对 高 黎贡山 和 怕 罗 雪山 的 兰 椎 动物 进行 了 多 次 考察 。 在 考 

察 中 ， 先 后 获得 珍奇 的 黑 廊 标 本 计 10 号 ， 经 对 比 研究 实 属 廊 亚 科 一 新 种 。 记 述 如 

下 

黑 廊 Moschaus fuscaxs 新 种 

正 模 标本 

采集 号 73556，f《 (成 )，1973 年 12 月 21 日 ， 采 于 贡 了 山 县 巴 坡 三 队 。 海 拔 3500m。 

副 模 标 本 

采集 号 73456， 平 〈 成 )。1973 年 11 月 15 日 。 采 集 地 和 高 度 与 正 模 标本 同 。 

贡 山 巴 坡 1 人 (成 )，1 人 〈 半 成 体 )。 怕 江 1 人 人，5 邓 地区 罗 雪 山 海拔 3600 一 

4000m) 。 

全 部 模式 标本 和 研究 标本 ， 均 保存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鉴别 特征 

全 身 毛 色 黑 褐 〈 图 1)， 明 显 的 比 其 他 任何 一 种 廊 深 暗 得 多 。 喉 部 和 须 侧 无 条 纹 或 

异 色 斑 。 吻 长 短 于 颅 全 长 之 半 。 泪 骨 一 般 长 大 于 宽 。 

形态 

体形 小 ， 与 林 廊 相似 ， 体 长 为 730 一 800mm。 全 身 毛 色 〈 包 括 头 、 耳 和 四 肢 ) 均 为 
纯 一 的 黑色 。 毛 基 铅 灰 。 半 成 体 的 背 毛 颜色 略 浅 ， 几 呈 暗 褐色 。 刚 出 生 的 幼体 和 胎儿 ， 

号 上 具 浅 黄色 圆 斑点 。 头 骨 大 个 与 林 廊 相似 ， 颅 全 长 在 150mm 以 下 。 多 数 标本 泪 骨 长 
大 于 宽 ， 只 有 少数 标本 的 泪 骨 其 长 宽 几 乎 相等 〈 表 1 和 表 2) 。 

* 本 文 1981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2(2): 157 一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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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 廊 〈Moschnas Fuscas) 

表 1 黑 廊 外 形 量度 〈 单 位 : mmy) 

前 肢 后 肢 
标本 号 性 别 体 长 属 长 . 广 后 足 长 ,| 卫 上 长 。 下 二 

蹄 甲 长 ” 侧 蹄 甲 长 蹄 甲 长 侧 蹄 甲 长 

正 模 73556 人 730 30 256 90 40. 5 30 35 33 

副 模 73456 未 800 30 250 98 41 32 39 37 

73444 东 750 32 5 90 40 31 39 38 

73523 代 740 2 270 85 41 红 40 35 

78020 人 730 230 85 40 33 42 34 

78018 时 830 30 290 95 一 一 一 一 

78019 E 800 30 285 90 一 一 一 -- 

78084 于 860 40 240 90 一 一 站 一 

78085 平 690 40 230 85 三 到 二 三- 

78088 汪 690 20 250 80 37 30 37 28 

表 2 黑 廊 头骨 量度 〈 单 位 : mm) 

标本 号 颅 全 长 ”“ 口 盖 长 “” 额 帘 吻 长 鼻骨 长 泪 骨 长 泪 骨 宽 ”上 站 齿 长 ”下 站 齿 长 

正 模 73556 142 80. 5 56. 4 68. 5 45. 2 22 18. 5 号 3955 

副 模 73456 全 5 5 55 64 了 长 7 和 7 38 40 

73444 139 f 虹 3 58 66. 5 45 195 5 下 38. 3 41 

f3S523 139 78 56.2 65:5 了 二 18 16. 5 38. 5 41. 5 

78084 147 69 64 70 146 18 AS 38. 5 41 

78020 41. 82 9 67SV 15 ] 6S 9 3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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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关于 廊 的 分 类 ，Lydekker (1915) 认为 廊 亚 科 仅 为 1 种 3 亚 种 。Flerov (1930) 主 

张 分 为 3 个 独立 的 种 ， 即 M. rzoscPi erus、M. chnrysogaster 和 M. perezovsRziz 。 高 炊 

亭 〈1963) 根据 我 国 大 量 的 标本 做 了 进一步 的 系统 分 析 ， 确 认 我 国 所 产 的 廊 应 为 3 个 独 
立 的 种 ， 即 原 廊 〈M . noschijerwus)， 我 国 东北 ; 林 廊 〈M.， perezovsAzi ) ， 华 南 、 西 

南 、 青 藏 高 原 ; 马 麻 (M. sifanicws)， 川 西 、 汗 北 。 近 来 Groves (1975) 根据 以 往 的 

文献 和 各 国 博 物 馆 所 存 的 标本 ， 对 廊 属 进行 了 分 类 研究 。 该 作者 认为 ， 产 于 印度 、 尼 泊 

尔 和 缅甸 等 地 ， 以 及 我 国 和 前 苏联 等 地 的 廊 仍 应 分 为 3 个 独立 的 种 。 该 作者 主张 除 高 耀 

亭 (1963) 的 原 廊 、 马 廊 的 学 名 外 ， 应 将 林 廊 的 学 名 复 用 Hodgson 〈1839) 所 订立 的 
Moscjpaus cpzsogaster 旧名 ， 并 将 M. perezovsRiz 作为 M. chrysogaster 的 一 个 地 理 亚 种 。 

他 发 现 分 布 在 印度 等 地 的 M. sifanazcus 都 栖 居 在 高 原 地 带 ， 而 M.，cjhrysogaster 则 分 布 

在 低 师 森林 坡地 上 面 ， 根 据 该 作者 在 不 列 颠 博物 馆 所 检查 Hodgson (1839) 所 描述 的 

M. cjhzrysogaster 的 模式 标本 的 情况 看 ，M. chrysogaster 显著 地 比 M. sz anizcus 深 暗 得 

多 ， 尤 其 在 背 中 部 所 呈现 的 暗 黄 褐色 更 为 浓 些 ， 但 都 不 像 Hodgson (1839) 所 描述 时 的 

那 种 亮 乌贼 墨 黑色 〈bright sepia)， 他 推 想 是 否 由 于 年 久 孤 变 之 故 。 不 论 如 何 变化 ， 

Groves 认为 Hodgson 的 M. chrysogaster 仍 与 高 潜 亭 所 指 的 林 廉 M.，perezomsRiz 很 相 一 

致 。 值 得 指出 的 是 ，Yin 等 〈1967) 采 自 缅甸 北部 葡萄 〈Putao) 附近 约 8000 英 义 的 第 
17 845 号 标本 ， 其 体 色 亦 甚 深 暗 ， 几 呈 黄 褐色 调 。 据 Groves 的 对 比 研究 证 明 ， 缅 北 的 

这 个 标本 完全 与 以 往 的 廉 截然 不 同 。 据 此 ， 作 者 推 想 缅甸 北部 的 这 号 标本 ， 由 于 产地 接 

近 ， 形 态 殊 异 很 可 能 就 是 本 新 种 。 据 作者 在 高 黎贡山 和 性 罗 雪山 的 研究 证 明 ， 在 横断 山 

区 中 常 产 有 3 种 形态 上 和 生态 上 截然 不 同 的 廊 。 为 此 ， 中 国 的 廊 确 实 具 有 4 个 独立 的 

种 。 现 将 它们 的 主要 特征 对 比如 下 〈 表 3)。 
从 表 3 可 知 ， 黑 廊 和 其 他 3 种 廉 的 区 别 在 于 : 中 体 色 异常 黑暗 ， 颈 侧 、 喉 和 体 背 完 

全 无 斑 ， 其 他 3 种 已 知 的 廊 都 无 此 特征 。@ 体 形 大 小 与 林 廊 相似 ， 但 又 明显 地 小 于 马 

廊 。@ 头 骨 的 骨 学 特征 介 于 林 靡 和 马良 之 间 。 如 在 吻 长 方面 〈 眼 眶 前 缘 到 吻 端 之 距 ) 和 

颅 全 长 的 比例 上 面 ， 与 林 廊 相当 ， 而 在 泪 骨 的 长 宽 比 例 上 ， 则 又 与 马 廉 相 似 。@ 由 栖息 环 

境 和 高 度 与 马 廊 同 。 在 锦 罗 雪山 ， 林 良 栖 于 3700m 以 下 的 针 叶 林 和 针 冰 混交 林带 ， 而 

黑 廊 则 栖 于 3200m 以 上 的 针 叶 林 和 高 山 砾 石 带 。 两 种 廊 在 3200 一 3700m 的 地 带 同 域 分 

布 。 在 相同 的 生境 中 我 们 采 到 林 廊 4 只 ， 黑 廊 6 只， 都 未 发 现 它 们 互 混 生 育 的 现象 。 上 

属 特征 表明 黑 廊 实 属 一 个 新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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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New Species of Musk-deer from China 

LI Zhi-xliang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y) 

In the present paper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Musk-deer (Subfamily MazwscAz- 

71Qe) is given。Ajll th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玉 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 

ademla Sinlca， 

JIMoschnaxs uscws SPD。nov， 

Holotype: No. 73556 人 和 (adult) collected on Dec.， 21，1973 from Bapo《〈 巴 披 ) 

Gongshan-Xian 〈 贡 了 山 县 )，Yunnan，ajltitude 3500m， 

Paratype: No. 73 456 平 〈adult) captured on Nov、15，1973 from the same place as 

the holotype. 

Besides the holotype and the paratype，one adult male and subadult male from Ba- 

po，one male and five female specimens from Bilouxue Shan 〈 怕 罗 雪山 ) in Bijiang-Xian 

( 收 江 县 ) have been carefully examined. 

Diagnoslis:， Differes from other three known species (MBperezovsRi，M，71205C1iz - 

erus and Ms5z anzcl) in:， Body color prominently darker，without any Spots on 

the upper throat and chin. (DBody size about the same as M.， perezovsRzz ，but apparent- 

ly smaller then M. sz fazzzcx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kull are between those of the 

AM，perezomsRiz and NM 5Sz Fa72zc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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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西 白 眉 长 臂 猿 ( 妞 yobates jzoolock) 分 布 、 数 量 和 保护 

兰 道 英 “ 马 世 来 ” 韩 联 宪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保护 生物 学 中 心 ”昆明 650223) 

摘 要 本 文 总 结 报道 白眉 长 臂 猿 在 滇 西 的 现今 分 布 和 种 群 数 量 ， 并 探讨 了 保护 问题 ， 

文献 记载 及 调查 表明 ， 白 眉 长 臂 猿 分 布 于 滇 西高 黎贡山 地 区 9 个 县 ， 原 面积 达 21818km ， 

目前 仅 限 于 3 部 分 不 连续 的 地 区 ， 分 别 是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 腾 冲 古永 至 盘 江 苏 典 边境 区 和 

陇 川 户 撒 。 估 计 残 余 面 积 为 1474km* ， 为 原 有 面积 的 6.8%， 而 仅 有 4. 4 为 的 原 有 面积 ， 

952km2 受到 保护 。 总 种 群 数量 估计 为 50 一 100 群 ， 分 布 在 面积 大 小 不 等 的 森林 栖息 地 孤岛 

中 。 仅 有 一 半 种 群 处 于 保护 区 中 ， 其 他 群体 受到 严重 威胁 。 目 前 的 威胁 主要 为 商业 采伐 造 

成 栖息 地 破坏 ， 形 成 易 灭 绝 的 小 种 群 。 保 护 区 也 面临 着 采伐 威胁 和 经 费 短 缺 引起 的 生存 和 

管理 不 善 的 问题 。 

关键 词 ”白眉 长 臂 狠 ， 滇 西 ， 分 布 ， 种 群 数量 ， 保 护 

白眉 长 臂 猿 〈 瓦 yobates hooloc& ) 分 布 于 缅甸 、 印 度 、 备 加 拉 国 和 我 国 ， 一 般 认 为 

有 两 个 亚 种 : 白眉 长 臂 猿 指名 亚 种 互 . . hoooc& 和 白眉 长 臂 猿 印度 亚 种 五 . 岂 lexco7z- 

zdes， 以 缅甸 的 亲 敦 江 〈 下 游 为 伊 洛 瓦 底 江 ) 为 界 〈(Groves 1967， 马 世 来 等 ”1986)。 
江西 印度 亚 种 的 野外 研究 较 多 (Tilson 1979，Gittins et al. 1984，Mukherjee 1986， 

Islam et al，1992) ， 江 东亚 种 的 野外 研究 几乎 为 空白 。 白 眉 长 臂 猿 是 小 猿 中 比较 独特 

(可 能 是 最 进化 ) 的 一 个 类 群 〈 刘 瑞 清 等 ”1987) ， 为 我 国 一 类 保护 动物 ， 以 往 的 报道 认 

为 该 种 处 于 濒危 状态 〈Tan 1985， 马 世 来 等 1988，Yang et al，1987，1993)。 近 年 
来 边境 贸易 和 经 济 发 展 严重 威胁 着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野生 动物 保护 ， 包 括 边 境 贸 易 等 因素 

在 内 的 人 类 威胁 使 国内 对 于 本 种 的 保护 现状 了 解 极 为 模糊 不 清 。 目 前 缺乏 该 种 现 有 分 

布 、 数 量 和 保护 现状 的 科学 资料 ， 已 影响 到 保护 工作 的 开展 。 笔 者 就 汗 西 白眉 长 臂 猿 的 

现状 进行 调查 和 研究 ， 以 期 提出 保护 对 策 ， 本 文 报 道 初步 结果 。 

人 大 

历史 分 布 主 要 为 其 他 学 者 已 经 发 表 的 资料 、 森 林 及 保护 区 面积 资料 ， 来 源 于 刘 德 隅 

等 〈1989) 和 云南 省 地 图 集 (1982) ， 另 外 也 参考 云南 省 卫星 影像 图 (1990) 。 

我 们 的 考察 ， 大 致 可 以 归纳 总 结 成 如 下 几 个 阶段 : @ 访 问 调 查 阶段 。 通 过 各 种 渠道 

和 途径 ， 了 解 白眉 长 臂 猿 的 现 有 分 布 和 历史 分 布地 点 ， 来 源 有 文献 、 同 事 、 当 地 人 、 旅 

游 者 等 。 再 到 实地 访问 老百姓 或 知情 者 ， 把 地 点 进一步 落实 确定 在 精确 区 域 中 ， 并 向 知 

情 者 了 解 他 们 估计 有 多 少 群 及 他 们 做 出 判断 的 依据 。@ 实 地 调查 阶段 。 在 前 一 阶段 的 基 

x 本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中 国 兽 类 生物 学 研究 》，1(1):， 11 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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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上 ， 我 们 到 野外 进行 寻找 ， 观 察 ， 通 过 鸣叫 声 或 目击 判断 其 存在 及 数量 。 在 此 过 程 

中 ， 用 各 种 较 成 熟 的 方法 ， 如 线 切 法 、 鸣 声 法 等 ， 进 行 分 布 和 密度 数量 估计 。 久 深入 观 

察 和 研究 阶段 。 通 过 在 调查 地 区 进行 长 时 间 的 鸣叫 声 记 录 和 目击 观察 ， 区 分 每 群 的 大 小 

和 活动 范围 ， 家 域 特 征 ， 适 宜 栖息 地 面积 大 小 等 ， 统 计 种 群 的 绝对 数量 、 本 阶段 仅 在 苏 

典 和 黑 泥 塘 进行 了 短期 的 观察 ， 由 于 观察 困难 ， 数 据 不 多 。 

在 后 两 个 阶段 的 野外 考察 过 程 中 ， 我 们 有 具体 确证 长 臂 猿 存在 地 点 的 方法 是 通过 早晨 
的 鸣叫 声 分 析 〈 了 Brockelman et al，1987， 兰 道 英 ”1989)。 当 可 能 时 ， 多 个 听 者 利用 小 

型 指 北 针 、 海 拔 表 和 地 图 ， 通 过 鸣叫 声 方向 用 三 角 交 叉 法 把 猿 群 位 置 尽 可 能 精确 地 标 在 

1 : 50 000 军用 地 图 上 。 由 于 长 臂 猿 是 领域 性 的 ， 生 活 于 12 一 58hm' 家 域 中 〈Chivers 
1984，Leighton 1987)， 鸣 叫 点 《同一 早上 或 不 同时 间 ) 距离 超过 0. 7km， 可 以 认为 

是 不 同 的 群 。 同 时 发 生 或 重 受 的 群 鸣叫 声 ， 两 点 间 超 过 50m 以 上 ， 也 认为 是 不 同 的 群 。 

一 个 地 点 的 猿 群 估计 数量 通过 综合 所 有 这 些 引起 我 们 确定 的 群体 和 当地 人 提供 的 我 们 认 

为 可 靠 的 资料 〈 如 鸣叫 特征 或 形态 特征 正确 ) 获得 。 

野外 考察 时 间 和 地 点 见 表 1 和 图 1， 总 考察 时 间 为 345 天 ， 分 为 6 次 的 野外 考察 。 

表 1 滇 西 和 白眉 长 臂 猿 野 外 考察 时 间 和 地 点 

地 点 考察 年 月 〈 天 数 ) 面积 /km2 考察 或 调查 内 容 方法 

1. 大 塘 1992/8 (3) 3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1992/11~12 (22) 40 

2. 大 蒿 坪 1992/9 〈5) 1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1993/10 (4) 20 
1994/5 (10) 20 

3. 黑 泥 塘 1993/11 (5) 3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 观 察 
1994/5 〈8) 20 

灯草 坝 1993/11 (1) 1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4. 支那 1994/5 (1) 10 

香 柏 河 1993/11 (5) 5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5. 苏 典 1993/11 (1) 10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木 笼 河 1993/11 (6) 3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 观 察 
6. 户 撒 1994/4 (21) 2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100 

平山 1993/7 一 8 (19) 10 

人 1992/12~1 (20) 3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8. 姚 家 坪 1993/3 (21) 2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风骨 诈 瑟 1993/4 (10) 20 访问 ， 实 地 调查 

2 结果 

2.1 分 布 和 数量 估计 

直接 观察 和 鸣叫 声 分析 确 定 了 4 县 市 〈 保 山 、 腾 冲 、 盈 江 和 陇 川 ) 6 乡 7 个 点 的 23 

群 白 眉 长 臂 猿 分 布点 。 从 叫 声 密度 和 栖息 地 状况 分 析 ， 估 计 上 述 4 县 尚 有 猿 群 50 一 100 

群 左右 ， 分 布 在 : 外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20 一 50 群 ，@ 古 永 至 苏 典 沿边 境 一 带 30 一 50 

群 ，@ 陇 川 户 撒 4 一 8 群 。 以 鸣叫 分 析 为 主 ， 观 察 为 辅 得 出 研究 结果 如 表 2 和 图 1 所 示 。 

滇 西 地 区 白眉 长 臂 猿 群 分 布地 点 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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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 怒江 以 西 地 区 ， 示 考察 区 域 和 白眉 长 臂 猿 现今 分 布地 点 
A: 大 塘 ; B: 大 蔓 坪 ; C: 黑 泥 塘 ; D: 灯草 坝 ; 本 支那 ; 下 : 梨 树 ; Gr: 了 包 儿 民 

自然 保护 区 ; 1 畏 高 黎贡山 ; 2: 铜 壁 关 

表 2 白眉 长 臂 猿 现今 分 布地 点 面积 和 种 群 数量 

地 点 . 群 数 (估计 面积 ) 估计 和 群 数 分 布 面 积 * 

黑 泥 塘 3(9) 952km2 

灯草 坝 * 1 一 2 两 地 面积 :120kmz 

支那 
该 职 的 1/5:69kmz 

ee 13(20) 下 该 乡 面积 的 3/5:308km 

梨 树 TD 
其 他 

户 搬 该 乡 面积 的 1/10:25kms 
关山 29 这 9 

总 计 23 1474km2 

汗 西 (云南 ) 记 50 一 100 

Tan1985 

100 一 200 Haimoff et al. 1987 

汗 西 100 一 150 马 世 来 等 1988 

155 一 188 杨 德 华 等 1985,1987 
170 一 200 杨 德 华 1993 

* 各 地 点 猿 群 分 布 面积 的 估计 值 是 在 实地 考察 基础 上 确定 的 。 在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中 的 分 布 面积 包括 保山 腾冲 

境内 全 部 和 涉 水 境内 1/3( 六 库 以 北 除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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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记录 者 * ) 

. 泸 水 

付 邦 (MD) 

两 贯 C(MD) 

. 保山 

坝 湾 (L Y MD) 

芒 宽 (Y MD 

. 腾冲 县 

界 头 (Y) 

大 塘 (MEF) 间 

上 和 营 乡 

大 葡 坪 井 

古永 (Y) 

猴 桥 (L F) 

黑 泥 塘 ## 

灯草 坝 井 

大 白 草 坡 C(MD 

五 台山 (MD 

. 龙 陵 

白石 头 山 C(MD) 

大 尖山 (MD) 

安定 ( 木 城 )(Y) 

. 梁 河 (L) 

. 盘 江 县 

南 底 河 (A) 

铜 壁 关 (Y) 

老 刀 和 弄 (MD) 

昔 马 (L Y) 

瓦 巷 (MD) 

苏 典 (Y) 

木 笼 河 间 

梨 树 井 

香 柏 河 井 

动 弄 (Y) 

旧 城 (Y) 

姐 帽 (Y) 

和 弄 彰 (Y) 

， 陇 咱 

户 撒 (CA Y) 

平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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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和 白眉 长 臂 猿 的 分 布地 点 

地 理 位 置 
数量 估计 … 

( 群 ) 备注 

“Homushu”“Zhufuosi”(A,PE) 均 在 该 地 区 

附近 

村 公所 附近 已 消失 

“Namting River” 即 大 盘 江 ( 梁 河 至 盘 江 段 ) 

在 支那 乡 

包括 平山 



续 表 

地 点 (记录 者 * ) 

王子 树 (Y) 

邦 瓦 (Y) 

护 国 (Y) 

8. 潞 西 

东山 (Y MD) 

黑河 老 坡 山 C(MD) 

中 山 (Y) 

9. 瑞丽 

芒 昌 (MD) 

等 扎 CMD) 

x 记录 者 (文献 )，A-Allen (1938); F-Fooden et al (1987) ;LI- 李 致 祥 等 〈1983) ;，MC 马 世 来 等 〈1986);，Y- 

杨 德 华 〈1985)。# 一 一 本 项 目 考察 记录 。 

x< x 数量 估计 :十 表示 可 能 存在 但 稀少 地 区 ;一 表示 已 消失 地 区 ;? 表示 未 做 调查 但 估计 (访问 ) 已 消失 地 区 。 

< < < 保护 状态 : V 表示 保护 区 ; 表示 非 保护 区 。 

2.2 猿 群 构成 ， 大 小 及 行为 学 观察 

在 6 次 野外 考察 中 直接 观察 和 遇见 到 4 群 共 6 次 长 臂 狼 ，3 群 由 成 年 肉 雄 各 一 组 

成 ， 另 一 群 尚 多 一 只 幼体 。 从 记录 到 的 鸣叫 声 分 析 ， 另 外 至 少 16 群 由 不 少 于 两 个 个 体 
组 成 ， 还 有 3 只 独 栖 雄 猿 。 观 察 到 的 白眉 长 臂 猿 群 构成 列 于 表 4。 

表 4 白眉 长 臂 猿 群 组 成 和 群 大 小 

地 点 编号 群 大 小 组 成 观察 日 期 观察 时 间 长 度 /min 

黑 泥 塘 HNT2 2 2 1993/11/4 200 

木 敌 河 SB 8 ER 1994/4/19; 24 到 

木 笼 河 SS 2 了 1994/4/22 2 

木 笼 河 LD 3 7 1994/4/22 2 

在 黑 泥 塘 ， 笔 者 隔 着 息 沟 观察 了 群 HNT2 约 3h。 而 在 木 笼 河 ， 笔 者 共 观 察 到 5 次 

共 3 群 。 木 笼 河 的 ML1 群 地 处 我 们 营地 东边 ， 在 观察 期 间 ， 该 群 几乎 天 天 鸣叫 ， 有 时 

还 鸣叫 两 次 或 两 次 以 上 ， 且 通常 是 营地 附近 最 早 鸣叫 的 群体 。 在 1993 年 11 月 和 1994 

年 4 月 的 考察 中 ，4 月 28 日 前 共 听 见 鸭 叫 27 次 ， 均 为 一 只 成 年 雄 猿 的 独 鸣 〈solo)， 但 

在 4 月 28 日 早上 9 时 21 分 至 9 时 52 分 ， MLI1 和 群 的 鸣叫 声 除 了 雄 猿 的 叫 声 外 ， 另 发 现 

同时 有 一 只 成 年 肉 猿 的 叫 声 ， 由 此 我 们 认为 该 群 新 增加 了 一 个 成 员 ， 即 成 年 肉 猿 。 据 向 

导 欧 建 旺 说 ， 该 群 在 5 至 6 年 前 有 3 只 ， 雌 雄 各 一 加 一 小 仔 ， 后 因 雌 猿 连同 小 仔 一 并 被 

猜 杀 只 剩 下 独 只 成 年 雄 猿 。 我 们 寻找 观察 数 次 未 能 见 到 ML1。ML1 群 鸣 叫 地 点 连 线 外 

围 面积 估计 为 10h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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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栖息 地 破坏 及 保护 问题 

现今 对 猿 群 威胁 最 大 的 因素 是 栖息 地 破坏 。 伴 随 着 以 商业 采伐 为 主 的 边境 贸易 的 发 
展 及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森林 开发 规模 越 来 越 大 。 无 论 是 国有 林 还 是 集体 林 ， 在 政府 和 民众 
的 心目 中 都 是 目前 的 致富 之 源 。 除 保护 区 外 ， 对 大 部 分 森林 都 已 制定 或 正在 酝酿 开发 计 
划 。 白 眉 长 臂 猿 最 丰富 地 区 之 一 苏 典 ， 在 我 们 考察 期 间 是 当地 沿边 境 乡 区 中 唯一 尚 无 通 
往 缅甸 的 边贸 公路 的 地 区 ， 然 而 1993 年 开始 已 动工 修 路 。 整 个 地 区 通 往 林 区 和 缅甸 的 
口岸 公路 至 少 已 修建 了 20 条 ， 支 那 和 古永 仅 在 我 们 前 后 2 年 的 考察 期 间 即 已 砍 得 面目 
全 非 。 甚 至 铜 壁 关 自 然 保护 区 的 核心 区 ， 也 曾 一 度 成 为 某 林 业 公 司 的 采伐 基地 。 除 正在 
或 即将 开发 的 林业 之 外 ， 刀 耕 火种 也 威胁 着 大 片 的 长 臂 猿 栖息 地 。 刀 耕 火 种 曾 是 当地 人 
普遍 的 生产 习惯 ， 现 在 仍然 是 木 笼 河 地 区 的 主要 生产 方式 。 在 海拔 2150 一 2204m 地 区 ， 
有 大 片 火烧 迹地 。 

迁 猎 曾经 是 最 大 的 威胁 因素 ， 现 已 退 居 次 位 。 傈 傈 族 所 在 的 苏 典 和 黑 泥 塘 地 区 ， 当 
地 老百姓 对 黑 长 臂 猿 有 比较 自觉 的 保护 习惯 。 目 前 未 发 现 有 猿 分 布 的 原生 常 绿 阔 叶 林 ， 
包括 自然 保护 区 内 ， 以 往 的 猎 杀 可 能 是 猿 群 消失 的 最 主要 因素 。 这 种 森林 也 发 现 于 高 黎 
贡 山 〈 大 塘 ) 和 铜 壁 关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一 些 区 域 ， 调 查 表明 其 组 成 和 结构 完全 和 发 现 有 长 
臂 猿 活动 的 森林 一 致 ， 访 问 结 果 及 历史 记载 都 表明 10~20 年 前 或 更 早期 是 有 猿 活动 的 。 
在 木 笼 河 ， 尚 有 一 类 原生 性 较 差 的 无 狼 分 布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 约 为 至 少 50 年 前 择 伐 或 刀 
耕 火 种 地 摇 荒 后 生长 起 来 的 。 据 我 们 研究 ， 该 林 型 食物 种 类 和 数量 的 可 供 性 均 很 丰富 ， 
与 原生 林 差 异 不 大 ， 但 森林 结构 明显 不 同 ， 致 密 ， 能 见 度 差 ， 节 刺 多 。 这 些 因素 可 能 影 
响 长 臂 猿 游 走 和 躲避 捕食 者 等 活动 ， 因 此 ， 可 能 是 不 选 为 栖息 地 的 原因 。 但 是 ， 我 们 认 
为 ， 在 无 或 少 干扰 的 情况 下 恢复 到 一 定 程 度 是 会 适合 长 臂 猿 生存 的 。 

除了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和 苏 典 木 笼 河 地 区 ， 其 他 各 地 的 猿 群 都 生活 于 孤岛 栖息 地 中 ， 
即使 森林 不 被 砍伐 ， 当 地 百姓 全 心 保 护 ， 由 于 面积 太 小 ， 群 数 太 少 ， 猿 群 也 不 可 能 长 久 
生存 ， 即 使 在 同一 个 地 区 ， 长 臂 猿 种 群 又 被 分 割 成 更 小 的 岛屿 栖息 地 和 群体， 缺少 甚至 是 
片 状 或 走廊 状 森林 作为 沟通 渠道 。 由 于 有 效 种 群 太 小 ， 各 种 群 之 间 不 可 能 进行 扩散 和 交 
流 ， 退 化 和 随机 灭绝 危险 很 大 。 

关于 该 种 的 保护 ， 其 他 问题 是 保护 区 生存 问题 严重 和 管理 滞后 。 地 方 经 济 的 发 展 严 
重地 蚕食 着 保护 区 ， 如 边境 贸易 、 商 业 采 伐 、 热 区 作物 种 植 和 游 移 农 业 的 发 展 造成 盈 江 
铜 壁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几乎 名 存 实 亡 。 打 猎 和 森林 的 大 量 消失 可 能 是 使 铜 壁 关 保护 区 中 白 丑 
猿 消失 的 原因 。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周围 大 力 发 展 烤烟 生产 ， 消 耗 大 量 木 材 ， 也 严重 威胁 着 
该 保护 区 的 生存 。 经 费 不 足 也 严重 影响 保护 区 管理 人 员 的 积极 性 和 工作 效力 ， 并 使 保护 
区 管理 者 目光 转向 多 种 经 营 和 发 展 经 济 。 

3 有 可 伦 

现 生 白眉 长 臂 猿 分 布 区 东边 未 超过 怒江 〈 萨 尔 温江 )。 高 黎贡山 地 区 显然 是 该 猿 类 
分 布 的 边缘 区 域 。 该 地 区 白眉 长 臂 猿 分 布地 点 海拔 较 高 ， 目 前 一 般 均 在 2000 一 2500m 
之 间 ， 森 林 类 型 和 缅甸 、 和 孟加拉 、 印 度 低 海拔 不 完全 相同 ， 甚 至 差异 很 大 ， 但 是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组 成 和 结构 显然 适合 于 白眉 长 臂 猿 的 生存 ， 可 能 该 种 类 发 育 了 与 对 低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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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的 栖息 地 生存 不 同 的 适应 对 策 ， 有 待 进一步 研究 。 

3.1 种 群 构成 和 大 小 

除 黑 长 臂 猿 〈(Haimoff et al. 1986) 外 ， 小 猿 属 的 各 小 社 群 构 成 和 大 小 均 十 分 一 致 ， 

为 一 夫 一 妻 制 〈Chivers 1984，Leighton 1987)。 汗 西 的 白眉 长 臂 猿 看 来 也 符合 上 述 

经 典 的 特征 。 

3.2 分布 和 数量 

文献 的 记载 滇 西 怒 江 以 西 地 区 曾 广 泛 分 布 有 白眉 长 臂 猿 。 马 世 来 等 〈1986) 年 记录 

了 15 个 地 点 ，Fooden 等 〈1987) 记录 了 10 个 地 点 。 关 于 该 种 类 数量 的 估计 从 少 于 50 

只 到 200 只 不 等 〈 表 2) ， 本 文 的 调查 结果 证 实 至 少 还 有 23 群 ， 多 可 能 到 100 群 ， 即 多 

可 达 200 一 300 只 ， 比 其 他 学 者 估计 为 多 ， 这 个 数量 表明 白眉 长 臂 猿 的 确 处 于 濒危 地 步 ， 

而 且 ， 这 个 种 群 还 被 分 割 为 几 个 小 种 群 ， 数 量 从 少 到 3 一 5 群 至 50 群 以 上 ， 小 种 群 还 被 

进一步 分 割 成 更 小 的 孤岛 小 群体 。 

3.3 保护 对 策 和 建议 

上 述 分 析 表 明 ， 演 西 白眉 长 臂 猿 的 生存 面临 严峻 的 危机 。 无 论 是 保护 区 还 是 非 保护 
区 ， 该 种 类 的 生存 都 受到 极 严重 的 威胁 。 采 取 紧 迫 的 行动 ， 保 护 该 地 区 白眉 长 臂 猿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实 有 必要 。 从 上 述 分 析 ， 作 者 提出 了 下 述 4 条 对 策 和 建议 。 

(1) 加 强 边贸 和 商业 采伐 的 管理 。 对 已 建立 的 保护 区 应 坚决 制止 蚕食 行为 ， 保 护 区 
外 生物 多 样 性 比较 丰富 的 地 区 〈 如 原生 林 残 存 面积 较 大 的 地 区 ， 如 苏 典 ) ， 如 果 不 能 规 
划 成 保护 区 ， 也 应 保存 为 禁 伐 区 和 保护 动物 禁 猎 区 。 

(2) 改良 采伐 方法 ， 应 重视 适当 面积 的 阔 叶 林 的 保留 。 腾 冲 古永 地 区 的 几 个 集体 林 
场 ， 采 用 南方 沿海 地 区 的 全 砍 光 新 造 针 叶 用 材 林 方法 ， 造 成 资源 浪费 ， 很 可 能 引起 环境 
问题 〈 泥 石 流 ) 。 至 少 应 推广 在 山顶 和 陡坡 陡 沟 保留 阔 叶 林 的 做 法 ， 应 加 强 研究 资源 节 
约 型 和 持续 利用 型 采伐 方法 和 技术 。 

(3) 加 强 现 有 保护 区 的 管理 和 研究 ， 在 其 周围 地 区 进行 广泛 的 多 层次 的 保护 教 
育 。 在 进一步 规划 、 调 整 、 采 纳 国际 上 标准 的 管理 体系 和 经 验 ， 争 取 把 保护 区 建设 成 与 
当地 经 济 发 展 不 相 矛 盾 和 冲突 的 形式 ， 杜 绝 栖 息 地 破坏 和 猎 杀 ， 以 取得 更 好 的 保护 效 
果 。 

(4) 对 白眉 长 臂 猿 的 栖息 地 、 数 量 、 种 群 动态 及 威胁 因素 进行 长 期 的 研究 和 监测 ， 
随时 采取 必要 的 保护 措施 和 行为 。 

(5) 采取 具体 的 栖息 地 补救 措施 ， 在 主要 白眉 长 臂 猿 分 布地 区 ， 构 建 和 恢复 各 适 
宜 孤 立 栖 息 地 之 间 的 森林 走廊 ， 以 利于 猿 群 扩散 和 交流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加 强 管理 ， 严 
防 砍 伐 、 火 烧 和 放牧 ， 就 可 能 在 不 长 的 时 间 内 恢复 ， 在 某 些 地 段 则 应 进行 人 工 植树 
造林 。 

致谢 本 项 目 考察 过 程 中 ，Richard Harris 博士 、 李 兆 元 同志 和 李 寿 昌 同 志 协 助 收 

集 了 部 分 资料 ，Harris 博士 尚 对 初稿 的 完成 提出 了 很 多 宝贵 意见 ， 特 此 致谢 。 

。417 。 



主要 参考 文献 

兰 道 英 ，1989， 云 南西 南部 地 区 黑 长 臂 猿 〈 百 yobates cozcolor) 群 构 成 、 生 态 和 行为 的 初步 研究 . 动物 学 研究 ，10 

(增刊 ): 119 一 126 

刘 瑞 清 ， 施 立 明 ， 陈 玉 泽 .1987. 白眉 长 臂 猿 〈 百 yzobates hootoc&) 染色 体 研 究 ， 兽 类 学 报 ，7(1): 1 一 7 

刘 德 隅 ，1989. 云南 自然 保护 区 .北京 : 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 

李 致 祥 ， 林 正 玉 ，1983. 云南 灵 长 类 的 分 类 和 分 布 ， 动物 学 研究 ，4(2): 111 一 120 

马 世 来 ， 王 应 祥 .1986. 中 国 南部 长 臂 猿 的 分 类 和 分 布 . 动物 学 研究 ，7(4): 1393 一 1410 

马 世 来 ， 王 应 祥 ，1988， 中国 现代 灵 长 类 的 分 布 、 现 状 和 保护 ， 兽 类 学 报 ，8(4): 250 一 260 

云南 地 理 研究 所 ， 中 国 科学 院 遥 感应 用 研究 所 .1990， 云南 省 卫星 影像 图 ，1 : 500000. 北京 : 科学 出 版 社 

杨 德 华 ， 张 家 银 ， 李 纯 . 1985. 云南 长 臂 猿 数量 分 布 考察 报告 . 医学 生物 学 研究 ，(3): 22 一 27 

Allen G M. 1938. 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part 1. Amer Mus Nat Hist，New York，306 一 309 

Brockelman W，Ali R.1987. Methods of surveying and sampling forest primate，population。 In: Primate Conserva- 

tion in Tropical Rain Forest， AR Liss，New York，23 一 62 

Chivers D，1984.， Feeding and ranging in glibbons: a summary.， In: The Lesser Apes: Evolutionary and Behavioral Bi- 

ology.。 Edinburg Univ Press Edqinburg. 267 一 281 

Foodeng J，Quan G，Luo Y.1987. Gibbon distribution in China。Acta Ther Sin，7(3): 161 一 167 

Gittins S，Tilson 人 R 1984. Notes on the ecology and behavior of hoolock gibbons. In: the Lesser Apes: Evolutionary 

and Behavioral Biology，Edinburg Univ Press，Edinburg，258 一 266 

Groves C，1967.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the hoolock or white-browed gibbon ( 互 y/opates hooloc&R Harlan 1834). Folia 

primatol，7: 276 一 283 

Haimoff 下 ，Yang X，He S et al，1987， Conservation of gibbon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 Oryx，21: 168 一 173 

Islam M，Feeroz M.， 1992. Ecology of Hoolock gibbon of Bangladesh。 Primates，33(4): 451 一 464 

Leighton D，1987. Gibbons: territoriality and monogamy。JIn:， Primate Society Univ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35 

一 145 

Mukherjee 人 .1986. The ecology of the hoolock gibbon. 互 yLopates hnoolocR.， In:， Tripura，India，In: Primat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Cambridge Univ Press，Cambridge，115 一 123 

Tan B.， 1985. The Status of Primates in China。Primate Conserv，5: 63 一 81 

Tilson R. 1979. Behavior of hoolock gilbbon ( 互 yiopates hooloc& ) during different seasons in Assam。JIndia 村 Bombay 

Nat Hist Soc，76: 1 一 16 

Yang D，Zhang J，Li C.， 1987. Preliminary survey on the pop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ibbons in Yunnan Province. 

Primates，28(4) : 547 一 549 

Yang D. 1993. Resources for 五 yopates in Yunnan。 chinese Primate Res and Conserv News，2(1): 3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Size and Conservation 

of Hoolock Gibbons in Vest Yunnan 

LAN Daorying MA Shi-lai HAN Lian-xia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and recent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Size and conservation of hoolock gibbons in west Yunnan。Based on our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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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y and references recording 9 counties have been recorded as its original distribution 

sites，and the area was about 21 818km2:. Only 3 discontinued parts of present existing 

have been confirmed: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district form Guyong to 

Sudian and Husa。，The area is about 1474km2 ，6.8% of the original area，and only 

952km2 (4. 4% ) is under protection in nature reserve，The total population estimated is 

up to 100 groups、 and all are isolated in small habitat lslands，Bussiness logging leading 

to habitat isolation ls the main threat， Threats to surviving of nature reserve and ill ma- 

negement，including logging and financial shortage，are also Important conservation 

problems. 

Key words ” 了 oolock gibbons，West Yunnan，Distribution，Population Size，Con- 

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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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 长 臂 猿 鸣叫 的 时 间 特 征 ” 

兰 道 英 ” 马 世 来 李 寿 昌 ” 郭 光 、 
(1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保护 生物 学 中 心 ”昆明 650223) 

(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生态 所 哀 牢 山 生 态 站 “” 景 东 676200) 

(3 云南 临 沧 地 区 林业 局 临 沧 677000) 

摘 要 滇 西 白眉 长 臂 狼 〈 互 yiobates hoolock ) 鸣叫 主要 发 生 在 上 午 ， 最 早 开始 于 黎 
明 时 分 ， 最 晚 则 在 下 午 16: 30 以 后 。 平 均 开 始 时 间 为 09: 05，SD=109. 5min (z 一 70， 范 

围 07: 12 一 16:， 30) ， 持 续 时 间 为 19. 7min，SD=9%. 34min (xz 王 55，R 三 4 一 50) 。 多 数 鸣 叫 

发 生 在 07: 00 一 10: 00 之 间 〈80%%)。 不 同 季节 鸣叫 发 生 时 间 有 显著 差异 ， 可 能 与 黎明 时 

间 〈 光 亮度 ) 不 同 有 关 ， 但 持续 时 间 无 差异 。 同 一 季节 异地 间 鸣 叫 持续 时 间 差 异 显 著 。 气 

候 、 猿 群 密度 、 栖 息 地 状态 对 鸣叫 有 一 定 影 响 ， 但 未 见 明 显 相 关 性 。 与 黑 长 臂 猿 的 种 间 比 

较 表 明 ， 白 眉 长 臂 猿 的 鸣叫 声 在 时 间 分 布 上 有 较 大 的 散 开 度 ， 持 续 时 间 也 较 长 ， 二 者 有 显 

著 差 异 。 

关键 词 白眉 长 臂 狼 ， 鸣 叫 时 间 特 征 ， 持 续 时 间 ， 滇 西 

中 图 分 类 号 Q959. 848 

鸣叫 是 长 臂 猿 类 非常 显著 突出 的 行为 ， 在 研究 中 占有 重要 地 人 位。 长臂猿 的 鸣叫 声 可 

用 以 监测 猿 类 种 群 的 数量 分 布 变化 和 有 利于 采取 保护 行动 (Brockelman et al. 1987)。 

外 国学 者 对 位 于 阿 萨 姆 和 和 孟加拉 的 白眉 长 臂 猿 〈 互 yiopates hooloc&) 的 鸣叫 行为 进行 了 

一 些 研究 (McCann 1933，Tilson 1979，Gittins 1984，Gittins et al 1984，Islam 

et al， 1992)， 得 知 该 种 猿 的 鸣叫 时 间 主 要 发 生 在 上 午 ， 在 不 同 季 节 和 不 同 地 点 有 些 

差异 。 对 位 于 伊 洛 瓦 底 江 以 东 包 括 我 国 汗 西 野 生 种 群 的 鸣叫 行为 ， 则 未 见报 道 。1992 一 

1994 年 ， 笔 者 就 演 西 白眉 长 臂 猿 的 现状 进行 了 调查 和 研究 〈 兰 道 英 等 1995)， 并 对 鸣 

叫 声 及 鸣叫 行为 进行 了 初步 研究 。 为 了 比较 不 同 地 区 和 季节 的 鸣叫 行为 ， 并 为 调查 研究 

和 当地 保护 监测 提供 有 关 鸣 叫 声 的 参考 数据 ， 本 文 总 结 滇 西 白 眉 长 臂 猿 的 鸣叫 时 间 特 

征 ， 并 与 黑 长 臂 猿 〈 互 yLobates coxzcolor ) 的 研究 进行 了 比较 。 

于 

我 们 调查 白眉 长 臂 猿 的 地 点 和 时 间 及 方法 详 见 兰 道 英 等 〈1995) 。 主 要 调查 地 点 在 

汗 西 经 江 以 西 的 高 黎贡山 地 区 ， 分 别 在 腾冲 县 大 塘 (25"40'N，98"40 E)， 黑 泥 塘 〈25- 

21 N，98”07' 下 ) 和 到 江 县 苏 典 乡 木 笼 河 地 区 〈25"11'N，97*52 "下 ) 。 黑 长 臂 猿 鸣叫 数据 
来 自 1997 年 在 无 量 山 小 坝 河 (24"20 N，99"41 E) 的 研究 。 

在 野外 考察 过 程 中 ， 从 黎明 开始 持续 至 下 午 “〈 一 般 16: 00~17: 00) 对 一 个 猿 群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20(4) ， 273 一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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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叫 进行 不 间 断 的 监测 定义 为 一 个 群 监测 天 。 通 过 听 声 定位 分 析 〈Brockehnan et al. 

1987) 确定 长 臂 猿 所 在 地 点 。 二 三 个 听 者 在 各 相距 300 一 1500m 远 的 地 方 ， 利 用 小 型 指 

北 针 、 海 拔 表 和 地 图 ， 测 定 和 记录 鸣叫 声 方向 和 时 间 。 数 据 汇 总 后 用 三 角 交 叉 法 把 猿 群 

位 置 尽 可 能 精确 地 标 在 1 : 50 000 地 形 图 上 。 由 于 长 臂 猿 是 领域 性 的 ， 生 活 于 12 一 

58hmz 家 域 中 〈Chivers 1984，Leighton 1987)， 鸣 叫 点 〈 同 一 早上 或 不 同时 间 ) 距 

离 超 过 0. 7km， 可 以 认为 是 不 同 的 群 。 同 时 发 生 或 重 笃 的 群 鸣叫 声 ， 有 时 方向 差异 不 

大 或 鸣叫 点 较 近 时 较 难 区 分 ， 交 叉 点 间 超 过 50m 以 上 ， 特 别 是 同一 个 记录 者 听 来 有 区 

别 时 ， 即 认为 是 不 同 的 群 。 对 多 数 群 体 ， 需 把 各 记录 者 当天 所 记录 的 猿 鸣 时 间 和 方向 等 

汇总 分 析 后 ， 才 能 较 准 确 地 确定 各 群 鸣 叫 与 否 及 次 数 多 少 。 雨 天 按 前 一 天 天 黑 后 至 当天 

天 黑 期 间 ， 在 调查 范围 内 视野 所 及 有 无 降雨 判定 。 阴 天 和 和 雾 天 主要 以 白天 有 无 至 少 持续 

1h 以 上 的 天 气 现 象 来 判定 ， 乌 云 占 过 3/4 天 空 〈 大 半 地 区 无 阳光 普照 ) 为 阴 天 ， 大 雾 

迷 漫 为 雾 天 。 鸣 叫 发 生 时 的 即时 天 气 现象 也 做 记录 。 

我 们 对 鸣叫 按 地 点 、 月 份 和 群体 统计 鸣叫 开始 时 间 和 持续 时 间 ， 并 按 天 气 情 况 统计 

鸣叫 天 数 和 次 数 。 因 不 易 确 定 有 些 鸣叫 是 否 为 该 天 第 1 次 鸣叫 ， 故 不 论 是 与 否 ， 其 开始 

时 间 和 持续 时 间 都 用 以 进行 统计 处 理 。 对 无 法 肯定 开始 时 间 的 鸣叫 声 ， 则 未 列 和 计算， 

但 用 于 群 鸣 叫 天 数 和 次 数 的 计算 。 检 验方 法 为 非 参数 的 秩 和 检验 〈 单 侧 ，z 一 0.05)， 

持续 时 间 差 异 也 用 了 单 侧 Student 上 检验 。 

2 结果 

2.1 鸣叫 时 间 特 征 概 述 

白眉 长 臂 猿 最 早 的 鸣叫 发 生 于 黎明 时 分 ， 往 后 直到 下 午 13: 00 一 14: 00， 但 主要 

在 上 午 12: 00 以 前 发 生 〈 图 1) 。 有 一 天 下 午 16: 30 以 后 也 听 到 1 次 鸣叫 。 鸣 叫 平均 

开始 时 间 为 09;: 05，SD= 王 109. 5min (一 68, 尽 王 07:12 一 16: 30)， 平 均 持续 时 间 为 

19. 7min，SD= 三 9. 34min (zx 一 55， 尺 王 4 一 50)。 在 07:， 00~10: 00 有 80%% 的 鸣叫 发 生 

( 表 1) 。 在 黑 泥 塘 ， 有 一 群 可 肯定 在 10 天 中 叫 了 5 天 ， 有 1 工 天 叫 了 2 次 。 在 苏 典 木 敌 

河 ， 有 1 只 单身 雄 猿 ， 在 24 天 中 共鸣 叫 21 天 28 次 。 在 全 部 地 点 ， 有 60%% 的 群 监测 天 
鸣叫 (” 王 85) ( 表 2) 。 

频次 

0 
06:30 08:30 10:30 12:30 14:30 16:30 

07:30 09:30 11:30 13:30 15:30 17:30 

时 间 

图 1 滇 西 白眉 长 臂 猿 鸣叫 时 间 分 布 



表 1 滇 西 白 眉 长 臂 猿 鸣叫 时 间 参 数 

持续 时 间 /min 
平均 开始 时 间 /min 

月 份 地 点 呈 ， 9 
X 士 SD 又 士 SD 中 位 数 ” 众 数 

8 月 大 塘 11:22 士 81(09:22 一 12:16)(z 一 4) 22. 5(15 土 30)(z 王 2) 

11 月 黑 泥 塘 08:39 士 57.6(07 : 36 一 10:14)(z 王 7) 12. 67 士 6. 11(6~18)(z 王 3) 

4 下 月 木 笼 河 09:12 士 119.7(07:48~11:06)(z 王 16) 23. 71 士 12. 69(4 一 50)m 一 14) ”21.0 16.20 

4 月 木 笼 河 08:46 士 119. 7(07:10 一 16:30)(z 一 41) 18. 58 士 7. 55(4 一 39)(72 王 36) 2 755 志 

表 2 环境 因素 和 白 丑 的 

群 数 

密度 /( 群 km-2) 

人 类 活动 强度 

有 效 监测 天 数 2 /天 13(10) 

有 雨 ( 鸣 叫 ) 天 数 / 天 6(6) 39(24) 

无 十 (鸣叫 ) 天 数 / 天 13(12) 14(11) 

阴 雾 (鸣叫 ) 天 数 /天 6(6) 51(86) 

群 鸣叫 天 数 ( 群 监测 天 数 )/ 天 33(48) 7(43) 

多 次 鸣叫 的 群 天 数 ( 群 监测 天 数 )/ 天 3(18) 10(8) 

10:00 后 有 鸣叫 的 天 数 (阴雨 天 数 )1/ 天 4(3) 

注 : 四 人 类 活动 强度 : 根据 进入 调查 区 城 的 人 口 数量 和 活动 ， 如 砍伐 、 修 路 、 放 牧 等 的 比较 估计 。 

@ 数 据 基于 对 少数 较 肯 定 群 体 的 监测 。 

2.2 地 点 差异 及 季节 性 差异 

不 同 地 点 白眉 长 臂 猿 鸣叫 时 间 参 数 见 表 1。 中 位 数 和 众 数 偏离 平均 数 一 侧 表明 鸣叫 

持续 时 间 看 来 并 非 为 以 平均 数 为 中 心 的 对 称 分 布 。 在 木 笼 河 ， 不 同 季节 之 间 鸣 叫 开始 时 

间 有 显著 性 差异 〈U=2.23，z 王 0.013)， 但 持续 时 间 无 差异 〈U=0.65，P 之 0.05)。 

同样 的 季节 不 同 地 点 〈 木 笼 河 、 黑 泥 塘 在 11 月 )， 鸣 叫 开 始 时间 无 差异 〈U=0. 80， 

P>0.05) ， 持 续 时 间 则 有 显著 差异 ( 单 侧 Studentz 检验 ,一 2. 256, gf=15，P 一 0. 05) 。 

其 他 地 点 之 间 因 季节 不 同 无 法 比较 。 雨 季 鸣 叫 时 间 一 般 较 迟 ,与 干 季 相 比 有 显著 的 差异 

(大 塘 8 月 ,其 他 地 点 11 月 和 4 月 )(U=2.53,z 王 0.006)。 云 南 和 印度 阿 萨 姆 白眉 长 臂 

猿 鸣叫 持续 时 间 无 显著 差异 ( 单 侧 Student z 检验 ,上 一 1.317,df 王 167,P>0.05)。 

2.3 气候、 栖息 地 、 猿 群 密度 等 与 鸣叫 的 关系 

猿 群 在 各 种 天 气 情 况 下 都 发 生 鸣叫 ， 但 不 在 下 十 的 时 刻 鸣 叫 (98. 5%)。 发 生 较 迟 
。422 。 



(10: 00 以 后 ) 鸣叫 现象 在 阴 天 和 雾 天 较 多 (80%%)。 在 晴天 的 下 午 未 听 到 鸣叫 。 在 时 

畏 时 阴 的 日 子 里 ， 发 生 鸣 叫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次 数 也 较 多 。1992-08-28， 大 塘 的 双 沟 群 上 

午 和 中 午 分 别 叫 了 1 工 次 ， 下 午 5 时 左右 又 叫 了 1 次 “〈 因 数据 来 自 向 导 ， 未 有 确切 时 间 记 

录 ， 文 中 未 统计 )。 当 天 凌晨 有 小 雨 ， 白 天 时 晴 时 了 明 。1994-04-20， 木 笼 河 有 一 群 在 下 

午 16: 30 叫 了 1 次 。 当 天 黎明 后 为 阴 天 ， 上 午 大 部 分 时 间 下 十 ， 中 午 为 阴 天 ，14: 00 

后 又 下 起 冰雹 来 ， 后 来 则 是 非常 清新 喜人 的 蓝天 白云 和 阳光 。 鸣 叫 发 生 时 天 气 晴 衣 ， 猿 

群 数 量 较 多 ， 密 度 较 高 ， 栖 息 地 状态 较 好 ， 属 人 为 干扰 少 的 地 区 ， 猿 群 鸣叫 的 天 数 百 分 

比 ， 鸣 叫 天 的 鸣叫 次 数 看 来 都 较 高 。 

2.4 与 黑 长 臂 猿 鸣叫 时 间 特 征 的 比较 

黑 长 臂 猿 某 些 月 份 的 鸣叫 时 间 特 征 见 表 3。 鸣 叫 都 在 上 午 发 生 ， 以 08: 00 为 中 心 ， 

持续 时 间 为 11. 7min (4 月 和 11 月 )。 从 表 4 可 看 出 ， 白 眉 长 臂 猿 和 黑 长 臂 猿 的 鸣叫 时 

间 特 征 之 间 ， 无 论 是 开始 时 间 还 是 持续 时 间 ， 二 者 之 间 都 有 非常 显著 的 差异 〈 相 同 季节 

的 对 应 比较 ) (开始 时 间 ,， U= 一 3. 54，z=0. 000 16 和 U=4. 25，z 王 0.000 01; 持续 

时 间 : U= 一 3. 56，z 王 0. 000 33 和 U=3.51，z 一 0.000 33)。 白 眉 长 臂 猿 的 鸣叫 声 在 

时 间 分 布 上 有 较 大 的 散 开 度 ， 持 续 时 间 也 较 长 。 

表 3 无 量 山 小 坝 河 黑 长 臂 猿 鸣叫 时 间 差 异 

年 -月 份 平均 开始 时 间 /min 持续 时 间 /min 

X 士 SD X 士 SD 中 位 数 众 数 

1997-04 07:45 士 38.7(06:58 一 09:54) 12 士 4. 24(7 一 22) 1] 到 8 

(7 一 34) (7 一 24) 

1997-11 08:03 士 29.9(07:20~09:30) 11. 47 士 3. 88(5 一 28) 四 7 办 革 1 

(7 一 44) (7 一 43) 

表 4 木 笼 河 白眉 长 臂 猿 与 小 坝 河 黑 长 臂 猿 鸣叫 开始 时 间 及 持续 时 间 差 异 

木 笼 河 (4 月 ) 木 笼 河 (11 月 ) 

开始 时 间 持续 时 间 开始 时 间 持续 时 间 

小 坝 河 (4 月 ) 开 始 时 间 959. 5/ 一 3.54** 

持续 时 间 496/ 一 3.56** 

小 坝 河 (11 月 ) 开 始 时 间 7427 和 4 252 

持续 时 间 624/3: 51** 

< #x 为 极 显著 差异 , P 一 0. 01 , 单 侧 检验 。 

3 讨论 

有 关 白 眉 长 臂 猿 的 研究 ， 主 要 集中 于 阿 萨 姆 和 孟加拉 。 早 期 的 研究 者 记录 了 该 种 鸣 
叫 主要 发 生 在 当地 9: 00~12: 00， 偶 有 在 下 午 16: 00 之 后 。 近 20 年 来 的 研究 为 进 一 
步 了 解 白眉 长 臂 猿 的 鸣叫 行为 提供 了 更 丰富 的 资料 〈 表 5) 。 白 眉 长 臂 猿 发 生 鸣叫 的 时 

“423 。 



间 均 在 白天 ， 这 与 其 则 行 性 相 一 致 。 鸣 叫 发 生 的 时 间 和 持续 时 间 长 度 与 其 他 小 猿 类 总 体 

上 无 大 的 不 同 ， 但 鸣叫 的 持续 时 间 较 长 和 发 生 比 率 较 高 排 在 全 部 小 猿 种 类 的 前 几 位 

(CGittins 1984) 。 

表 5 白眉 长 臂 猿 鸣叫 的 时 间 特 征 比较 

地 点 ,季节 ,作者 持续 时 间 /min ”鸣叫 发 生 高 峰 时 间 12 时 后 鸣叫 与 否 。” 鸣 叫 天 数 百 分 比 /2 

Changchang Pani，Assam，India 12:00 前 是 

MecCann (1933) 

Hollongapar,Assam，India 14. 4 一 6. 1(4 一 32) 

夏季 8:00 一 11:00 是 87 

冬季 9:00 一 11:00 否 

Tilson(1979) 

West Bhanugach, Bangladesh 20(3 一 37) 是 47 

Gittins 等 (1984) 

Lawachara 3 一 28 8:00 否 

Islam 等 (1992) 

West Yunnan 19.7 士 9. 34 7:00 一 9:00 是 60 

3.1 季节 和 气候 

一 般 说 来 ， 白 眉 长 臂 猿 鸣叫 主要 发 生 在 黎明 后 的 数 小 时 之 内 。 特 别 在 干 季 ， 鸣 叫 

高 峰 时 间 和 黎明 有 一 定 关 系 。 黎 明 来 得 越 早 ， 鸣 叫 高 峰 期 也 来 得 早 ， 这 在 其 他 小 猿 中 

已 得 到 证 实 〈Chivers 1974，Gittins 1984，Lan 1993)， 虽 然 也 有 异议 〈 蒋 学 龙 等 

1997) 。 

鸣叫 作为 一 种 群 间 相 互 作用 ， 与 活动 时 间 是 吻合 的 。 活 动 时 间 的 迟早 与 季节 性 昼夜 

时 间 长 短 变化 明显 有 关 (〈 兰 道 英 ”，1989)， 体 现 了 生物 的 活动 节律 。 

气候 也 会 影响 白眉 长 臂 猿 的 鸣叫 行为 。 本 文中 雨季 的 数据 偏 少 ， 但 依然 可 初步 

看 出 鸣叫 高 峰 期 有 推迟 的 现象 。 在 8 月 ， 黎 明 时 间 是 一 年 中 较 早 的 ， 而 猿 群 鸣叫 却 较 

迟 。 这 和 上 面 的 说 法 有 了 矛盾。 应 该 指出 ， 在 大 塘 8 月 的 考察 期 间 ， 基 本 上 每 天 都 下 两 。 

数据 较 多 的 木 笼 河 ， 尽 管 在 干 季 ， 有 较 迟 鸣叫 发 生 的 天 也 多 数 为 阴雨 雾 天 。 这 种 现象 可 

能 说 明 鸣叫 发 生 与 否 和 和 白天 光亮 度 有 一 定 关 系 。 因 为 黎明 时 间 反 映 了 光亮 度 变 化 的 

迟早 ， 而 阴雨 筋 天 通常 较为 阴暗 ， 尤 其 是 大 雾 天 。 当 地 老百姓 认为 猿 叫 预示 天 气 要 变 

化 ， 很 可 能 是 注意 到 天 气 变 化 频繁 的 日 子 鸣 叫 较 多 ， 且 较 易 为 人 所 注意 〈 午 后 尚 叫 ) 而 

得 出 的 结论 。 但 猿 群 在 任何 天 气 情况 下 都 会 鸣叫 ， 可 预报 天 气 变 化 的 说 法 看 来 是 不 正 

确 的 。 

动物 活动 强度 和 动物 生存 的 小 环境 在 不 同 的 气候 条 件 下 有 很 大 关系 。 马 来 半岛 多 雨 

季节 食物 较 少 ， 为 了 节约 能 量 ， 白 掌 长 臂 猿 〈 五 yiopates /ar) 减少 游 走 的 距离 〈Rae- 

maekers 1980) 。 猿 群 在 下 雨天 甚至 不 鸣叫 〈Gittins et al，1984) 。 汗 西 白眉 长 臂 狼 雨 

和 李 鸣 叫 时 间 一 般 较 迟 ， 这 可 能 与 下 雨天 光亮 度 较 低 和 气温 相对 较 低 有 关 。 在 云南 ， 雨 季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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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总 的 说 来 较为 丰富 ， 但 猿 群 因 活动 较 不 方便 可 能 导致 取 食 量 较 低 ， 因 而 也 可 能 导致 
鸣叫 行为 较 迟 和 活动 强度 减弱 。 

3.2 栖息 地 和 猿 群 密度 

在 黑 长 臂 猿 中 ， 栖 息 地 质量 高 的 地 方 或 某 些 季节 ， 食 物 丰 富 ， 鸣 叫 较 早 ， 反 之 鸣叫 

较 迟 〈Sheeran 1993， 蒋 学 龙 等 ”1997) 。 而 在 本 研究 的 白眉 长 臂 猿 中 ， 不 同 地 点 鸣叫 

迟早 并 未 表现 出 这 种 规律 ， 鸣 叫 开始 时 间 没 有 显著 差异 。 很 可 能 鸣叫 发 生 时 间 早 晚 与 栖 

息 地 条 件 并 无 明确 关系 。 木 笼 河 的 栖息 地 比 黑 泥 塘 受 到 较 好 的 保护 ， 状 态 也 更 好 ， 而 无 

论 同 季节 或 不 同 季节 ， 猿 群 的 鸣叫 开始 时 间 都 无 显著 差别 。 

猿 群 鸣 叫 发 生 与 否 和 次 数 看 来 受到 猿 群 数量 、 密 度 〈 邻 近 猿 群 距 离 的 远近 )、 栖 息 

地 状态 和 人 为 干扰 等 影响 。 近 邻 猿 群 越 多 ， 上 距离 越 近 ， 鸣 叫 发 生 可 能 性 也 大 ， 次 数 也 

多 。 热 带 地 区 的 长 臂 猿 等 种 类 鸣叫 频次 高 ， 次 数 较 多 〈Gittins 1984)， 可 能 和 狼 群 密 

度 较 高 (Chivers 1984) 、 邻 近 猿 群 间距 离 近 、 相 互 影响 较 大 、 相 互 作 用 的 机 会 较 多 有 

关 。 状 态 较 好 或 受 人 为 干扰 较 少 的 栖息 地 食物 较 丰 富 、 质 量 较 高 ， 很 可 能 为 小 猿 鸣叫 声 

的 发 生 提 供 了 物质 基础 〈 能 量 ) 和 较 充 足 的 时 间 。 更 为 系统 的 数据 用 以 验证 鸣叫 与 栖息 

地 质量 关系 是 有 必要 的 。 

上 述 分 析 表 明 ， 白 眉 长 臂 猿 鸣叫 的 开始 时 间 特 征明 显 表 现 出 季节 特异 性 ， 但 地 点 

(栖息 地 ) 特异 性 较 不 明显 。 长 臂 猿 的 鸣叫 开始 时 间 在 不 同 群 间 〈 地 点 间 ) 有 变异 ， 不 

完全 与 黎明 时 间 变 化 同步 〈 蒋 学 龙 等 ”1997)， 表 明 并 没有 哪 一 个 因素 决定 猿 群 鸣叫 的 

时 间 特 征 。 多 种 因素 的 作用 使 情况 很 复杂 。 然 而 ， 大 量 的 鸣叫 事例 肯定 会 证 实 ， 鸣 叫 时 

间 总 体 分 布 应 是 由 自然 界 的 因素 〈 如 光亮 度 ) 作用 形成 生物 节律 的 结果 。 但 即时 的 环境 

因素 如 天 气 、 食 物 状况 、 邻 近 猿 群 的 相互 作用 可 通过 光亮 度 、 能 量 状态 及 时 间 限 制 使 鸣 

叫 在 群 间 、 地 点 间 表 现 出 差异 。 总 的 说 来 ， 猿 类 的 鸣叫 行为 体现 出 生物 的 节律 性 和 适应 

灵活 性 的 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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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ing of Hoolock Gibbons ( 互 y1opates poolocK ) 

Songs in VWest Yunnan 

LAN Dao-yingl MA Shi-lail LI Shou-chang:” GUO Guang 

(1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 

(2 Mt ，、Ailao Forest Ecosystem Station of Kunming Institute of Ec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Jingdong 676200) 

(3 Forestry Bureau of Lincang District of Yunnan，Lincang 677000) 

Abstract Vocalization is lesser apes? very prominent behavior，which is important 

when applied in the survey an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了 Based on a field work in West 

Yunnan，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hoolock gibbon 〈 五 yLopates 

AhoolocR ) songs and its _ comparison with other populations studied and with other spe- 

clies，especially black gibbons，The hoolock songs occurred mostly before 12: 00 in the 

morning，but some in the afternoon。 Most songs occurred around the time of 09: 05 

(CSD 王 109.5，7 王 68，range 07: 12 一 16: 30)，The average duration of the songs was 

19.7min (SD=9.34，7 一 55，range 4 一 50)，The gibbons started to call at different 

times in different seasons，Ppossibly correlated with the dawn time。Among different 

Sites，the starting time was of no clear difference。Usually gibbons called late when it 

was rainy，especially in wet season。The song starting tim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wet season and dry season。 The song duratio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different sites at the same season。 The timing of hoolock gibbons showed 

time〈season)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which might correlate with the dawning time or 

more exactly with the light tense。T 工 he habitat quality，group density and human dis- 

turbance would influence the singing frequency of days and times but with no d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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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d relationships。The comparison between hoolock and black gibbons showed that 

hoolock song had a longer duration and a wider range of the time distribution，with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Key words Hoolock gibbons，Vocalization timing，Song duration，West Yunnan 



高 黎贡山 的 小 型 兽 类 调查 

效 正 达 解 宝 琦 
《云南 流行 病 研究 所 ) 

摘 要 本 文 报道 了 1985 年 10 一 11 月 对 云南 西北 边 隆 高 黎贡山 东 坡 5 个 不 同 森林 植 

物 带 进行 的 小 型 兽 类 垂直 分 布 的 调查 结果 。 共 获 小 兽 961 只 ， 隶 属 4 目 9 科 30 种 。 调 查 说 

明 : 在 不 同 的 景观 带 里 它们 的 种 类 和 数量 组 成 不 同 ， 多 数 种 类 都 能 跨 带 分 布 ， 路 带 分 布 的 

能 力 与 其 在 同类 群 中 的 数量 组 成 有 关 ; 总 的 分 布 可 构成 高 山 铸 灌 丛 草 坡地 、 和 森林 、 山 坡 耕 

作 地 三 类 ; 随 着 纬度 的 南 移 ， 该 山脉 小 兽 的 密度 、 种 类 组 成 和 优势 种 都 随 之 改变 。 

过 去 ， 我 们 先后 对 云南 横断 山系 的 白 芒 雪山 〈 德 钦 ，1965)、 老 君山 〈 剑 川 ， 

1980) 、 点 苍山 〈 大 理 ，19817、 鸡 足 山 〈 塞 川 ，1980) 、 志 奔 山 “云龙 ,1983) 全 而 

( 永 平 ，1984) 等 地 进行 了 小 兽 区 系 及 分 布 的 调查 工作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还 

对 怕 罗 雪山 中 部 做 了 鼠 形 员 齿 类 的 垂直 分 布 调查 〈 吴 德 林 1980)， 而 著名 的 高 黎贡山 

小 兽 类 的 情况 迄今 未 见 较 系统 的 调查 报道 〈 彭 鸿 绥 等 1981) 。 

1985 年 10~11 月 ， 我 们 对 高 黎贡山 山脉 北 段 〈 贡 了 山 县 ) 的 东 坡 进行 了 小 兽 的 垂直 

分 布 调查 ， 同 期 并 对 中 段 〈 涉 水 县 ) 2800m 处 进行 了 区 系 调查 。 调 查 以 夹 日 法 在 不 同 

景观 〈 植 物 带 ) 进行 ， 以 油条 为 诱饵 ， 每 布 放 一 日 转移 地 点 ， 每 一 地 点 分 4 一 6 条 夹 线 

进行 ， 夹 日 数 的 分 配 以 当地 环境 范围 的 大 小 而 定 。 为 提高 捕获 率 ， 布 放 工 具 时 有 意 选 择 

宜 小 兽 栖 息 活动 的 环境 〈 如 倒 木 、 大 树 根 、 乱 石 窝 、 沟 坎 、 洞 口 及 跑道 等 )。 此 外 ， 辅 

以 党 捕 和 枪击 方法 。 采 获 的 标本 经 采集 体外 寄生 虫 后 分 类 登记 ， 每 种 并 制作 部 分 标本 保 

存 。 

1 目 然 概况 

垂直 调查 的 工作 区 位 于 怒江 和 独 龙 江 两 大 峡谷 之 间 的 高 黎贡山 山脉 北 段 东 坡 〈 即 贡 

山 县 城 以 西 。 县 城 地 理 位 置 约 东经 98"03 ， 北 纬 27"68 ) 。 本 山西 与 担当 力 卡 ， 东 与 恬 

罗 雪 山 对 峙 ， 三 大 山脉 自 北 向 南 并 行 ， 高 山峡 谷 相 间 。 山 最 高 约 4200m， 谷 深 约 

1600m， 相 对 高 差 2000m 以 上 。 从 地 域 上 看 ， 本 区 属 青藏 高 原 的 东南 边缘 。 按 动物 地 

理 区 划 应 属 东 洋 界 ， 西 南 区 的 西南 山地 亚 区 。 

本 区 位 于 印度 洋 暖 湿 气 流 的 迎风 坡 ， 一 年 中 有 两 个 降 十 季节， 雨季 达 9 个 月 之 久 ， 

常年 温 凉 湿润 ， 无 干 湿 季节 之 分 。 怒 江 、 独 龙 江 边 年 均 温 度 11 一 15C ， 相 对 湿度 78% 

一 80%， 年 降水 量 1667 一 2000mm。 气 候 温 和 ， 长 夏 无 冬 ， 但 由 于 地 势 和 坡 向 不 同 ， 气 

候 亦 异 。 

< 本 文 1989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杂志 》，24(1): 28 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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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的 植被 因 受 气候 和 地 形 的 影响 ， 呈 现 出 明显 的 水 平分 布 和 垂直 分 布 特征 。 和 森林 

植物 的 垂直 分 布 情况 如 图 1 所 示 。 

冷杉 林 
云 杉 、 铁 杉林 
落叶 、 阔 叶 林 
乔 松 、 阔 叶 林 

3000 

秀 杉 、 常 绿 阔 叶 林 

扫 ” 云南 松 、 蕨 、 替 作 区 

独 龙 江 ”海拔 /m 怒江 

图 1 高 黎贡山 北 段 东 坡 森林 植物 垂直 分 布 图 谱 

2 调查 结果 

本 次 调查 共 捕 获 小 兽 961 只 ， 其 中 夹 日 法 捕获 910 只 “〈 贡 山 744 只 ， 沪 水 136 只 )， 

其 他 方法 捕获 51 只 “〈 贡 山 39 只 ， 泸 水 12 只 ) 。 它 们 隶属 4 目 9 科 30 种 。 

2.1 小 兽 名 录 

天 瑚 访 户 二 请 Cn -了 FED ED CS 

.小 林 姬 鼠 Apoqgemzxs syLuoszcus 

. 齐 氏 姬 鼠 贡 山 亚 种 Apoqgexnzzxs cjneurzierz go7zg5SjPna7ze71815 Subsp。 nov. 

. 社 启 Rattws 2zmzoe7zter 

. 刺 毛 鼠 尺 ， elvescerzs Fluescenzs 

大 足 启 尽 ，7az 如 qzs 

白 腹 鼠 尺 ，cozz7zzgi 

. 四 川 白 腹 鼠 尺 ，cozzzgz ca7zderso7zz 

灰 腹 鼠 尺 ，ena 

. 黄 胸 鼠 尽 ，jcvizpectaus 

. 独 龙 启 Niuioemzter prajpz7za 

. 汗 绕 忌 Eotzpezomays elexszs 

。 克 钦 绒 上 记 瑟 ， cacRz7zzs 

. 松田 扇 Pzzymzys zzrc7ze 

。 克 氏 田 启 Mizczrotws clLazRei 

. 亦 腹 松 鼠 Cellosczwras erythmnzraexs 



16. 权 腹 松 启 Drexzo7zys LoR7rzaA 

17. 波 氏 长 吻 松 鼠 D，zperzyiz 

18. 隐 纹 花 松 启 Tazzzozps szoz7zjoeiz 

19. 灰 颈 鼠 锡 Ochotoza forrestz osgoodai 

20. 高 黎 贡 上 鼠 锡 O.，gaolzgozge72815 SPD， mnov，. 

21. 背 纹 胸 岩 Sorez cyLz7zzd7zcaxaa 

22. 普通 网 央 Sa7razews 

23. 印度 长 尾 胸 Sorzcxwlxws Lerwucozs 

24. 长 尾 购 S$S，caxaazzs 

25. 四 川 短 尾 网 Amzoxyrosorez Squa7727 jes 

26. 多 齿 网 英 NaszLlxus gzraczlzs 

27. 长 尾 艰 Scazpzozys Faszcaxuaas 

28. 中 华 姬 曙 Neotez7raczs Sz72e72875 

29. 贝 氏 树 网 阿 萨 姆 亚 种 Tuzpaiza pelazagerz assa712e72518 

30. 黄 盎 Muwsiela sipi7rica 

2.2 高 黎贡山 ( 北 段 ) 小 兽 的 垂直 分 布 

根据 森林 植物 不 同 组 成 的 5 种 生境 作为 调查 点 ， 共 用 3089 个 夹 日 ， 捕 获 小 曾 774 

只 ， 其 中 路 齿 类 最 多 ， 有 498 只 ,而 ,64. 34%;， 食 虫 类 次 之 ， 有 2300 中 于 直 29 吧 201 

免 形 类 较 少 ， 有 46 只 ， 仅 占 6. 33%% 。 在 不 同 的 景观 带 里 它们 的 种 类 组 成 和 数量 是 不 同 

的 。 

2.2.1 不 同 垂直 带 小 兽 的 组 成 

2.2.1.1 云南 松 、 蕨 类 、 耕 作 地 带 ， 海 拔 1600 一 2000m (D) 

本 带 1800m 以 下 大 部 为 山坡 耕作 地 ， 农 、 林 、 牧 业 活 动 较 频繁 ， 森 林 砍 伐 严重 。 

本 生境 共 捕 获 小 兽 7 种 〈 赤 腹 松 鼠 为 枪击 获 )， 种 类 较 单 纯 。 夹 日 法 捕获 率 较 低 

(19. 80%)， 其 中 ， 食 虫 类 数 最 占 优势 〈76. 27% );， 吵 齿 类 较 少 〈23. 73 上 和 九 优 势 种 为 

四 川 短 尾 史 〈47. 46%);， 常见 种 为 长 尾 哆 (18. 64%);， 其 他 种 类 较 少 。 

2.2.1.2 秃 杉 、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海 拔 2000 一 2500m (ID) 

本 带 森 林 较 完整 ， 仅 下 缘 有 少量 农 、 牧 、 林 活动 。 本 生境 共 捕 获 小 兽 13 种 〈 橙 腹 

松鼠 为 枪击 获 )， 种 类 较 多 。 夹 日 法 捕获 率 最 高 ， 达 38. 12% 。 其 中 ， 吵 齿 类 数量 占 优 

势 (60.27%);， 其 余 为 食 虫 类 〈39. 73 吧 ) 。 优 势 种 为 小 林 姬 鼠 〈39. 73%%); 常见 种 为 中 

华 姬 蚜 〈13. 01%) 和 背 纹 胸 人 〈11. 64%);， 其 他 种 类 较 少 或 很 少 。 

2.2.1.3 乔 松 - 阔 叶 混 交 林 、 落 叶 阔 叶 林 、 云 杉 、 铁 杉林 带 ， 海 拔 2S00 一 3000m (III) 

本 吾 森 林 植 物 组 成 较为 复杂 ， 均 保持 原始 状态 。 本 生境 共 捕 获 小 曾 14 种 〈 波 氏 长 

吻 松 鼠 、 隐 纹 花 松鼠 和 贝 氏 树 鹏 为 枪击 获 )， 种 类 较 多 。 夹 日 法 捕获 率 亦 高 ， 为 
34. 84% 。 其 中 ， 吵 齿 类 数量 占 优势 〈74. 68%); 食 虫 类 较 常 见 〈16. 23%); 免 形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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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颐 鼠 兔 ) 开始 出 现 ， 但 较 少 〈9.09%)， 其 分 布下 限 为 2800m。 优 势 种 为 滇 绒 鼠 

(30.52%);， 常见 种 有 小 林 姬 记 (22.72%)、 灰 腹 鼠 (18.83%)， 后 者 分 布下 限 为 

2800m; 其 他 种 类 较 少 或 很 少 。 

2.2.1.4 冷杉 林带 ， 海 拔 3000 一 3600m (IV) 

本 生境 除 冷 杉 外 还 有 大 片 箭 竹 及 灌木 林 从 ， 沟 谷 坡度 较 小 ， 环 境 较 开 阔 。 这 里 共 捕 

获 小 曾 15 种 〈 黄 山 为 笼 捕 获 ) ， 种 类 最 多 。 夹 日 法 捕获 率 稍 低 ， 为 23.71%。 其 中 ， 路 

齿 类 数量 占 优 势 (68.78% ); 食 虫 类 较 常 见 〈26. 45% ); 免 形 类 较 少 〈4. 76%) 。 优 势 

种 为 汗 绒 鼠 〈26. 46%);， 常见 种 有 灰 腹 鼠 〈17. 46%) 、 小 林 姬 启 〈15. 08%) 、 多 齿 网 届 

(14.02%);， 其 他 种 类 较 少 或 很 少 。 

2.2.1.5 高 山 矮 灌 丛 带 ， 海 拔 3600m 以 上 (V) 

本 带 以 杜 静 灌 从 为 主 ， 间 有 石 坡 ， 草 坡地 。 本 生境 仅 捕获 5 种 小 兽 ， 种 类 最 少 。 夹 
日 法 捕获 率 最 低 ， 仅 为 9.95%。 其 中 ， 员 齿 类 数量 占 优势 (54. 05%);， 免 形 类 次 之 

(40. 54%); 食 虫 类 较 少 〈5. 41%)。 优 势 种 为 灰 颈 鼠 兔 〈40. 54%); 其 次 为 松田 鼠 

(32. 43%%); 常见 种 为 小 林 姬 鼠 〈18. 92%);， 其 他 种 类 较 少 。 

根据 山地 不 同 景观 、 山 地 地 方 性 气候 、 小 兽 的 食物 和 隐蔽 条件 以 及 分 布 特征 ， 人 的 

生产 活动 和 上 述 情况 ， 高 黎贡山 的 小 兽 分 布 可 构成 : @ 高 山 矮 灌 从 草 坡地 类 。 小 兽 以 适 

宜 高 山 生活 的 灰 颈 鼠 兔 〈 括 高 黎 贡 鼠 兔 ) 、 松 田鼠 为 主 。 特 点 是 小 兽 总 密度 较 低 ， 种 类 

单纯 。@ 和 森林 类 。 小 兽 以 喘 齿 类 的 小 林 姬 鼠 、 滇 绕 鼠 、 灰 腹 鼠 和 食 虫 类 的 多 齿 网 、 背 

纹 哆 购 为 主 组 成 。 特 点 是 小 兽 密 度 较 高 ， 种 类 复杂 。@@ 山 坡 耕 作 地 类 。 小 兽 以 食 虫 类 的 

四 川 短 尾 获 、 长 尾 网 风 等 为 主 组 成 ， 而 喘 齿 类 的 种 类 和 数量 均 较 少 。 特 点 是 小 兽 密度 较 

低 ， 种 类 亦 较 单纯 。 

2. 2.2 主要 小 兽 在 不 同 垂直 带 的 数量 关系 

综 上 所 述 和 表 1 可 以 看 出 ， 各 垂直 带 的 小 兽 在 种 类 和 数量 上 的 组 成 均 不 相同 ， 还 可 

以 看 出 ， 它 们 多 数 都 能 跨 带 分 布 ， 路 带 分 布 的 能 力 通 常 与 其 在 同类 群 中 的 数量 组 成 的 大 

小 成 正比 。 但 是 ， 同 一 种 小 兽 的 数量 是 随 垂直 带 的 不 同 而 出 现 垂 直 变 化 。 

2.2.2.1 骨 齿 类 和 免 形 类 

灰 颈 鼠 兔 和 松田 鼠 是 森林 植物 带 V 的 优势 种 ， 该 带 为 它们 的 最 适 栖息 地 。 它 们 均 

具 一 定 的 跨 带 分 布 的 能 力 〈 它 们 在 带 V~III 的 分 捕 率 分 别 为 4.03、1. 13、2. 94 和 

3.23、0. 25)， 但 随 着 海拔 高 度 的 下 降 ， 森 林 的 出 现 ， 数 量 明 显 减 少 至 消失 。 

汗 绕 鼠 是 森林 植物 带 IV 和 III 的 优势 种 ， 这 两 带 为 其 最 适 栖息 地 ;， 此外, 带 工 也 

有 分 布 〈 带 IV 一 III 的 分 捕 率 为 6.27、10. 63、3. 13) ， 垂 直 分 布 范围 较 宽 。 

小 林 姬 鼠 在 森林 植物 带 II 一 V 均 有 分 布 ， 垂 直 分 布 范围 最 宽 ， 它 不 仅 为 带 II 的 优 

势 种 ， 而 且 为 其 余 各 带 的 常见 种 〈 带 II 一 V 的 分 捕 率 为 15. 14、7.92、3.85、1. 88)， 

但 数量 随 海拔 高 度 上 升 而 递减 。 

上 灰 腹 鼠 仅 在 森林 植物 带 II 一 IV 发 现 〈 分 捕 率 为 6.56、4. 14)， 为 这 两 种 生境 的 常 

见 种 ， 垂 直 分 布 范围 相对 较 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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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 黎贡山 北 段 各 垂直 带 小 兽 的 种 类 及 组 成 

垂直 带 V IV III II I 总 数 

夹 日 数 373 1594 442 383 298 3089 

捕获 总 数 37 378 154 146 59 774 

总 捕获 率 /2% 

松田 鼠 

克 氏 田鼠 2570 

小 林 姬 鼠 18. 92 

滇 绒 鼠 

克 钦 绒 鼠 

灰 腹 鼠 

白 腹 鼠 

社 鼠 

刺 毛 鼠 

大 足 鼠 

齐 氏 姬 鼠 贡 山 亚 种 

斯 氏 花 松鼠 

橙 腹 松 鼠 

多 齿 购 候 5. 41 

长 尾 胸 购 

背 纹 购 贿 

普通 胸 贱 

印度 长 尾 哆 

长 尾 更 

四 川 短 尾 网 

中 华 殊 蜡 

免 形 类 灰 颈 鼠 免 

交 ~ 录 监 井下 

2.2;2. 会 下 类 

多 齿 网 眉 在 森林 植物 带 I 一 V 均 有 分 布 ， 垂 直 分 布 范 围 最 宽 ， 但 以 带 II 数量 最 多 

( 带 II~V 的 分 捕 率 为 2.75、3. 39、3. 32、0. 54) ， 其 次 为 带 IV， 其 他 带 分 布 数量 较 少 。 

育 纹 购 风 在 森林 植物 带 I~IV 均 有 分 布 ， 垂 直 分 布 范围 亦 最 宽 〈 带 II 一 IV 分 捕 率 
为 2.01、4.43、0.45、1. 38) ， 但 数量 以 带 I 最 多 ， 其 次 为 带 I， 其 他 带 数量 较 少 。 

长 尾 购 风 在 森林 植物 带 I 一 IV 均 有 分 布 ， 垂 直 分 布 范围 亦 最 宽 ，( 带 I 一 IV 分 捕 率 

为 3.69、2.35、1. 13、0. 82) ， 但 带 工 数量 最 多 ， 数 量 随 海 拔高 度 上 升 而 递减 。 

四 川 短 尾 网 分 布 较 罕 ， 仅 在 海拔 较 低 的 森林 植物 带 工 以 下 分 布 〈 带 I 一 I 的 分 捕 率 
为 9.40、0. 78) ， 为 带 工 的 优势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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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高 黎贡山 (中 段 ) 东 坡 小 兽 的 资料 

继 北 段 东 坡 的 垂直 调查 之 后 。 还 对 本 山脉 中 段 〈 南 移 约 200km) 东 坡 2800m 处 的 

落叶 阁 叶 林带 的 小 兽 进行 了 夹 日 法 调查 ， 共 用 456 个 夹 日 〈 结 果 如 表 2) ， 共 捕获 小 兽 

14 种 136 只 ， 总 捕 率 29.82%。 其 中 ， 哮 齿 类 占 优 势 〈73.53%); 食 虫 类 常见 

(21. 32%);， 免 形 类 较 少 〈5. 15% ) 。 本 生境 中 以 小 林 姬 鼠 为 优势 种 〈48. 53%);， 社 鼠 为 

常见 种 〈11.76%); 中 华 姬 蚜 〈7. 35%) ， 灰 颈 鼠 兔 〈 不 含 高 黎 贡 鼠 免 ) (5. 15% ) 和 印 

度 长 尾 获 〈5. 15%%) 较 少 ;其 他 种 类 很 少 。 

表 2， 高 黎贡山 中 段落 叶 冰 叶 林 带 小 兽 的 组 成 

夹 日 数 捕获 总 数 总 捕获 率 /%% 

456 136 29. 82 

小 * 拉 着 站 区 PE 履 旦 本 人 下 南下 司 站 且 友 十 着 读 富 本 等 皇 瑟 下 后 忌 乡 
站 朵 “有 电 龙 服 生 言 腹 , 缠 抽 ML 多 后 避 训 | 计 i 芝 全， 志 可 ge 关 川 ” 洁 

种 姬 鼠 鼠 鼠 鼠 绒 鼠 长 姬 有 购 有 购 短 胸 
鼠 鼠 ; 二 免 历 尾 天) 大 污 币 风 中 3 丙 

哆 哆 

组 成 /2%% 让 0 症 由 OCSJ67 本 4 5 1005742155450 2521 IE 

上 述 结果 与 本 山北 段 类 似 的 景观 和 海拔 高 度 的 小 兽 的 组 成 情况 比较 看 出 〈 不 包括 枪 
击 部 分 )， 本 山脉 随 着 纬度 南 移 ， 小 兽 的 密度 有 所 下 降 ， 种 类 增加 〈 多 3 种 )， 优 势 种 改 
变 ， 其 他 相同 的 种 类 在 数量 组 成 上 也 不 相同 。 

主要 参考 文献 

吴 德 林 ，1980. 性 罗 雪山 鼠 形 哮 齿 类 的 垂直 分 布 ， 动 物 学 研究 ，2: 221 一 231 

彭 鸿 组， 王 应 祥 ，1981， 高 黎贡山 的 兽 类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 兽 类 学 报 ，1(2): 167 一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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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中 南 段 羚 牛 栖息 地 和 食性 初步 观察 ” 

艾 怀 条 
(云南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保山 管理 处 ”云南 保山 “678000) 

摘 要 1995 年 11 月 至 1996 年 11 月 ,笔者 在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中 南 段 的 

裔 公房 地 区 对 羚 牛 〈Bucorcas iazicolor) 各 季节 的 栖息 地 及 取 食 进行 了 研究 。 研 究 结果 表 

明 : 羚 牛 栖息 地 随 季节 变化 而 变化 ， 这 种 变化 与 取 食 密切 相关 。 两 年 同一 季节 中 羚 牛 栖息 

地 利用 及 迁移 取 食 路 线 十 分 相似 ， 但 基本 不 重合 ， 存 在 时 间 与 空间 的 差异 。 

关键 词 ” 羚 牛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栖 息 地 ， 食 性 

中 图 分 类 号 SS865. 3 

文献 标识 码 : A 

文献 编号 : 1007-3353 〈2000) 03-0061-04 

羚 牛 〈Buvaorcas iazicolor) 属 偶蹄 目 (Artiodctyla) 牛 科 〈Bovidae) ， 为 我 国 工 级 

重点 保护 的 珍稀 濒危 动物 ， 与 大 能 猫 (Ailwuropoda nelazzolexkca )、 金 丝 猴 〈 民 1- 

7zozbzthecus sp. ) 一 道 被 称 为 我 国 高 山林 型 中 的 三 大 珍稀 动物 。 而 羚 牛 指名 亚 种 仅 栖息 

于 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和 西藏 东南 部 ， 由 于 该 亚 种 一 般 都 生活 在 海拔 2100m 以 上 的 中 山 

及 亚 高 山地 区 ， 加 之 西南 山区 山 势 陡峭 ， 切 割 剧烈 ， 交 通 闭 塞 ， 开 展 研 究 工 作 十 分 困 

难 ， 因 此 ， 长 期 以 来 对 羚 牛 指名 亚 种 的 生态 研究 几乎 是 一 片 空 白 。1995 年 11 月 一 1996 

年 11 月 ， 笔 者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南 裔 公房 地 区 就 羚 牛 栖息 地 和 食性 进行 了 5 个 季 

节 〈 秋 - 冬 - 春 - 夏 - 秋 ) 的 调查 研究 。 

1 研究 地 点 、 方 法 及 时 间 

1.1 研究 地 点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边境 的 保山 、 腾 冲 及 泸 水 三 市 〈 县 )， 其 

地 理 位 置 介 于 北纬 24"56' 一 26"09  ， 东 经 98"34' 一 98"50' 。 保 护 区 气候 属 中 亚热带 的 水 

平 气候 带 ， 在 特有 的 地 貌 条 件 和 云南 独特 的 大 气 环流 影响 下 ， 具 有 我 国 西部 型 季风 气候 

的 一 般 特 征 ， 即 风向 无 季节 性 转换 。 全 年 盛行 西 偏 南 风 ， 于 湿 季节 十 分 显著 ， 兼 有 大 陆 

性 气候 和 海洋 性 气候 的 特征 。 保 护 区 内 植被 垂直 分 布 明 显 ， 由 低 到 高 分 为 河谷 稀 树 灌 木 

草 从 ， 上 暖 性 针 叶 林 、 季 风 常 绿 益 叶 林 、 半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温 凉 

性 针 叶 林 、 山 顶 苔 殉 矮 林 、 寒 温 性 竹林 、 寒 温 性 灌 从 、 草 旬 。 具 体 研 究 地 点 南 裔 公房 地 

区 位 于 保护 区 中 偏 南部 ， 海 拔 在 2100 一 3250m， 为 中 山 湿性 常 绿 益 叶 林 (海拔 2100 一 

2700m) 、 山 顶 苦 玫 斤 林 (海拔 2700 一 3100m) 及 寒 温 性 灌 从 、 草 旬 (海拔 3100m 以 上 ) 。 

x 本 文 2000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林业 科技 》，(3): 61 一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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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 方法 

调查 方法 主要 采用 样 带 法 ， 在 调查 中 采用 常规 的 野外 观察 、 通 过 娄 便 、 足 迹 及 其 他 

羚 牛 活动 的 痕迹 来 确定 羚 牛 经 常 活动 、 栖 息 的 区 域 ， 然 后 在 典型 栖息 地 内 选取 10m 头 

10m 的 大 样 方 进 行 羚 牛 取 食 分 析 。 羚 牛 植物 食性 分 析 主 要 依据 于 某 种 植物 被 取 食 的 频 

次 和 程度 。 

羚 牛 的 娄 便 与 家 黄牛 〈Bos taxrus domestica) 粪便 十 分 相似 ， 但 羚 牛 的 足迹 与 其 他 
任何 动物 [如 家 黄牛 、 苏 门 冷 〈Catpricornzis suzaatraezsis ) 等 相近 的 偶蹄 动物 ] 都 有 

十 分 明显 的 区 别 。 且 羚 牛 群 运动 时 总 是 有 一 条 主 “ 牛 路 ”许多 头 羚 牛 重复 走 过 的 线 

路 ) ， 两 侧 一 般 50m 范围 内 有 许多 零星 的 足迹 〈 单 头 羚 牛 走 过 的 线路 ) 。 我 们 在 调查 中 

根据 以 上 两 点 来 识别 羚 牛 与 其 他 动物 的 活动 。 

1.3 调查 时 间 

根据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实际 情况 ， 将 一 年 分 为 四 季 ， 秋 季 为 9 一 11 月 ， 冬 季 为 
12 一 2 月 ， 春 季 为 3 一 5 月 ， 夏 季 为 6 一 8 月 ， 每 季 选 一 月 上 山 调查 。 秋 季 于 1995 年 10 
月 26 目 一 11 月 21 日 及 1996 年 I1 月 1 日 ~11 月 17 目 、 冬 季 于 1996 年 1 月 10 日 一 2 

月 全 目 半 春季 竹 1996 年 3 月 15 上 日 一 4 月 8 卓 、 夏 季 于 1996 年 6 月 7 日 一 6 月 30 日 进 山 

2 调查 络 打 

2.1 秋季 栖息 地 及 食性 

在 1995 年 及 1996 年 秋季 的 两 次 调查 中 ， 在 调查 样 线 上 共 发 现 羚 牛 数 便 69 堆 〈 表 

1)， 其 中 61 堆 分 布 在 海拔 3100m 以 上 的 山 脊 样 线 上 ， 占 总 数 的 88. 4%， 另 8 堆 在 海拔 
2790m 以 上 的 山顶 苔 从 林 矮 林 中 ， 占 总 数 的 11.6%。 可 见 ， 羚 牛 主要 在 短 鞘 箭 人 竹 

(CEargesia a 太 ) 林 、 小 叶 枸 子 〈Cotomeaster 7aiczrobpjnyllaus) 灌 从 及 亚 高 山 草 旬 中 栖息 ， 

也 到 山 肴 附近 的 苦 玖 然 林 中 活动 。 最 低 活 动 海拔 为 2790m， 两 年 同一 季节 中 羚 牛 栖息 活 

动 的 场所 基本 相似 但 不 重合 ，1995 年 秋季 在 南 裔 公房 十 口 以 北 地 区 活动 ，1996 年 秋季 
在 裔 公房 干 口 以 南 地 区 活动 〈 表 1) 。 

表 1 羚 牛 样 线 调查 统计 表 

垂直 样 线 ( 东 西向 ) 羚 牛 活动 情况 山 兰 样 线 (南北 向 ) 羚 牛 活动 情况 
一 一 硝 塘 附 近 凑 牛 活动 情况 一 一 一 一 
海拔 西 坡 东 坡 上 恕 斋 公 。 斋 公 房 以 北 裔 公 房 以 南 

/m ”类 便 足迹 吃 痕 姜 便 足迹 吃 痕 海拔 /m 娄 便 足迹 吃 痕 房 距 离 娄 便 足迹 吃 痕 娄 便 足迹 吃 痕 

1995 年 2790 1 1 150m 

11 月 之 2790 臣 请 辣 由 必 ， 1 480m 27 多 多 3 少 少 

1996 年 “1700 一 

2500 

] 月 之 2500 2500 多 人 少 

时 间 

1 看 寺 2 3 2170 15 多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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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垂直 样 线 ( 东 西向 ) 羚 牛 活动 情况 山 脊 样 线 ( 南 北向 ) 羚 牛 活动 情况 
一 一 硝 塘 附 近 羚 牛 活动 情况 一 一 -一 

晴 疝 海拔 西 坡 东 坡 臣 斋 公 裔 公房 以 北 裔 公 房 以 南 

/m ”粪便 足迹 吃 痕 凑 便 足迹 吃 痕 海拔 /m 姜 便 足迹 吃 痕 房 距 离 类 便 足迹 吃 痕 类 便 足迹 吃 痕 

1996 年 

4 月 

1996 年 ”二 2300 2500 

6 月 2170 116 多 多 2170，1J6 区 多 

1996 年 ”2990 可 1 80m 1 少 

人 朋 呈 人 20990117 54 二 500m 30 二 索性 多 

羚 牛 秋季 以 乔木 芮 芋 S&zzzzzzza azrporescez1g 、 宫 看 直 igxwlaria sp. 、 锐 齿 凤 仙 花 Tz= 

zatiezg argutda 、 头 花艺 Polygozz7z cazpitatxd7、 龙 胆 Gentiaza sp。 等 为 主食 ， 在 所 做 

的 样 方 中 ， 从 未 发 现 有 箭 人 竹 及 禾 草 被 吃 痕迹 。 在 食性 样 方 调查 中 ， 除 1 个 样 方 中 有 一 棵 

乔木 英 芋 被 羚 牛 踏 倒 死亡 〈 死 亡 率 7.7%%) 外 , 其 他 样 方 中 均 未 出 现 因 羚 牛 取 食 而 使 植 

株 死亡 的 现象 。 

2.2 冬季 栖息 地 与 食性 

通过 1996 年 11 月 冬季 的 调查 ， 羚 牛 只 在 山体 较 长 、 高 山 温泉 〈 硝 塘 ) 较 多 的 东 坡 

活动 ， 在 样 线 调查 中 共 发 现 17 堆 姜 便 〈 表 1)， 均 分 布 于 2170~ 一 2500m 的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 羚 牛 栖息 地 的 植被 ， 乔 木 以 木 荷 、 含 笑 、 青 冈 等 为 主 ， 小 乔木 小 灌木 以 乔木 

芮 革 、 鹅 掌 此 (Schejlera sp. )、 鸡 骨 柴 为 主 ， 草 本 以 冷水 花 〈Pilea sp. )、 禾 草 和 范 

草 为 主 。 

在 金 三 河 硝 塘 (海拔 2170m) 附近 发 现 了 15 堆 羚 牛 娄 便 及 许多 足迹 和 取 食 痕迹 ， 

这 说 明 羚 牛 冬 季 (11 月 ) 也 到 硝 塘 边 食 硝 补充 盐分 ， 而 不 是 如 常规 所 认为 的 那样 ， 羚 

牛 仅 在 立夏 前 后 才 食 硝 补 充 盐 分 。 

羚 牛 冬季 主要 取 食 的 植物 有 : 锐 齿 凤 仙 花 、 冷 水 花 、 秋 海棠 (Begomia sp. ) 、 高 山 

区 等 肉汁 草本 植物 ， 忽 掌 此 、 乔 木 英 革 、 悬 钩子 (Rupbus sp. ) 及 绣球 花 〈 瓦 ydrazgea 

sp. ) 等 小 灌木 、 小 乔木 、 芯 本 植物 的 叶 与 嫩 枝 。 被 羚 牛 取 食 后 植株 的 存活 率 100%%, 在 

冬季 调查 中 也 未 出 现 羚 牛 取 食 禾 草 及 莎 草 等 植物 。 

2.3 春季 栖息 地 及 食性 

在 南 斋 公 房 地 区 未 发 现 羚 牛 活动 的 痕迹 。 

2.4 夏季 栖息 地 及 食性 

通过 1996 年 (5 月 一 6 月 初 ) 夏季 的 调查 ， 发 现 116 堆 羚 牛 烘 便 均 在 海拔 2170m 
处 的 金 厂 河 温泉 边 〈 表 1) ， 这 说 明 夏 季 是 羚 牛 食 硝 补充 盐分 的 主要 季节 ， 羚 牛 也 主要 

是 在 硝 塘 附近 栖息 。 栖 息 地 乔木 以 马蹄 荷 、 杜 英 、 木 荷 等 为 主 ， 灌 木 有 八仙 花 、 狼 掌 柴 
等 ， 草 本 植物 有 冷水 花 、 禾 草 、 蕨 类 等 。 羚 牛 夏季 食性 与 冬季 基本 相似 ， 以 凤 仙 花 、 冷 
水 花 等 肉质 草本 的 葵 叶 及 忽 掌 柴 、 乔 木 英 七 、 悬 钧 子 及 绣球 花 等 小 乔木 小 灌木 及 蕨 本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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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的 叶 及 嫩 枝 为 食 。 

2.5 几 个 重要 的 发 现 

(1) 羚 牛 在 每 一 个 季节 都 按 一 定 方向 做 纵向 的 有 规律 的 迁移 ， 但 每 次 的 迁移 路 线 不 

完全 重复 〈 只 在 硝 塘 等 主要 地 点 重复 )。 
(2) 羚 牛 通常 只 在 迁移 路 线 周围 取 食 ， 在 离开 迁移 路 线 较 远 〈 大 于 50m) 的 同一 海 

拔高 度 上 生境 虽然 十 分 相似 ， 却 往往 无 羚 牛 取 食 的 痕迹 。 
(3) 羚 牛 一 般 只 取 食 高 度 超过 40cm 的 植株 。 
(4) 羚 牛 只 有 在 休息 地 或 硝 塘 附近 才 成 片 地 散 开 取 食 ， 休 息 地 、 硝 塘 附 近 是 羚 牛 主 

要 取 食 地 。 

3 讨论 
(1) 羚 牛 栖息 地 及 迁移 取 食 路 线 的 不 重合 性 可 能 与 羚 牛 对 栖息 地 的 合理 利用 有 关 。 

羚 牛 作为 一 种 大 型 植 食 动物 ， 取 食量 较 大 ， 据 文献 记载 , 成 年 羚 牛 日 食量 为 10 一 12kg， 

如 果 成 群 的 羚 牛 重复 利用 同一 栖息 地 内 的 食物 可 能 会 导致 食物 资源 枯竭 。 

《2) 羚 牛 的 迁移 可 能 主要 与 取 食 及 食 硝 补充 盐分 有 关 ， 而 不 像 习 惯 认为 的 仅 与 气温 

升降 有 关 。 根 据 笔 者 一 年 的 研究 发 现 ， 冬 季 与 夏季 羚 牛 都 在 低 海 拔 地 区 活动 。 

(3) 春季 ， 笔 者 在 南 裔 公房 地 区 未 发 现 羚 牛 活动 的 痕迹 ， 这 可 能 与 羚 牛 群 的 领地 范 

围 较 大 有 关 ， 而 羚 牛 群 的 领地 范围 有 竺 进一步 研究 。 

(4) 羚 牛 不 取 食 禾 草 、 莎 草 等 植物 可 能 与 这 类 型 的 植株 较 矮 有 关 ， 也 可 能 是 在 进化 

过 程 中 形成 了 羚 牛 与 其 栖息 环境 中 的 其 他 动物 〈 如 苏 门 羚 、 毛 冠 鹿 等 ) 食性 的 分 离 ， 这 

有 待 于 进一步 研究 。 

《5) 乔木 英 芋 对 动物 通常 都 具有 一 定 的 毒性 ， 而 羚 牛 却 有 取 食 乔木 英 芋 的 偏好 ， 这 

种 现象 有 待 于 进一步 研究 。 

《6) 羚 牛 冬夏 季 食 硝 补充 盐分 可 能 与 羚 牛 的 生殖 有 关 ， 根 据 金 厂 河 硝 塘 水 质 化 验 结 

果 “〈 云 南 省 林业 勘察 规划 设计 院 大 理 分 院 黄 菊 清 高 级 工程 师 提 供 ): 硝 塘 水 质 pH== 

7.15Ca 含量 2.56mg/L，Mg 含量 5. 29mg/L， 总 氮 为 0.19mg/E， 总 硬度 为 0.785 

(德国 硬度 ) 。 硝 塘 水 内 Ca、Msg 含量 较 高 ， 而 Ca、Msg 正好 是 羚 牛 繁殖 中 需要 量 较 大 的 

元 素 。 冬 季 是 羚 牛 繁殖 准备 阶段 ， 夏 季 则 是 羚 牛 发 情 交配 的 阶段 〈( 羚 牛 于 每 年 5 一 9 月 

发 情 交配 ) 。 

《7) 植株 被 羚 牛 取 食 后 存活 率 接近 100% ， 使 得 植物 能 够 在 一 定时 间 内 恢复 ， 这 可 

能 是 羚 牛 能 够 在 生物 群落 生长 量 较 低 的 中 、 高 山地 区 生存 繁衍 的 原因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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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Habitat and Keeding 

Habit of Brxdorcas iaxrcolor in South central 

Section of Caoligong Mountain 

AI 了 ual-sen 

(Management Office in Baoshan,Gaoligong Mountain State Natural Reserves, Baoshan Yunnan 678000,China) 

Abstract From November of 1995 to November of 1996 ，investigation on habitat 

and feeding habit of Bxuaorcas 如 zzcolor was conducted in Nanzai reglions of Gaoligong 

Mountain State Natural Reserves。 Belt transect method was used for field observing， 

and the habitat reglons of Bucorcas iazzicolor were determined by their excrement， 

footprint and activity trace of other Bxadorcas iaZzzcolor。， 工 hen，feeding habitat was ana- 

lyzed by taking sample plots of 10m 久 10m in typical habitat of Bxdorcas iaZzzcolor chan- 

ges is related closely with alimentation. 

Key words “”Bzxdorcas iaZzzcolor ，Gaoligong Mountain Natural Reserves，habitat， 

feeding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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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 牛 在 中 国 的 地 理 分 布 与 生态 研究 现状 “ 

艾 怀 :条 
(云南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保山 管理 局 ， 保 山 “678000) 

摘 要 羚 牛 〈Buaoxrcas 如 zicolor) 是 一 种 大 型 草食 动物 ， 现 存 4 个 亚 种 。 中 国 是 世 

界 上 羚 牛 资源 最 大 的 拥有 国 ， 凑 牛 研究 工作 也 主要 集中 在 中 国 ， 自 1966 年 开始 ， 中 国学 者 

对 羚 牛 生态 进行 了 广泛 的 研究 ， 并 取得 了 许多 成 果 ， 本 文 在 查阅 大 量 的 资料 的 基础 上 ， 对 

羚 牛 的 地 理 分 布 、 栖 息 地 、 生 境 、 食 性 、 种 群 、 行 为 、 习 性 等 生态 学 方面 的 研究 方法 、 研 

究 状 况 及 研究 成 果 等 进行 了 分 析 汇 总 ， 并 对 4 个 亚 种 的 研究 状况 进行 了 对 比 ， 同 时 也 针对 

今后 羚 牛 生 态 学 的 研究 方法 、 研 究 方向 提出 了 自己 的 看 法 。 

关键 词 ” 羚 牛 , 生态 , 地 理 分 布 

羚 牛 〈Buwaorcas iazicolor Hodgson 1850) 隶属 偶蹄 目 (Artiodactyla) 、 牛 科 〈 了 Bo- 

vidae) ， 是 一 种 大 型 草食 动物 ， 现 存 4 个 亚 种 ， 即 指名 亚 种 召 . iazicolor。 iazicolor、 秦 

岭 亚 种 B. iezzicolorped fordi 、 四 川 亚 种 B. iczicolorapetaza 和 不 丹 亚 种 吾 . iazzcolor 

zhitei， 是 亚洲 特有 的 大 型 兽 类 ， 与 大 熊猫 (Aizlwroztpoaa zzelazolexca )、 人 金丝猴 〈 民 1- 

nozithecus spp. ) 一 道 被 称 为 中 国 高 山林 型 中 的 三 大 珍稀 动物 〈 吴 家 炎 等 ”1990)。 
中 国 是 世界 上 羚 牛 资源 最 大 的 拥有 国 ， 羚 牛 研 究 工 作 也 主要 集中 在 中 国 〈 宋 延 龄 

等 ”2000)。 但 是 ， 在 1949 年 前 ， 羚 牛 的 研究 主要 是 外 国学 者 对 种 属 分 类 方面 的 研 

究 ; 1949 年 后 ， 中 国 许 多 专家 学 者 投入 了 对 羚 牛 的 研究 ， 在 羚 牛 的 形态 解剖 、 生 理 

生化 、 生 物 学 特性 、 分 布 、 生 态 、 饲 养 繁殖 、 保 护 管理 等 方面 进行 了 广泛 的 研究 ， 并 

取得 了 许多 成 果 “〈 吴 家 炎 等 ”1990)。 本 文 重点 讨论 羚 牛 在 中 国 的 地 理 分 布 与 生态 研 
究 现状 。 

1 “中国 羚 牛 的 地 理 分 布 

现代 羚 牛 的 4 个 亚 种 在 中 国 均 有 分 布 记 录 ， 其 中 四 川 亚 种 和 秦岭 亚 种 是 中 国 特有 亚 

种 。 现 存 的 羚 牛 主要 分 布 在 中 国 的 陕西 、 甘 肃 、 四 川 、 云 南 、 西 藏 等 省 区 ， 与 中 国 毗 邻 

的 印度 、 缅 甸 、 不 丹 也 有 少量 的 分 布 ， 实 际 上 是 沿 秦岭 、 岷 山 、 峡 山 、 凉 山 、 高 黎 贡 

山 、 喜 马 拉 雅 山 山 系 分 布 〈 吴 家 炎 “1986)。1979 年 在 西藏 采 到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的 标本 ， 

首次 证 实 了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在 中 国 也 有 分 布 〈 吴 家 炎 等 ”1981)。 

羚 牛 秦岭 亚 种 分 布 于 秦岭 主 山脉 海拔 1500 一 3600m; 羚 牛 四 川 亚 种 分 布 较 广 ， 包 括 

四 川西 部 及 甘肃 东南 部 ， 沿 四 川 盆地 西 缘 的 高 山 深 谷地 带 分 布 ， 川 西南 横断 山脉 地 带 是 

其 分 布 的 最 南 限 ;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在 中 国 主要 分 布 于 藏 东南 及 雅鲁藏布江 中 游 的 高 山峡 谷 

x 本 文 2003 年 发 表 于 《四 川 动物 》，23(1): 16 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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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带 ;， 羚 牛 指名 亚 种 则 分 布 于 云南 高 黎贡山 及 西藏 东南 部 的 察 隅 、 墨 脱 等 地 〈 吴 家 炎 
等 ”1990) 。 

2 羚 牛 的 生态 研究 现状 

中 国学 者 对 羚 牛 生 态 的 研究 起 步 较 早 ， 从 1964 年 开始 ， 陕 西 省 动物 研究 所 就 在 太 

白山 对 羚 牛 秦岭 亚 种 的 生态 进行 了 初步 观察 〈 吴 家 炎 等 ”1966)。 但 是 1990 年 以 前 ， 研 

究 工 作 都 是 以 野外 观察 、 分 类 、 分 布 等 方面 的 调查 研究 为 主 , 《中 国 羚 牛 》 一 书 是 这 一 

时 期 的 最 有 代表 性 的 阶段 性 成 果 〈 吴 家 炎 等 1990)。20 世纪 90 年 代 后 期 开始 ， 在 陕 

西 秦 岭 对 羚 牛 秦岭 亚 种 成 功 地 应 用 无 线 电 跟踪 仪 就 其 集群 类 型 、 种 群 数量 与 结构 特征 、 

群体 分 离 与 重组 的 变化 、 独 栖 现 象 、 家 域 、 防 御 和 和 栈 盐 行为 、 春 夏季 昼夜 活动 节律 与 

时 间 分 配 等 方面 进行 了 长 期 跟踪 研究 〈 宋 延 龄 等 1999，2000， 曾 治 高 等 1998a， 

1998b，1998c，1999，2000，2001a，2001b) ， 使 中 国 羚 牛 生态 研究 登 上 了 一 个 新 的 台 

阶 。 今 后 对 羚 牛 其 他 亚 种 的 生态 学 研究 时 ， 应 用 无 线 电 跟踪 技术 跟踪 研究 羚 牛 的 方法 值 

得 借鉴 。 

2.1 栖息 地 与 生境 

对 羚 牛 栖息 地 与 生境 的 研究 一 般 都 采取 直接 观察 羚 牛 实体 及 活动 痕迹 的 方法 ， 这 种 

方法 在 人 们 对 羚 牛 栖息 地 与 生境 的 定性 描述 中 起 到 了 相当 重要 的 作用 。1990 年 后 ， 逐 

渐 开 始 采 用 样 线 调查 法 ， 以 羚 牛 凑 便 为 具体 研究 对 象 ， 运 用 野生 动物 丰富 度 指 数 分 析 法 

对 每 条 样 线 和 不 同 生境 中 羚 牛 的 丰富 度 进 行 分 析 ， 以 此 确定 羚 牛 的 生境 偏好 和 栖息 地 选 

择 〈 马 亦 生 ”1999， 艾 怀 森 ，2000， 麻 硅 太 ”2001) 。 采 用 此 法 可 就 羚 牛 对 生境 和 栖息 

地 的 偏爱 进行 定量 分 析 ， 得 出 的 结论 较为 可 信 ， 在 动物 生境 与 栖息 地 利用 研究 中 值得 推 

广 ， 但 是 使 用 这 种 方法 时 必须 分 层 取样 ， 且 确保 取样 数据 的 足够 多 ， 同 时 要 利用 置信 区 

间 分 析 所 得 结论 的 可 信 度 。 

羚 牛 各 亚 种 栖息 地 的 共同 点 是 植物 和 水 源 丰 富 、 和 气温 凉爽 湿润 、 有 盐碱地 【有 吴 家 炎 

1981) ， 但 是 羚 牛 不 同 亚 种 栖息 地 海拔 高 度 及 植被 类 型 有 所 不 同 。 不 同学 者 在 陕西 太白 

山 〈 吴 家 炎 ”1966， 马 亦 生 ”1999)、 牛 背 梁 〈 吴 家 炎 等 ”1983) 及 甘肃 陇南 山 “〈 陈 钧 

1983) 、 白 水 江 自 然 保护 区 〈 黄 犁 华 等 ”1996) 等 不 同 地 区 对 羚 牛 秦岭 亚 种 的 栖息 地 

调查 后 得 出 的 结果 基本 相同 ， 羚 牛 秦岭 亚 种 的 垂直 活动 范围 在 海拔 1300 一 3500m， 主 要 

栖息 地 范围 在 海拔 2200 一 3600m 的 针 疗 混交 林 及 针 叶 林 中 。 羚 牛 四 川 亚 种 的 垂直 活动 
范围 在 1550 一 4500m 〈 邓 其 祥 ”1984) ， 主 要 栖息 地 范围 在 海拔 2100 一 3600m 的 针 阔 混 

交 林 和 针 叶 林 带 ， 与 秦岭 亚 种 基本 相似 〈 吴 家 炎 等 ”1990)。 羚 牛 指名 亚 种 垂直 活动 范 

围 在 海拔 1900m 以 上 直到 山 养 ， 主 要 栖息 地 范围 在 2700 一 3900m 的 山顶 苔 殖 矮 林 、 温 

深 性 针 叶 林 、 赛 温 竹林 及 高 山 草 旬 等 植被 带 中 〈 王 应 祥 。1995)。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活动 范 

围 在 海拔 3200 一 5200m， 主 要 栖息 地 范围 在 海拔 3500 一 4500m 的 高 山 针 叶 林 及 高 山 灌 

丛 草 多 两 植被 带 带 内 ， 是 羚 牛 中 栖息 地 海拔 最 高 的 一 个 亚 种 〈 吴 家 炎 等 ”1990)。 所 有 

研究 都 表明 ， 羚 牛 对 栖息 地 的 利用 存在 着 时 间 和 空间 的 差异 。 羚 牛 不 同 亚 种 对 栖息 地 利 

用 的 偶 好 和 栖息 地 利用 的 季节 性 变化 方面 的 定量 研究 较 少 ， 而 这 方面 的 研究 对 羚 牛 不 同 

亚 种 的 保护 管理 ， 尤 其 是 对 种 群 的 恢复 和 发 展 具有 重要 的 指导 作用 。 因 此 ， 应 加 强 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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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 研究 。 

相同 地 域内 ， 羚 牛 与 相近 物种 [如 晨 羚 〈Capricormzzs Suzaatrae7131s ) 、 斑 羚 (Nae- 

ma07rhedzs goral) 等 ] 在 生境 选择 上 虽然 有 部 分 重 肆 ， 但 它们 对 生境 的 利用 方式 有 显著 

的 差异 。 在 春季 ， 羚 牛 主要 利用 海拔 较 高 、 食 物 丰 富 度 较 高 、 灌 木 较 大 、 离 灌木 较 远 的 

生境 ; 羚 、 斑 羚 主要 利用 海拔 较 低 、 食 物 丰 富 度 中 等 、 灌 木 较 小 、 离 灌木 较 近 的 生 

境 。 在 冬季 羚 牛 主要 利用 坡度 适中 、 海 拔 适 中 、 乔 木 较 大 、 乔 木 较 稀 、 离 乔木 适中 的 生 

境 ; 坚 羚 主要 利用 坡度 较 陡 、 海 拔 较 高 、 乔 木 较 小 、 乔 木 较 稀 、 离 乔木 适中 的 生境 ;， 斑 

羚 主要 利用 坡度 较 缓 、 海 拔 较 低 、 乔 木 较 小 、 乔 木 较 密 、 离 乔木 近 的 生境 〈 吴 华 

等 ”2001)。 从 总 体 看 ， 羚 牛 与 同 域 分 布 的 其 他 大 中 型 食 草 类 动物 相互 关系 方面 的 研究 

一 是 数量 较 少 ， 一 是 多 为 定性 研究 ， 今 后 值得 加 强 。 因 为 这 方面 的 研究 对 了 解 羚 牛 与 其 

他 食 草 动 物种 间 相 互 关 系 ， 各 自 对 栖息 地 利用 的 偏好 ， 特 别 是 在 保护 管理 中 对 不 同 种 群 

间 的 栖息 地 管理 、 种 群发 展 等 具有 指导 意义 。 

2.2 食性 研究 

羚 牛 的 食性 一 直 为 所 有 羚 牛 生态 研究 者 所 关注 ， 食 性 研究 通常 采用 直接 观察 羚 牛 取 

食 及 取 食 痕迹 的 方法 ， 以 此 确定 羚 牛 取 食 的 食物 种 类 【〈 吴 家 炎 等 1986， 艾 怀 
森 2000， 曾 治 高 等 ”2001b)。20 世纪 80 年 代 初 曾 有 采用 羚 牛 标本 胃 检 等 方法 的 报道 
〈 吴 家 炎 ”1986)。 但 骨 检 法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性 ， 且 与 野生 动物 保护 理念 有 冲突 ， 不 宜 提 

倡 ， 而 直接 观察 羚 牛 取 食 及 取 食 痕迹 的 方法 也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如 果 在 食性 研究 中 引入 

姜 便 分 析 法 ， 对 羚 牛 食性 的 深入 了 解 会 有 较 大 的 帮助 。 

食性 研究 结果 表明 ， 羚 牛 取 食 广泛 ， 羚 牛 各 亚 种 取 食 涉及 植物 38 科 104 种 〈 吴 家 
炎 等 ”1986)。 对 陕西 佛 坪 自 然 保 护 区 羚 牛 秦岭 亚 种 的 研究 ， 共 记录 到 该 亚 种 野外 采 食 

的 植物 是 58 科 161 种 ， 其 中 草本 植物 占 34. 9%、 木 本 植物 占 62.7%、 苔 协和 蕨 类 植物 
占 4.4% 〈 曾 治 高 等 ”2001) 。 研 究 还 表明 秦岭 羚 牛 食物 呈 季 节 性 变化 ， 春 夏季 采 食 的 

植物 种 类 较 秋 冬季 多 ， 而 且 它 对 采 食 植物 的 部 位 也 有 一 定 的 选择 性 ， 以 采 食 植物 的 嫩 叶 
为 主 ， 同 时 还 有 叶 食 树 皮 的 习性 〈 曾 治 高 等 ”2001)。 在 羚 牛 食性 研究 方面 存在 的 明显 

不 足 之 处 是 没有 对 羚 牛 野外 取 食 做 定量 分 析 方 面 的 研究 ， 野 外 取 食 做 定量 分 析 研究 对 羚 

牛 这 种 珍稀 濒 危 动物 的 迁移 地 保护 具有 现实 意义 ， 今 后 羚 牛 食性 研究 工作 重点 应 放 在 这 

方面 。 此 外 ， 食 物 偏 好、 大宗 食 物 、 应 急 食物 、 消 遣 食物、 特殊 食物 等 方面 的 研究 在 羚 
牛 生境 管理 中 具有 特别 的 价值 ， 但 目前 还 没有 这 方面 的 研究 资料 ， 今 后 在 羚 牛 的 食性 研 

究 中 对 此 有 足够 的 重视 。 

羚 牛 各 亚 种 都 存在 嗜 盐 习性 ， 它 们 通过 生 食 含 盐分 较 高 的 泥土 来 补充 身体 所 需 的 

微量 元 素 〈 吴 家 炎 等 ”1986)， 这 一 认识 为 所 有 的 羚 牛 研究 者 认同 。 羚 牛 酥 盐 不 仅 与 增 
强 自身 体质 及 机 体 的 抵抗 能 力 有 关 ， 而 且 与 生育 有 关 〈 吴 家 炎 等 ”1986， 曾 治 高 
等 1998， 苹 怀 森 ，2000)。 研 究 还 表明 ， 羚 牛 对 盐 源 的 占有 具有 一 定 的 等 级 序 位 ， 高 

序 位 者 徐 盐 时 处 于 优势 地 位 ， 而 盐 源 的 存在 对 羚 牛 的 迁移 活动 有 一 定 的 影响 〈 曾 治 高 等 
1998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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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种 群 研究 

1990 年 前 ， 对 羚 牛 的 种 群 研究 都 是 进行 直接 观察 〈 吴 家 炎 等 ”1966，1981，1983， 

1986， 葛 桃 安 1989); 20 世纪 90 年 代 后 期 ， 开 始 引 入 无 线 电 跟 踪 器 对 羚 牛 种 群 进行 

跟踪 调查 〈 曾 治 高 等 1998c，2000， 宋 延 龄 等 ”1999)， 无 线 电 跟踪 器 对 羚 牛 进行 跟踪 

调查 的 方法 对 种 群 研究 非常 有 效 。 在 羚 牛 其 他 亚 种 的 生态 学 研究 中 ， 值 得 借鉴 秦岭 羚 牛 

的 研究 方法 ， 应 用 无 线 电 跟踪 技术 使 种 群生 态 研 究 ， 尤 其 是 种 群 结 构 、 个 体 行 为 、 活 动 

节律 和 时 间 分 配 等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深化 下 去 。 但 用 无 线 电 跟踪 器 对 羚 牛 种 群 进行 跟踪 调 

查 的 成 本 较 高 ， 无 线 电 跟踪 器 都 必须 从 国外 进口 ， 在 课题 设置 中 设计 者 要 对 此 有 充分 

考虑 ; 

羚 牛 是 一 种 大 型 集群 动物 ， 对 羚 牛 种 群 的 研究 主要 是 针对 羚 牛 群体 的 研究 。 一 种 观 

点 认为 兽 群 可 分 为 家 群 、 族 群 和 聚集 群 ， 且 随 季 节 变 化 而 有 分 群 和 合群 现象 “〈 葛 桃 安 

等 ”1989); 另 一 种 观点 认为 ， 按 羚 牛 群体 大 小 和 结构 应 将 羚 牛 群 分 为 家 群 、 混 合群 、 

社 群 、 聚 集群 和 独 牛 5 种 类 型 〈 宋 延 龄 ”1999)。 后 一 种 观点 更 能 够 全 面 地 反映 出 羚 牛 

的 群体 特征 ， 家 群 是 由 具有 亲缘 关系 的 个 体 组 成 ， 在 羚 牛 各 类 型 的 集群 中 占据 核心 地 

位 ， 是 构成 其 他 类 型 的 羚 牛 群 的 基本 单位 。 社 群 (族群 ) 是 同一 区 域 的 几 个 家 群 组 成 的 

相对 稳定 的 群体 ， 组 成 社 群 的 羚 牛 数量 大 同 小 异 ， 有 观察 到 羚 牛 社 群 大 小 为 10 一 30 头 

的 报道 〈 吴 家 炎 等 ”1986; 宋 延 龄 等 ”1999)， 也 有 观察 到 羚 牛 社 群 大 小 为 15 一 45 头 的 

报道 〈 葛 桃 安 等 ”1989) 。 聚 集群 则 是 由 几 个 社 群 哲 时 性 地 集结 在 一 起 而 形成 的 较 大 的 

群体 ， 与 社 群 相 比 ， 聚 集群 非常 不 稳定 〈 吴 家 炎 等 ”1986， 葛 桃 安 等 “1989， 宋 延 龄 

等 ”1999)。 独 牛 是 单独 活动 的 羚 牛 个 体 ， 是 羚 牛 群体 的 一 个 特殊 形式 ， 有 人 认为 独 牛 

是 老 、 弱 、 病 、 残 的 羚 牛 离 群 独 栖 生 活 ， 是 羚 牛 个 体 发 生 的 必然 规律 ， 它 们 上 日趋 衰弱 ， 

濒于 死亡 的 边缘 也 是 必然 趋势 〈 束 重 桂 等 ”1990) 。 另 外 的 学 者 在 对 秦岭 亚 种 观察 后 则 

发 现 ， 独 牛 中 有 老 牛 雄性 个 体 、 也 有 青 壮 牛 雄 性 个 体 、 雌 性 个 体 、 亚 成 体 和 幼 仔 。 独 牛 

的 形成 与 繁殖 有 关 ， 同 时 还 与 疾病 、 防 御 、 迁 移 有 关 。 独 栖 羚 牛 在 不 同 的 季节 、 不 同 的 

生境 中 均 可 见 到 ， 绝 大 多 数 老 年 独 牛 活动 区 域 的 海拔 都 低 于 集群 羚 牛 的 活动 高 度 。 羚 牛 

老 、 弱 、 病 、 残 个 体 是 被 动 地 接受 单独 活动 这 种 生存 方式 。 羚 牛 老 、 弱 、 病 、 残 个 体 在 

离 群 活动 后 ， 其 活动 节律 与 群体 中 的 羚 牛 有 一 定 差异 ， 这 种 差异 在 夜间 活动 时 间 及 活动 

率 方面 表现 得 更 加 明显 。 健 壮 雄 性 独 牛 的 存在 是 羚 牛 群 在 进化 过 程 中 形成 的 一 种 适应 策 

略 ， 单 独活 动 是 健壮 雄性 羚 牛 个 体 主 动 选择 的 一 种 生活 方式 ， 这 对 促进 遗传 物质 在 羚 牛 

种 群 间 自 由 交换 ， 增 加 种 群 内 遗传 多 样 性 ， 减 少 近亲 繁殖 等 具有 重要 意义 〈 宋 延 龄 

等 1T1999) 。 

在 羚 牛 的 各 集群 类 型 中 ， 家 和 群 最 稳定 ， 社 群 次 之 ， 混 合群 最 差 。 虽 然 家 群 最 稳定 ， 

但 是 除 母 牛 及 其 幼 仔 外 ， 家 群 中 的 其 他 成 员 也 经 常 变化 ， 羚 牛 的 亚 成 体 也 不 是 构成 家 和 群 

的 稳定 成 员 。 繁 殖 是 羚 牛 聚 群 类 型 变化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 羚 牛 反 捕食 及 护 幼 的 行为 也 会 

影响 羚 牛 群 的 分 群 与 重组 〈 曾 治 高 等 ”2000)。 

2.4 行为 与 习性 研究 

1990 年 以 前 有 许多 学 者 对 羚 牛 行为 作 过 观察 报道 ， 这 些 报道 涉及 羚 牛 采 食 、 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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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戏 、 休 息 、 御 敌 、 护 仔 等 行为 ， 为 以 后 的 羚 牛 行为 研究 打下 了 一 定 的 基础 ， 但 是 这 

种 观察 结果 比较 简单 ， 其 学 术 价 值 有 限 〈 田 星 群 ”1985， 王 小 明 等 1987， 葛 桃 

安 1988， 梁 齐 慧 等 1990)。20 世纪 90 年 代 后 期 ， 有 人 在 陕西 佛 坪 自 然 保 护 区 对 秦 

岭 羚 牛 的 防御 行为 、 家 域 、 春 季 昼 夜 活 节律 与 时 间 安 排 等 行为 进行 了 较为 深入 的 研究 ， 

但 是 羚 牛 行为 学 研究 的 成 果 依然 很 少 〈 曾 治 高 等 ”1998a，2001a， 宋 延 龄 等 ”2000) 。 

羚 牛 防御 行为 的 过 程 包括 : 发现、 警觉、 示警 、 御 敌 4 种 。 羚 牛 通过 视觉 、 嗅 觉 和 

听觉 发 现 异 常情 况 ;， 稍 有 异常 情况 就 会 进入 警觉 状态 ， 所 有 的 羚 牛 个 体 均 能 通过 声音 和 

动作 向 同伴 进行 示警 ， 但 是 3 龄 以 下 的 羚 牛 发 出 的 示警 行为 往往 得 不 到 足够 的 重视 ， 御 

敌 行为 包括 : 聚集 、 威 胁 、 护 幼 、 攻 击 、 逃 跑 。 逃 跑 是 羚 牛 躲避 敌 害 的 主要 手段 。 羚 牛 

逃跑 时 有 分 群 现象 ， 而 且 群 体 的 大 小 对 羚 牛 分 群 行为 有 影响 ， 群 体 越 大 分 群 逃 跑 的 可 能 

性 越 大 ， 当 群体 较 小 时 〈 雪 10 只 ) ， 羚 牛 一 般 不 分 群 逃 跑 。 若 群体 中 有 亚 成 体 及 幼 仔 ， 

羚 牛 群 遇 到 危险 又 不 能 迅速 逃跑 时 ， 羚 牛 具 有 明显 的 护 仔 行为 〈 曾 治 高 等 1998) 。 

羚 牛 家 域 是 羚 牛 行为 生态 学 的 重要 内 容 ， 秦 岭 羚 牛 平均 年 家 域 面 积 为 56. 8km  ， 而 

凑 牛 家 域 的 季节 性 变化 与 栖息 地 内 食物 资源 的 质量 、 数 量 及 分 布 的 季节 性 变化 有 关 ， 而 

且 羚 牛 个 体 之 间 的 家 域 大 小 也 有 差异 ， 此 外 ， 地 形 对 羚 牛 的 家 域 大 小 也 有 影响 。 羚 牛 个 

体 的 家 域 存 在 着 重 肆 ， 但 对 同一 区 域 的 资源 利用 存在 着 时 间 和 空间 上 的 隔离 。 羚 牛 的 家 

域 相 对 比较 稳定 ， 但 未 见 有 明显 的 领域 行为 〈 宋 延 龄 等 ”2000)。 羚 牛 家 域 大 小 的 变化 

是 评价 羚 牛 栖息 地 质量 、 估 测 栖息 地 的 负载 量 、 确 定 保 护 有 生存 力 的 最 小 种 群 所 需 的 枉 

息 地 面积 的 重要 参数 ， 家 域 的 研究 对 羚 牛 的 保护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作用 。 因 此 ， 应 对 尚未 

进行 过 家 域 研究 的 羚 牛 其 他 亚 种 也 开展 家 域 方 面 的 研究 。 

秦岭 冷 牛 春 夏季 的 活动 规律 以 白昼 活动 为 主 ， 白 碍 间 羚 牛 有 3 次 活动 高 峰 ， 高 峰 期 

与 羚 牛 群体 采 食 的 时 间 吻 合 。 羚 牛 的 昼夜 活动 节律 的 形成 与 变化 可 能 受到 诸如 阳光 、 气 

温 、 雨 等 气候 条 件 的 影响 ， 此 外 ， 羚 牛 昼 夜 活动 规律 时 间 分 配方 面 的 差异 在 年 龄 上 也 有 

所 体现 ， 在 白 恒 亚 成 体 比 成 年 个 体 的 活动 时 间 长 ， 而 在 夜里 也 保持 有 较 强 的 活动 强度 ， 

而 老年 个 体 在 夜间 几乎 完全 处 于 休息 状态 〈 曾 治 高 等 ”2001)。 
虽然 对 羚 牛 秦岭 亚 种 的 防御 行为 、 家 域 等 行为 进行 过 较 深 入 的 研究 ， 对 羚 牛 各 亚 种 

采 食 、 移 动 、 嬉 戏 、 休 息 、 护 仔 等 行为 与 习性 方面 都 做 过 观察 记录 ， 但 是 ， 总 体 说 来 羚 

牛 行为 与 习性 研究 还 比较 粗浅 ， 而 对 羚 牛 保护 最 具 现实 意义 的 野外 繁殖 行为 研究 还 是 空 

白 ， 因 此 ， 今 后 不 仅 可 从 羚 牛 采 食 、 移 动 、 嬉 戏 、 休 息 、 护 仔 等 方面 做 定量 的 研究 ， 而 

且 更 急需 做 野外 繁殖 行为 研究 。 

本 > 

通过 对 羚 牛 不 同 亚 种 生态 研究 内 容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在 羚 牛 生态 研究 中 ， 针 对 羚 牛 
秦岭 亚 种 的 研究 最 多 〈 陈 钓 “1983， 黄 犁 华 ”1996， 麻 硅 太 等 ”2001， 马 亦 生 “1999， 

宋 延 龄 等 ”1999，2000， 吴 家 炎 ”1986， 吴 家 炎 等 ”1966，1983，1986，1990， 曾 治 高 
等 ”1998a，1998b，1998c，1999，2000，2001a，2001b) ， 几 乎 涉及 羚 牛 生 态 学 的 方 方 

面 面 ， 并 且 在 20 世纪 90 年 代 后 期 ， 无 线 电 跟 踪 技 术 被 引入 到 羚 牛 秦岭 亚 种 的 研究 中 ， 
极 大 地 提高 了 研究 效率 及 准确 性 〈 宋 延 龄 等 ”1999，2000， 曾 治 高 等 ”1998a，1998b， 

1998c，1999，2000，2001a，2001b) 。 同 时 也 发 表 了 一 批 具有 较 高 理论 水 平 的 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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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 牛 四 川 亚 种 的 研究 次 之 ， 对 羚 牛 四川 亚 种 采用 的 研究 方法 是 直接 观察 实体 及 间接 

调查 数 便 痕迹 等 传统 的 方法 ， 主 要 是 针对 生境 、 栖 息 地 方面 的 研究 ， 也 有 少量 种 群 结构 

与 行为 方面 的 研究 〈 葛 桃 安 1988， 葛 桃 安 等 ”1989， 王 小 明 1987， 吴 华 等 ”2001， 
吴 家 炎 ”1986， 吴 家 炎 等 ”1986，1990， 束 重 桂 等 ”1990) 。 

研究 得 最 少 的 是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和 指名 亚 种 ， 针 对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的 研究 仅 局 限于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分 类 、 栖 息 地 、 食 性 及 分 布 等 方面 〈 吴 家 炎 ”1981，1986， 吴 家 炎 等 “1981， 

1986，1990) 。 对 羚 牛 指名 亚 种 的 研究 较 不 丹 亚 种 更 少 ， 仅 有 少数 学 者 就 其 分 类 、 栖 息 

地 、 食 性 及 分 布 进行 过 初步 观察 〈 吴 家 炎 “1986， 吴 家 炎 等 ”1986，1990， 艾 怀 森 

2000) 。 由 此 可 见 ， 羚 牛 不 丹 亚 种 和 指名 亚 种 的 生态 研究 还 有 非常 大 的 空间 ， 尤 其 是 羚 

牛 指名 亚 种 主要 分 布 于 中 国 云南 高 黎贡山 及 西藏 东南 部 的 察 隅 、 墨 脱 等 地 ， 加 强 羚 牛 指 

名 亚 种 的 研究 不 仅 可 弥补 中 国 羚 牛 研究 的 空白 ， 而 且 对 羚 牛 指名 亚 种 的 保护 也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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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小 熊猫 生态 对 策 初 步 研究 ， 

归 出 
(西南 林学 院 森 林 保 护 系 昆明 650224) 

关键 词 “小 熊猫 , 生态 对 策 ,， 高 黎贡山 

小 熊猫 〈Ailurus Julgers) 产 于 喜马拉雅 山 -横断 山脉 地 区 ， 是 地 史 保 存 下 来 的 第 
三 纪 子 遗 动物 。 由 于 长 期 的 生存 竞争 和 自然 选择 结果 ， 使 其 营养 生态 位 由 高 质量 、 竞 争 

大 的 肉食 转向 低 质 量 、 竞 争 小 但 营养 成 分 稳定 的 竹 类 。 其 头骨 、 白 齿 和 前 掌 都 已 特 化 ， 
适 于 咀嚼 和 抓 食 人 竹子 。 但 由 于 其 消化 道 仍 是 典型 的 食肉 型 ， 只 能 从 竹子 细胞 的 可 浴 性 物 
质 中 获取 能 量 。 而 竹子 的 植物 纤维 含量 高 。 细 胞 可 溶性 物质 含量 低 ， 小 熊猫 必须 要 采取 
某 种 优化 的 生态 对 策 来 保证 自身 生存 、 繁 衍 的 能 量 需要 。 本 研究 旨 在 从 生境 和 食物 的 选 
择 方面 对 该 地 区 小 熊猫 的 生态 对 策 进 行 探 讨 。 

1 研究 地 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98"34 一 98"50 下 ，24"56 一 26"09 N， 北 接 青藏 

高 原 东 缘 ， 南 北 走向 。 受 青藏 高 原 的 屏障 作用 ， 该 地 区 5 月 至 10 月 上 旬 为 雨季 ，10 月 

下 旬 至 次 年 4 月 为 旱季 。 山 体 切 割 剧烈 ， 海 拔 1090 一 3916m。 植 被 从 干 热 河 谷 稀 树 灌 

丛 、 常 绿 阔 叶 林 、 针 疗 混 交 林 、 高 山 暗 针 叶 林 、 高 山 灌 丛 草 旬 直 至 流 石 滩 。 

限于 人 力 和 经 费 ， 经 过 预 研 ， 研 究 区 域 先 在 片 马 站 口 附近 ， 海 拔 2800 一 3400m 约 

30km' 的 区 域内 ， 该 区 域 地 势 复杂 陡峭 ， 和 气候 随 海拔 、 坡 向 变化 较 大 。 植 被 主要 有 : 中 
温 凉 性 针 叶 林 ， 分 布 于 海拔 2800 一 3200m。 乔 木 主要 是 云南 铁 杉 (Tsuga duxwzzsa)、 华 

山 松 〈Pizzxs azazzciz )， 旺 零星 片 状 分 布 ， 间 有 栎 类 、 桦 木 及 冷杉 ， 成 层 现 象 明 显 。 林 

下 灌 丛 有 箭 竹 、 杜 鹏 ， 盖 度 随 林 形 和 地 势 而 异 ， 一 般 达 50% ， 高 者 可 达 90% 。@ 寒 温 

性 灌 从 ， 分 布 在 3200 一 3400m， 以 箭 竹 、 花 和 杜 骼 为 主 ， 其 上 层 间 有 苍山 冷杉 

(Apies delavayi )， 下 层 草 本 多 为 蕨 类 与 禾 本 科 植 物 。 

研究 区 域内 小 熊猫 所 食 竹 类 为 : 四 抢 鞘 箭 竹 〈Fargesia arpicxulata )， 分 布 在 海拔 

3000 一 3400m， 高 1. 5 一 2. 5m， 密 度 5 一 66 株 /m2: ， 并 随 海拔 上 升 而 增高 。@ 云 龙 箭 竹 

(FE，zpazpyrz era)， 分 布 于 海拔 1800~3200m， 高 2 一 5m， 密 度 4 一 13 株 /m: 。 

2 人 研 完 方 法 

沿 山 兰 在 东西 坡 海拔 2800 一 3400m 分 别 设 4 条 样 带 ， 共 8 条 。 按 一 定时 间 间 隔 
( 约 2 个 月 )， 沿 样 带 搜寻 并 记录 各 样 带 上 小 熊猫 活动 痕迹 〈 采 食 残 迹 、 娄 便 ) 及 相应 生 

x 本 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19(5): 358，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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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情 况 “〈 海 拔 、 坡 度 、 竹 子 密 度 、 高 度 和 痕迹 部 位 )。 对 外 业 数 据 SYSTAT 统计 软件 
进行 数理 分 析 ， 判 断 其 活动 痕迹 与 相应 环境 因子 的 关联 程度 ， 从 而 分 析 小 熊猫 对 生境 的 

选择 性 。 

3 结果 

3.1 对 生境 的 选择 

对 外 业 数 据 的 分 析 表 明 ， 该 地 区 小 熊猫 主要 分 布 于 海拔 3000 一 3270m 的 箭 人 竹林 中 ， 

并 对 高 于 竹林 的 突出 物 〈 乔 木 、 岩 石 ) 、 人 竹子 的 高 度 及 密度 存在 着 明显 的 选择 性 。 其 活 

动 痕迹 的 出 现 频率 与 突出 物 呈 明显 正 相 关 (有 R=0. 911，B=0.941，P 一 0. 001) ， 而 与 

人 竹子 高 度 ( 有 R=0. 301, 了 三 一 0. 397,P 一 0. 001) .密度 ( 尺 =0. 159 ,也 三 一 0. 104, P<0. 005) 

呈 明 显 负 相 关 。 但 在 研究 区 域内 ， 小 熊猫 对 坡度 (PP<0.05)、 坡 向 〈 东 西 坡 向 分 别 占 

痕迹 频率 的 49. 1% 、50. 9%) 并 无 明显 选择 〈( 表 1)。 

表 1 小 熊猫 活动 痕迹 与 生境 因子 相关 性 分 析 

因子 相关 系数 CR) 回归 系数 (B) 下 值 己 值 备注 

突出 物 0. 911 0. 941 709. 260 0. 000 N= 王 148 

竹子 高 度 0. 301 一 0. 397 14. 525 0. 000 Ru 三 0. 159，RRooi 研 0. 208 

竹子 密度 0. 159 一 0. 104 3. 879 0. 047 DR i46 

坡度 0. 114 0. 012 3. 655 0. 058 Fo. 一 3.84，Fo ou 一 6.63 

3.2 采 食 行 为 

对 小 熊猫 凌 便 和 和 采 食 残迹 的 观察 统计 表明 ， 研 究 区 域内 小 熊猫 几乎 全 部 以 箭 竹 叶 为 

食 。 在 所 观察 的 186 团 姜 便 中 ， 只 有 10 团 中 含有 花 要 种 子 ， 占 5.6% ， 而 94. 4%% 的 辩 

便 全 是 细碎 竹 叶 。 根 据 几 个 明显 采 食 场 的 采 食 残迹 分 析 表 明 ， 小 熊猫 对 不 同 空间 部 位 的 

竹 叶 并 无 选择 性 ， 而 主要 与 采 食 时 的 身体 位 置 有 关 。 

4 讨论 

有 研究 表明 人 竹 叶 所 含 的 细胞 可 溶性 物质 比 竹 枝 、 人 竹竿 高 ， 而 植物 纤维 含量 却 低 〈 胡 

锦 意 等 ”1987， 唐 雅 英 等 ”1983)。 小 熊猫 采 食 营 养 质量 相对 较 高 并 易于 取 食 和 消化 的 

竹 叶 ， 放 弃 相 对 营养 质量 较 低 且 难 于 采 食 和 消化 的 竹 枝 、 竹 笔 。 这 种 吏 食 对 策 既 降低 了 

采 食 难度 ， 减 少 了 自身 能 耗 ， 又 因 采 食 营 养 质 量 相对 较 高 的 竹 叶 而 获取 了 最 大 净 收 益 。 

小 熊猫 对 生境 的 选择 特点 也 反映 了 其 优化 的 生态 对 策 。 小 熊猫 对 竹子 高 度 的 选择 是 

由 于 自身 较 小 的 体形 所 致 。 在 无 明显 突出 物 的 云龙 箭 竹 中 ， 与 其 身体 等 高 处 竹竿 几乎 无 

叶 可 采 ， 故 极 少见 其 活动 痕迹 。 在 无 突出 物 的 矩 鞘 箭 竹中 ， 小 熊猫 也 放弃 中 上 层 竹 叶 。 

对 突出 物 的 选择 则 主要 是 小 熊猫 可 以 依托 突出 物 取 食 不 同 空间 部 位 的 竹 叶 。 在 山顶 部 较 

低 (一 1.5m) 的 矩 鞘 箭 竹 中 也 少见 其 活动 痕迹 ， 估 计 是 竹子 密度 过 大 〈q 王 43 株 /m2 ) 

不 利于 其 活动 的 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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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区 域 小 能 猫 没有 表现 出 对 坡度 、 坡 向 的 选择 。 小 熊猫 的 分 布 主 要 受 其 食物 分 布 

的 限制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ionomic Strategies of the Red Panda in 

Gaoligong Mountains 

HU Gang 

(Department of Forest Conservation，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 650224) 

Key words “Red panda (Aizwrus ulgezs )，Bionomic strategles ，Gaoligong 

Mounta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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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鱼 类 ” 

陈 银 瑞 ” 褚 新 洛 
中国 科学 院 昆 明 研 究 所 ， 昆 明 ) 

摘 要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怒江 水 系 和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之 间 。 据 调查 ， 共 有 鱼 

类 47 种 。 鱼 类 组 成 特点 : 北部 多 为 中 亚 高 山区 种 类 ， 属 华西 区 ; 南部 以 南亚 类 群 占 优势 ， 

属 华南 区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鱼 类 

1 _ 目 然 环 境 情况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属国 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位 于 东经 98"34 一 98"50 ， 北 纬 

24"56 一 26"09 ， 地 路 云南 的 泸 水 、 腾 冲 和 保山 3 个 县 〈 市 )。 东 临 经 江 ， 西 临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的 恩 梅 开 江 和 龙 川江 ， 形 成 山川 并 列 纵 贯 南北 走向 ， 其 地 势 险 峻 ， 地 形 复杂 ， 北 

高 南 低 ， 群 峰 林 立 ， 河 谷 深 切 ， 是 著名 的 横断 山脉 峡谷 区 。 区 内 2 条 水 系 有 大 小 溪流 

80 多 和 条， 一般 长 度 为 10km， 溪 流 沿 山 间 峡 谷 发 育 ， 近 量 东西 流向 。 保 持 区 涉及 的 水 域 

范围 是 : 东 侧 怒江 “〈 发 源 地 于 西藏 唐古拉 山 ) 上 自 泸 水 县 与 莫 江 县 交界 的 称 夏 ， 下 至 保 

山 的 道 街 河 段 及 一 些 支 流 ; 西 侧 为 缅甸 及 昌 卡 河流 经 泸 水 县 的 片 马 、 古 浪 的 一 些 支流 以 

及 发 源 于 高 黎贡山 两 侧 的 五 茶山 一 带 的 龙 川江 〈 不 包括 团 田 以 下 的 河 段 和 龙 川江 以 西 的 

河流 ) 。 

2 鱼 类 区 系 组 成 和 生物 学 特点 

2.1 鱼 类 区 系 组 成 

本 区 鱼 类 共有 47 种 和 亚 种 ， 分 别 隶 属于 5 目 科 28 属 〈 表 1) ， 其 中 鲤 形 目 鲤 科 有 
11 属 21 种 ， 鳅 科 3 属 6 种 ， 平 鱼 鳅 科 1 属 1 种 。 钻 形 目 鲈 科 有 8 属 14 种 ， 鲜 形 目 青鱼 
科 、 胎 钱 科 、 合 鳃 科 各 有 1 属 1 种 。 以 鲤 形 目 种 数 最 多 ， 共 28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59. 6%。 其 次 为 钻 形 目 ， 占 总 数 的 29. 8% 。 鲤 形 目 中 又 以 鲤 科 的 种 类 为 多 ， 占 总 数 的 
44.7% ， 仅 鲤 科 和 鲁 科 就 占 总 种 数 的 74.5% 。 

据 统 计 结 果 ， 怒 江水 系 在 云南 境内 的 鱼 类 有 9 科 29 属 43 种 ， 其 中 以 鲤 科 和 鲁 科 的 
种 类 为 多 ， 分 别 为 16 种 和 12 种 ， 共 占 总 种 数 的 65.1% 。 怒 江水 系 分 布 于 该 保护 区 的 
鱼 类 20 种 ， 隶 属 7 科 18 属 ， 其 中 鲤 科 有 8 属 10 种 ， 鳞 科 4 属 4 种 ， 鳅 科 2 属 2 种， 平 
鱼 鳅 科 、 青 钱 科 ， 胎 钱 科 、 合 鲤鱼 科 各 1 属 1 种 ， 鲤 科 和 鳞 科 占 本 区 总 种 数 的 70.0%%。 

x 本 文 1991 年 发 表 于 《资源 开发 与 保护 》，7(4):， 215 一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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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 下 游 喜 温 性 种 类 鳗 铺 科 、 胡 子 钻 科 、 刺 鳅 科 的 属 种 ， 在 保护 区 内 见 不 到 踪迹 ，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在 云南 境内 的 鱼 类 有 8 科 27 属 52 种 ， 也 以 鲤 科 (25 种 ) 和 鳞 科 〈13 种 ) 

为 优势 ， 占 总 种 数 的 73. 1% 。 该 水 系 鱼 类 分 布 于 保护 区 的 有 32 种 ， 分 属 8 科 22 属 ， 

其 中 鲤 科 8 属 12 种 ， 鳞 科 6 属 10 种 ， 共 占 总 数 的 68.7% ， 鳅 科 3 属 5 种 ， 其 余 各 科 均 

为 1 属 1 种 ， 由 此 可 见 ， 高 黎贡山 东西 两 水 系 鱼 类 组 成 以 鲤 科 和 鳞 科 为 主 ， 与 各 自 所 属 

水 系 的 鱼 类 组 成 基本 一 致 。 

鳞 科 鱼 类 分 布 的 大 致 范围 是 东 至 贵州 、 广 西 ， 北 至 西藏 ， 四 川南 至 老挝 、 越 南 ; 

西 至 印度 、 缅 甸 、 尼 泊 尔 及 阿富汗 等 地 。 我 国 已 记录 的 有 45 种 ， 地 路 华西 、 华 东 和 华 

南 区 。 高 黎贡山 处 于 分 布 中 心 ， 种 类 较 多 ， 占 绝对 优势 的 是 鲤 科 的 鳃 亚 科 、 野 鳞 亚 科 和 

裂 腹 鱼 亚 科 。 前 两 亚 科 广 布 越南 南部 、 老 挝 、 柬 埔 寨 、 泰 国 、 缅 甸 、 马 来 西亚 、 大 典 他 

群岛 、 和 孟加拉 、 印 度 和 巴基斯坦 等 国 ， 我 国 向 北 可 达 长 江 流域 而 不 跨越 秦岭 ， 为 喜 温 性 

的 南亚 类 群 。 在 本 区 的 分 布 是 : 怒江 北 限 为 六 库 ，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的 锰 亚 科 、 野 鳞 亚 科 

的 鱼 类 只 分 限于 龙 川江 而 不 达 泸 水 ， 泸 水 片区 广 布 着 青藏 高 原 特 有 的 裂 腹 鱼 亚 科 的 种 

类 ， 并 向 南 扩散 与 南亚 类 群 交 混 ， 形 成 温水 性 鱼 类 与 冷水 性 鱼 类 重 友 分 布 的 现象 。 在 鲁 

科 鱼 类 类 和 群 组 成 由 南 到 北 的 递 变 趋势 中 ， 高 黎贡山 南部 的 保山 和 腾冲 地 区 表现 出 明显 的 

过 渡 性 特点 ， 此 种 现象 在 陆 生 兰 椎 动物 中 也 可 看 到 ， 这 就 是 高 黎贡山 被 誉 为 南北 动物 走 

廊 的 缘故 。 然 而 东西 水 系 的 共有 种 很 少 ， 在 怒江 〈20 种 )、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32 种 ) 

中 ， 只 有 半 线 铜 、 泥 鳅 、 青 钱 、 黄 鳝 、 食 蚊 鱼 等 5 种 广 布 种 为 两 水 系 共 有 ， 其 余 各 种 表 

现 出 极 强 的 区 域 性 。 说 明 高 黎贡山 对 东西 两 水 系 许 多 鱼 类 种 群 的 扩散 和 交流 有 明显 的 阻 

隔 作用 ， 是 引起 物种 分 化 的 外 在 条 件 。 

表 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鱼 类 名 录 和 分 布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怒江 水 系 
鱼 类 名 录 站 

腾冲 ” 泸 水 泸 水 保山 

半 线 鲈 Danilo imzterrudzptia (Day) 二 < 四 

汗 西 低 线 馈 ”Barilius parila (Hamilton) 让 

半 刺 结 鱼 Tor (Tor) Peizszbpzi7zzxs Chen et Chu 

桥 街 结 鱼 Tor (Tor) qiaojienzses Wu 十 

后 背 鲈 鲤 Percocyzpozs 六 z781 retrodorsazls Cun et Chu 

保山 四 须 饱 Barpodes ynaraodenses Day 于 

墨 脱 四 须 鳃 Bazpodes hezagomlebis (MeClelland) 

后 鳍 四 须 鳃 Barpodes opistjhozptera Wu :二 

太平 四 须 锰 Barpodes ?maargariazus (Day) 到 

角 鱼 已 palzeorz 力 ycjhas picormis Wu 十 

缺 须 盆 唇 鱼 Placocheilus cryztonemaas Cui et Li 

彩花 穗 导 鳃 ”Crassocheilus Latixs 〈Hamilton) 让 

桥 街 墨 头 鱼 Garra qiaojiensigs Wu et Yao 十 

东方 墨 头 鱼 Garra orientalis Nicho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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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裂 腹 鱼 

胃 江 裂 腹 鱼 

吸 口 裂 腹 鱼 

独 龙 裂 腹 鱼 

灰 裂 腹 鱼 

保山 裂 腹 鱼 

全 裸 裸 重 唇 鱼 

长 条 鳅 

密 纹 条 鳅 

多 纹 条 鳅 

伊 洛 瓦 底 沙 鳅 

突 吻 沙 鳅 

泥鳅 

怒江 间 吸 鳅 

扎 那 纹 胸 鳞 

穴 形 纹 胸 鲜 

鲫 斑纹 胸 钙 

龙 江 纹 胸 鳞 

巨 处 

黄斑 裙 钙 

短 鱼 钙 

扁 头 鳞 

贡 山 鳞 

短 体 拟 鳗 

大 鳍 异 齿 鳗 

细 尾 异 齿 钱 

黑 钙 

溺 齿 钙 

中 华 青 鲜 

食 蚊 鱼 鲜 

黄鳝 

无 线 南 鲈 

宽 额 铂 

鱼 类 名 录 

Schizothoraz (9Schizothorazr) 7aeridiomaLis Tsao 

Schizothoraz (Schizothora 六 ) 72URia72ge72S1S 工 Sao 

Schizothorazr (Schzzothoraz) Tayzostom2US 工 Sao 

Schizothoraz (Schzzothoraz) qduLomgensis Huang 

Schizothoraz (Racozma) grisexs Pellegrin 

Schizothoraz (Racoma) yu7z7za7emsis bpaosha7zze7zzsis 工 Sao 

Cy7zozzcdzzptycnas i7ztegrigy7272QtuLs Huang 

JNemzacheilus 1omgxs Zhu 

JNemzacheilxs Vi7czgxerrae Hora 

JNemacheilus polytaenza Zhu 

Botza (Botia) Phzstriomzica Blyth 

Botia (Botia) rostrata Gunther 

JMisgu7zas a728MiLLicaxcatus (Cantor) 

emzz7z772yzo7zz mWUJiazzgezsiy (Zhang et Zheng) 

CULyzptothoraz zazi7zaensis Wu et at 

ClLyzptothoraz cavia (Hamilton) 

ClLyzptooraz 77mz72z772QCULatas Li 

ClLyzptothoraZz omgJia7zgezlsis Mo et Chu 

Bagarzus yarreLLi (Sykea) 

Psexdechensis SuLcatws (MeClelland) 

了 Parexchnzloglanis Feae (Vinciguerra) 

Parexchzloglazzzs Razzaemzzgensis (Jayaramy) 

了 Parexchiioglanis gozzgshazzemsis Chu 

了 sevaezostozaza yz7zQ72e7131S Drac7ySa720 Chu 

Oreoglanis maacrobpterus (Vinciguerra) 

Oreoglanis delacoxri (Pellegrin) 

Cagaita ceniia (Hamilton) 

ClariCoglanzs azdersomiiz (Day) 

Oryzias Latizpes Sitemzsis Chen，Uwa et Chu 

Ca7zpxsia a 太 Finzs (Baird et Girard) 

Monropterus alpus (Zuiew) 

Badais dario 〔〈Hamilton) 

Chazzza gachza (Hamilton) 

注 : 十 偶 见 ， 才 十 常见 。 

一 一 

一 

十 

+ 十 十 十 

十 十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一 一 

一 

一 一 

续 表 

怒江 水 系 

腾冲 泸 水 泸 水 保山 

一 

十 

十 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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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类 生物 学 特点 与 自然 环境 息息相关 。 怒 江 、 龙 川江 和 高 黎贡山 并 列 南下 ， 河 流落 

差 大 ， 水 流 急 ， 水 源 除 雨 水 补给 外 还 有 高 山 积 雪 融 水 。 适 应 高 海拔 低 水 温 环境 的 主要 类 

群 是 裂 腹 鱼 类 和 条 鳅 类 。 条 鳅 个 体 小 ， 不 引 人 注 目 ， 裂 腹 鱼 个 体 大 ， 生 长 慢 ， 性 成 熟 年 
龄 较 迟 ， 卵 含 毒素 ， 广 布 于 干流 和 源 于 海拔 较 高 的 支流 中 ， 是 高 寒 地 区 的 主要 经 济 鱼 

类 。 个 体 大 、 生 长 快 的 蚀 亚 科 和 野 鳞 亚 科 的 种 类 ， 多 分 布 于 本 区 南部 海拔 稍 低 、 水 温 较 

高 的 地 区 。 其 次 是 适应 急流 环境 的 底 栖 性 种 类 较 多 ， 在 组 成 本 区 47 种 鱼 类 中 ， 除 几 种 

肉食 性 〈 鲈 鲤 、 宽 额 鳃 等 ) 和 沟渠 田 坝 中 的 水 型 种 类 〈 铀 、 青 钱 、 食 蚊 鱼 、 南 鲈 等 ) 栖 

居 水 体 上 层 外 ， 约 80 妈 的 种 类 为 营 底 栖 生 活 伴随 出 现 不 同 程度 的 适应 性 构造 。 有 的 利 

用 发 达 的 偶 鱼 与 平 扇 的 胸 腹 部 构成 宽大 的 附 面 吸附 在 河 底 礁 石上 ， 如 平 鱼 鳅 、 鳗 类 ; 
有 的 种 类 胸部 具有 皮 纹 吸着 器 或 由 形 吸 盘 ， 能 增强 抗御 急流 的 能 力 ， 如 纹 胸 鳞 、 墨 头 鱼 

等 。 由 此 形成 不 同形 式 、 不 同 层 次 的 底 栖 类 群 。 此 外 小 型 种 类 较 多 ， 除 锡 亚 科 和 裂 腹 鱼 

亚 科 中 的 裂 腹 鱼 属 外 ， 多 数 种 类 体 长 为 10cm、 体 重 20g 左右 ， 这 种 由 遗传 属性 所 决定 

的 体形 大 小 ， 从 侧面 反映 了 渔业 价值 的 高 低 。 

3 鱼 类 区 系 的 形成 和 区 划 地 位 

3.1 鱼 类 区 系 的 形成 

本 区 鱼 类 区 系 组 成 以 鳞 科 、 鲤 科 为 主 ， 据 目前 取得 的 研究 结果 表明 ， 鳞 科 化 石 只 有 

钼 (Bagarius gagarius) 1 种， 见于 上 新 世 ， 是 鳞 科 最 为 原始 的 种 。 鳗 鳞 可 能 发 生 于 晚 

上 新 世 ， 并 在 西藏 东南 部 出 现 原 鲁 (Gyproar zwezzz ) 。 在 演化 过 程 中 ， 原 鳞 癌 西北 方 

向 扩散 ， 没 有 大 的 变迁 ， 只 出 现 种 级 分 化 ， 发 生 属 级 分 化 是 向 东 扩 展 到 川西 、 汗 北 以 

后 ， 可 能 在 更 新 世 ， 其 间 新 构造 运动 剧烈 ， 康 汗 古 淮 平原 上 为 高 原 ， 横 断 山 抬升 为 南北 

纵 列 山地 ， 高 山峡 谷 ， 地 形 气候 复杂 ， 因 其 在 急流 环境 中 不 作 远 距离 的 迁徙 ， 生 命 活 动 

仅 局 限于 较 狭 窄 的 区 域 ， 同 一 水 系 的 不 同文 流 可 形成 隔离 。 由 于 生态 和 地 理 的 双重 作 

用 ， 基 因 交 流 中 断 ， 导 致 不 同 分 类 阶 元 的 间歇 性 大 分 化 ， 并 向 川 东 、 汗 南 、 汗 西 毗邻 地 

区 扩 布 ， 大 体 反 映 出 鳞 类 伴随 地 质变 迁 演 化 的 历史 。 

鳗 类 种 的 分 化 程度 远 不 及 鳞 类 ， 分 布 区 域 与 鳞 类 重 到 ， 喜 马 拉 雅 山脉 北 坡 和 金沙 江 

水 系 没有 鳃 类 踪迹 。 说 明 鳗 类 出 现 晚 于 鳞 类 ， 约 在 更 新 世 ， 当 时 喜马拉雅 山脉 已 基本 形 

成 现在 的 雏形 。 目 前 鳃 类 集中 分 布 于 云南 西北 部 澜沧江 以 西 ， 由 此 推测 该 地 为 鳃 类 发 生 

中 心 ， 沿 喜马拉雅 山南 坡 向 西 推进 ， 随 水 系 向 南方 扩 布 。 

裂 腹 鱼 亚 科 为 青藏 高 原 特有 类 群 ， 多 数学 者 认为 它 起 源 于 鳃 亚 科 。 其 证 据 是 : 巴 鲁 

科 12 亚 科 中 ， 分 布 于 青藏 高 原 一 带 的 只 有 裂 腹 鱼 亚 科 。@ 在 高 原 周围 多 见 裂 腹 鱼 类 的 

鳃 亚 科 的 种 类 混 居 。 久 裂 腹 鱼 类 和 鳃 亚 科 中 一 些 原始 的 属 ， 不 仅 外 部 形态 相似 而 且 连 颅 

骨 结 构 也 相似 。 四 中 新 世 时 代 包 亚 科 化 石 非常 丰富 。 由 此 证 实 裂 腹 鱼 类 的 祖先 是 近似 龟 

亚 科 原始 属 的 种 类 。 其 形成 的 大 致 过程 是 自 第 三 纪 末期 开始 的 青藏 高 原 的 急剧 隆起 ， 引 

起 环境 条 件 发 生 显 著 的 改变 ， 使 原来 的 生活 在 本 区 适应 温暖 气候 和 湖泊 静水 环境 的 龟 亚 

科 中 的 某 一 种 类 相应 发 生变 化 。 随 着 地 理 或 生境 的 隔绝 ， 逐 步 演变 为 适应 寒冷 气候 和 河 
和 硬 452 章 



川 急 流 环境 的 原始 裂 腹 鱼 类 。 随 着 高 原 上 升 过 程 的 间隙 性 ， 产 生 环 境 条 件 特别 是 水 温 的 
改变 和 相对 稳定 时 期 交替 出 现 ， 每 次 环境 条 件 的 显著 改变 都 导致 一 次 主干 属 的 形成 。 环 

境 条 件 相 对 稳定 时 ， 出 现 劳 支 属 的 分 化 ， 从 而 相继 发 生 不 同 特 化 等 级 的 主干 属 和 劳 文 
属 。 可 见 分 布 于 本 区 的 裂 腹 鱼 是 该 亚 科 中 较为 原始 的 属 种 ， 因 为 本 区 位 于 青藏 高 原 南 
缘 ， 受 到 高 度 特 化 属 种 排挤 的 缘故 ， 区 内 较 特 化 的 唯一 重 唇 鱼 ， 只 见于 高 海拔 的 山 间 
诅 流 。 

综 上 所 述 ， 鳗 朱 鱼 类 和 裂 腹 鱼 类 都 属 中 亚 高 山区 的 类 群 ， 源 于 第 三 纪 末 或 第 四 纪 

初 ， 它 们 的 发 生 、 形 成 和 发 展 ， 反 映 了 所 在 地 区 域 质变 迁 的 历史 。 

3.2 鱼 类 区 划 地 位 

有 关 这 一 地 区 的 鱼 类 区 划 ， 张 春 霖 〈1954) 曾 把 它 划 为 把 澜 区 的 一 部 分 ， 但 范围 太 

大 ， 不 足以 显示 其 区 系 和 环境 特征 ， 以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为 例 ， 分 布 于 泸 水 片区 的 有 
裂 腹 鱼 亚 科 〈3 种 )、 鳞 科 〈6 种 ) 共 9 种 ， 占 泸 水 片区 总 种 数 的 52. 9%;， 区 内 龟 亚 科 
《2 种 ) 和 野 包 亚 科 〈2 种 ) 等 种 类 ， 均 分 布 在 与 保山 接壤 的 一 些 支 流 中 。 而 在 保山 和 腾 

冲 片区 ， 南 亚 类 群 的 亚 科 〈7 种 ) 和 野 鳞 亚 科 (4 种 ) 共 11 种 ， 占 两 片区 总 种 数 的 
34.4%; 中 亚 高 山区 的 裂 腹 鱼 类 〈4 种 ) 和 条 鳅 类 〈3 种 ) 共 7 种 ， 只 占 21. 9 为 ， 标 志 

着 保山 区 鱼 类 区 系 组 成 北部 泸 水 以 中 亚 高 山区 种 类 为 主 ， 南 部 保山 、 腾 冲 以 南亚 类 群 占 

优势 的 不 同 特点 ， 李 思 忠 (1981) 把 横贯 保山 、 腾 冲 一 线 作 为 华西 区 、 华 南 区 的 界线 ; 

其 北面 为 华西 区 康 藏 亚 区 ， 南 面 为 华南 区 怒 澜 亚 区 ， 是 一 大 进步 。 然 而 依 区 间 鱼 类 组 
成 的 差异 性 和 区 内 相似 性 作为 区 划 的 原则 ， 泸 水 以 南 的 大 片 地 区 是 华西 区 和 华南 构 类 群 
的 交 混 地 带 ， 华 南 区 类 群 占 优势 ， 把 华南 区 的 北 界 移 到 六 库 向 西 沿 腾冲 与 泸 水 交界 一 
线 ， 能 细致 和 较 准 确 地 反映 两 区 的 自然 界线 ， 其 可 行 性 有 待 于 区 的 鱼 类 分 布 区 划 跨 越 华 
西 、 华 南 两 区 ， 但 界线 不 清晰 ， 表 明 该 区 鱼 类 组 成 的 特殊 性 及 其 在 分 布 区 划 中 的 独特 
地 位 。 

4 资源 评价 及 保护 利用 

4.1 资源 评价 

在 组 成 自然 保护 区 的 土著 鱼 类 中 ， 本 区 两 水 系 特 有 的 共 24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51.1% ， 是 区 内 宝贵 的 种 质 资源 ， 为 科学 研究 提供 特殊 的 材料 。 如 裂 腹 鱼 类 ， 不 仅 是 本 

区 主要 的 经 济 鱼 类 ， 还 是 研究 裂 腹 鱼 类 系统 演化 与 青藏 高 原 隆起 关系 的 基本 素材 。 科 学 
工作 者 从 裂 腹 鱼 类 的 系统 发 育 和 环境 的 关系 中 ， 发 现 裂 腹 鱼 类 演化 过 程 的 3 个 发 展 阶 

段 ， 反 映 出 自 第 三 纪 晚 期 以 后 青藏 高 原 经 历 了 3 次 急剧 上 升 和 相对 稳定 交替 的 阶段 ， 每 

次 急剧 隆起 后 同 原 达到 的 高 度 与 裂 腹 鱼 类 3 个 特 化 等 级 的 主干 属 、 目 前 聚居 的 海拔 高 度 
大 体 一 致 。 这 一 新 论点 ， 为 以 后 的 地 质 学 研究 所 证 实 ， 在 国内 外 鱼 类 学 界 和 地 质 学 界 

中 ， 引 起 强烈 的 反响 。 通 过 鳗 钙 形态 与 功能 的 研究 抓 住 演化 的 主线 ， 揭 示 了 物种 的 形成 
和 种 间 的 亲缘 关系 ， 使 该 类 群 的 分 类 系统 更 近 于 自然 。 

就 渔业 而 言 ， 本 区 以 小 型 鱼 类 组 成 为 主 ， 约 占 70 和， 分 散在 支流 或 小 水 体内 ， 
无 特别 庞大 的 种 群 。 个 体 较 大 、 生 长 较 快 的 龟 亚 科 鱼 类 有 7 种 ， 在 支流 中 形成 点 状 

“4953 。 



分 布 ， 未 形成 产量 ;个 体 较 大 的 6 种 裂 腹 鱼 广 布 于 干流 中 ， 生 长 很 慢 ， 以 上 诸 因素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形 成 自然 水 域 的 低产 性 能 ， 沿 江 渔 农 多 以 钩 钧 或 小 型 刺 网 在 干流 
作业 ， 支 流 中 多 用 撒 网 ， 自 捕 自 食 ， 从 另 一 侧面 反映 出 资源 的 状况 。 干 流 滩 多 流 急 ， 
难以 驾驶 船只 ， 无 法 进行 大 规模 作业 ， 客 观 上 起 到 保护 资源 的 作用 。 保 山地 区 曾 在 怒江 

试 捕 3 个 多 月 ， 共 捕 裂 腹 鱼 7. 5t， 一 般 个 体 在 Ilkg 左右 ， 说 明 干 流 中 存在 可 供 开发 的 
资源 。 支 流 的 情况 则 相反 ， 由 于 捕捞 容易 ， 炸 鱼 、 毒 鱼 、 电 鱼 现 象 时 有 发 生 ， 堵 截 小 河 
竭 泽 而 渔 ， 资 源 无 休养 生息 之 机 ， 日 益 下 降 的 趋势 愈加 突出 。 解 决 这 一 问题 ， 除 增加 干 

流 的 捕捞 强度 外 ， 其 根本 出 路 在 于 因地制宜 地 发 展 养 鱼 业 。 以 热 区 小 水 面 为 主 ， 引 进 
外 来 优良 品种 ， 向 精 养 高 产 的 方向 发 展 。 在 河谷 地 区 ， 大 力 提倡 稻田 养 鱼 ， 充 分 利用 全 

区 的 各 种 水 面 发 展 养殖 业 ， 以 摆脱 靠 江 吃 鱼 难 的 局 面 ， 防 止 对 保护 区 资源 的 掠夺 式 

开发 。 

4.2 保护 与 利用 

鱼 类 生长 慢 、 产 量 低 ， 是 高 原 鱼 类 区 系 生 物 学业 特 点 之 一 ， 必 须 引 起 足够 重视 。 主 

管 人 员 在 制定 资源 利用 战略 时 ， 应 遵循 注重 保护 、 加 强 管理 、 计 划 捕 捞 和 开源 节 流 的 原 
则 ， 把 保护 区 内 的 水 域 视 为 保护 区 的 一 个 重要 自然 对 象 之 一 ， 使 其 与 陆 生动 物 建立 统一 
的 保护 网 络 。 按 照 沿江 渔 农 的 习惯 ， 允 许 渔 民 在 规定 时 间 和 地 点 用 钓 钩 、 网 具 作业 ， 严 

禁 炸 鱼 、 毒 鱼 和 电 鱼 ， 逐 步 取缔 堵截 岔 河 捕 鱼 的 传统 渔 法 ， 积 极 宣传 ， 贯 彻 国务 院 颁 布 
的 《水 产 资源 繁殖 保护 条 例 》， 使 资源 得 到 永 续 利用 ， 为 子孙 后 代 造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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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ishes of Gaoligong Mountain Natural 

Conservation Region 

CHEN Yin-rul CHU Xin-luo 

(CImstitute of 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开 unming) 

Abstract Gaoligong Mountain Natural Conservation Region is located in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24"56 一 26"09`N，98"34 ' 一 98"50' 正 ，neighbouring to Nujiang river 

in the east，to branches of Irrawaddy rive in the west， It's one of many natural conser- 

vation reglons In Chlan。 There are 47 species of freshwater fishes belonging to 28 gene- 

。 454 。 



ra，9 families and 5 orders in the reglon。 The fishes in the north part of the region are 

the elements of West China Region and those in the south part of the region are the ele- 

ments of South China Reglion.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Natural conservation region，F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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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黑 鲁 属 鱼 类 一 新 种 ” 

( 钻 形 目 : 鳞 科 ) 

何苦 天 当 
(中 国 科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究 所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本 文 报道 采 自 云南 省 的 黑 鳞 属 鱼 类 一 新 种 ， 长 丝 黑 鳄 〈Gagata dolichomrezzaa 

sp。 nov. ) ， 本 种 与 Cgagata (Hamilton) 近似 。 模 式 标本 保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 

究 所 淡水 鱼 类 博物 馆 。 

关键 词 ” 鱼 纲 ， 鳞 科 ， 黑 鳞 属 ， 新 种 

笔者 在 鳞 科 鱼 类 分 类 整理 中 ， 鉴 定 出 其 中 2 尾 为 黑 鳄 属 鱼 类 一 新 种 ， 记 述 如 下 。 

长 丝 黑 馈 Gagata dolicjnozezza SPp. nov， 新 种 〈 图 1) 

正 模 编号 791， 全 长 140mm， 体 长 112mm，1960 年 7 月 采 于 云南 省 保山 县 道 街 坝 

十 人 桥 〈24"41 N,，99"10E)。 副 模 1 尾 ， 编 号 790， 全 长 142mm， 体 长 113mm， 集 地 

点 和 时 间 同 上 。 模 式 标本 保存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水 生生 物 研 究 所 淡水 鱼 类 博物 馆 。 

图 1 长 丝 黑 鳞 Gagata dolichomema sp. nov。 新 种 

育 鳍 条 [6;， 导 鱼 条 iii-11; 胸鳍 条 8;， 腹鳍 条 i-5。 

体 长 为 体高 的 3. 4 倍 ， 为 头 长 的 4. 0 倍 ， 为 尾 柄 长 的 6. 5 倍 ， 为 尾 柄 高 的 10. 2 倍 。 

头 长 为 吻 长 的 3.0 倍 ， 为 眼 径 的 4.4 倍 ， 为 眼 间距 的 2. 5 倍 。 

体 长 形 ， 侧 扇 ， 背 腹 缘 弧度 大 致 相等 ， 腹 部 稍 圆 。 头 部 侧扁 ， 皮 肤 薄 ， 枕 骨 突 轮廓 

< 本 文 1996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21(3): 380 一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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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吻 部 圆 钝 ， 眼 大 ， 侧 位 ， 位 于 头 部 中 央 ， 被 脂 膜 覆盖 ， 眼 缘 界 线 模 糊 。 鼻 孔 距 吻 

端 较 距 眼前 缘 稍 近 。 口 下 位 ， 较 小 ， 横 裂 ， 上 、 下 颌 具 红 毛 状 细 齿 。 鼻 须 不 发 达 ， 细 线 

状 ; 颌 须 伸 达 胸 鳍 起 点 ; 4 根 姑 须 基部 呈 一 字 排 列 ， 外 侧 蔽 须 较 长 ， 达 鳃 孔 下 角 ， 内 侧 

闫 须 稍 短 。 鳃 峡 光 滑 无 突起 。 

背鳍 始 于 胸鳍 基 的 后 上 方 ， 硬 刺 无 锯齿 ， 光 滑 ， 末 端 延 长 成 丝 状 软 条 。 脂 鱼 较 小 ， 

后 端 游离 。 辟 鱼 起 点 略 后 于 脂 鳍 起 点 垂直 下 方 ， 臣 尾 鳍 基 较 距 腹 鱼 起 点 为 远 。 胸 鱼 基 部 

斜 形 ， 硬 刺 后 缘 的 锯齿 稀 琉 ， 弱 。 腹 鱼 起 点 稍 后 于 背鳍 基 后 端 ， 距 胸 鱼 起 点 较 距 臂 鱼 起 

点 为 远 。 肛 门 与 腹鳍 基 后 端 靠 近 。 四 门 2 个 ， 长 形 ， 后 自 裂 颖 一 直 延 伸 到 枕骨 棘 末端 。 

浸 制 标本 ， 分 别 在 二 眼 间 、 鲤 孔 上 方 ， 背 鳍 基部 的 上 方 ， 胸 鳍 基部 的 上 方 背 面具 4 

道 黑 色 斑 纹 。 

本 种 与 分 布 于 印度 、 和 孟加拉 、 缅 甸 的 Cgagat (Hamilton) 相似 ， 它 们 头顶 的 后 

因 裂 沟 都 一 直 延 伸 到 上 枕骨 突 末 端 ， 但 又 有 以 下 相 异 之 处 : 中 颌 须 比 头 长 ， 而 CG. 

gagata 的 颌 须 比 头 略 短 ; @ 背 鳍 硬 刺 末端 延长 成 丝 状 ， 其 长 度 是 最 短 鳍 条 的 3 倍 以 上 。 

在 怒江 的 下 游 萨 尔 温 江 到 印度 河 分 布 的 Gagaia cenia (Hamilton ) 与 长 丝 黑 鲈 有 较 大 的 

区 别 : @ 前 者 项 部 具 指 状 突起 ，@ 前 者 背鳍 硬 刺 未 端 没 有 延长 的 丝 状 软 条 ;后 四 裂 沟 

只 到 上 枕骨 突 基 部 。 

黑 鳞 属 已 知 共 4 种 ， 即 Gagata cezia (Hamilton)，G，gagata (Hamilton) ，G. 

SeZualis Tilak 和 Gyovssox 户 人 Rahman。 新 种 与 它们 的 区 别 见 表 1。 

表 1 黑 鳞 属 $ 种 鱼 类 的 主要 区 别 

Gaolichome7aa SPD，nov， Cgagata CT。35SEZUMQLIS CG。ce7zQ CG。，yoUS5SOU 太 

后 四 裂 沟 延伸 到 上 枕骨 突 末 端 延伸 到 上 枕骨 延伸 到 上 枕骨 延伸 到 上 枕骨 延伸 到 上 枕骨 

突 的 未 端 突 的 基部 突 的 基部 突 的 基部 
颌 须 比 头 长 比 头 短 | 和 沦 呈 括 比 头 短 比 头 短 

背鳍 硬 刺 末端 延长 成 丝 状 无 丝 状 延长 无 丝 状 延长 无 丝 状 延长 无 丝 状 延长 

肤 部 光滑 光滑 光滑 具 指 状 突起 光滑 

胸鳍 未 端 正常 正常 呈 丝 状 延 长 正常 正常 

吻 长 大 于 眼 径 大 于 眼 径 短 于 眼 径 大 于 眼 径 短 于 眼 径 

致谢 ”本文 承 曹 文宣 研究 员 悉 心 指导 ， 和 葡 鸣 俊 同志 绘图 ， 计 此 致谢 。 w 

。， 4957 。 



黎贡山 鱼 类 区 系 和 板块 位 移 的 生物 效应 ” 

李 恒 龙 春 林 
中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驯 

摘 要 本 文 探讨 高 黎贡山 地 区 〈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 向 北 移动 并 右 旋 的 地 史 过 程 ， 及 

其 造成 的 环境 变迁 ， 研 究 这 一 过 程 对 高 黎贡山 地 区 鱼 类 区 系 产生 的 生物 效应 。 板 块 位 移 的 

生物 效应 表现 为 : 使 高 黎贡山 境内 的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和 怒江 水 系 成 为 : 中 古 北 界 和 东洋 界 

鱼 类 区 系 的 交汇 融合 带 ;@ 北 纬 26 左右 地 带 的 水 体 为 热带 亚洲 鱼 类 和 西藏 高 原 鱼 类 交流 

的 界 鱼 石 ， 南 、 北 成 分 互 不 往来 ; @@ 鱼 类 繁衍 后 代 的 天 和 党， 特有 成 分 占 本 地 区 鱼 类 总 数 的 

53%%; 田 高 黎贡山 鱼 类 区 系 多 源 ， 来 源 于 热带 也 来 源 于 古 北 界 的 温带 。 本 文 认为 鳞 科 鱼 类 

起 源 于 热带 ， 该 科 的 属 、 种 是 多 源 的 ， 主 要 是 热带 属 ， 原 乌 及 其 近 缘 属 可 起 源 于 西藏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鱼 类 区 系 ，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 板 块 位 移 ， 生 物 效 应 

1 高 黎贡山 地 区 鱼 类 区 系 概 况 

高 黎贡山 地 区 共有 土著 鱼 类 49 种 〈 表 1)， 隶 属于 5 目 9 科 29 属 ， 其 中 鲤 形 目 鲤 科 

有 11 属 22 种 , 鳅 科 有 3 属 6 种 ， 平 鳍 鳅 科 1 属 1 种 ;处 形 目 鳞 科 有 9 属 15 种; 鲜 形 目 

的 青 鲜 科 1 属 1 种 〈 陈 银 瑞 1995，1998) 。 

表 1 高 黎贡山 鱼 类 的 系统 位 置 

高 黎贡山 地 区 分 布 水 系 

目 科 伊 洛 瓦 底 江 怒江 流域 外 分 布 

属 数 种 数 种 数 特有 种 数 特有 ( 广 布 ) 

鲤 形 目 鲤 科 11 2 12 9 二 8 5 

鳅 科 3 6 5 2 4 1 3 

平 鱼 鳅 科 1 1 0 0 1 1 0 

钻 形 目 鲜 科 9 15 10 4 9 忆 5 

鲜 形 目 青 鳝 科 1 1 0 1 0 1 

胎 鲜 科 1 1 1 0 1 0 1 

合 鳃 鱼 目 合 鲤鱼 科 1 1 0 1 0 1 

鲈 形 目 南 鲈 科 1 0 1 0 1 

鳄 科 1 1 1 0 1 0 1 

全 5 9 29 49 32 15 30 12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刊 允 ): 121 一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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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鱼 类 区 系 组 成 

高 黎贡山 为 两 大 水 系 的 分 水 界 。 西 侧 为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 东 侧 为 她 江 ， 两 大 水 系 均 

从 缅甸 人 注 印度 洋 的 安达 曼 海 ， 二 者 均 发 源 于 青藏 高 原 。 高 黎贡山 处 于 两 江 的 中 段 。 中 

上 段 ， 两 大 流域 在 中 国 的 河 段 ， 主 要 依靠 雪 水 补给 ， 水 温 四 季 都 低 于 当地 气温 ， 河 水 油 

急 ， 河 床 巨 石壁 又 ， 目 前 无 航行 之 便 。 冷 水 型 的 河水 和 崎 岂 的 河床 孕育 着 独特 的 水 生生 

物 区 系 。 

1.2，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分 布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都 是 一 些 支流 ， 南 部 有 大 伪 江 的 支流 溪 构 江 ， 西 沙河 ， 明 光 

河 ， 龙 川江 ， 源 头 位 于 北纬 26 "以 南 ， 四 季 温 暖 ， 水 温 较 高 ， 鱼 类 区 系 显 然 较为 丰富 。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出 现在 高 黎贡山 北 段 的 是 恩 梅 开 江 的 支流 脑 昌 卡 河 、 拉 邦 湄 河 、 河 

强 堤 河和 独 龙 江 《〈 及 其 密集 的 短小 的 羽 状 支流 )， 河 流 比 降 大 ， 水 流 急 ， 水 温 低 ， 鱼 类 

区 系 远 比 南部 的 贫乏 。 

3 人 证 

怒江 是 高 黎贡山 东 坡 的 主要 河流 ， 纵 贯 怒 江 州 全 境 ， 编 延 于 高 黎贡山 与 旬 罗 雪山 之 

间 。 河 流水 量 丰富 ， 落 差 大 ， 怒 江西 岸 的 支流 均 源 于 陡 峻 的 高 黎贡山 ， 共 18 条 。 它 们 
系 山地 型 河流 ， 流 路 短 ， 落 差 大 ， 水 流 急 测 ， 润 深 ， 多 瀑布 ， 两 岸 原始 森林 参天 ， 乌 语 
花香 ， 生 物 区 系 极 富 特色 。 

1.4 高 黎贡山 地 区 两 大 水 系 鱼 类 区 系 的 共同 特点 

1.4:1 物种 相对 贫乏 

两 大 水 系 共 有 49 种 〈 表 2) ， 高 黎贡山 西 坡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具 有 鱼 33 种 ， 怒 江水 

系 29 种 。 全 伊 洛 瓦 底 江 也 只 有 59 种 〈Chu 1986)， 怒 江 仅 有 36 种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鱼 分 别 占 伊 洛 瓦 底 江 全 流域 的 55.9% ， 怒 江 流域 的 80.6%， 与 怒江 紧邻 的 澜沧江 有 鱼 

127 种 。 南 盘 江 有 112 种 ， 金 沙 江 有 65 种 ， 元 江 也 有 80 种 。 高 黎贡山 地 区 两 江 鱼 类 种 

数 最 少 ， 怒 江 的 鱼 类 仅 等 于 澜沧江 的 28. 3% ， 伊 洛 瓦 底 江 的 鱼 类 为 澜沧江 的 46. 45%%。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内 ， 怒 江 鱼 类 区 系 比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的 贫乏 。 怒 江 29 种 ， 伊 洛 瓦 

底 江 33 种 ， 比 经 江 多 4 种 ， 大 概 是 因为 伊 洛 瓦 底 江 在 高 黎贡山 的 文 流 繁多 ， 深 入 到 高 

黎贡山 各 个 峡谷 中 ， 鱼 的 生境 比较 多 样 之 故 。 

表 2 高 黎贡山 地 区 鱼 类 

名 称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怒江 水 系 分 布 

鲤 形 目 Cypriniformes 

1 鲤 科 Cyprinidse 

负 亚 科 Danionine 

1.， 半 线 负 Danio interrupbta 龙 江 \ 大 到 江 保山 奶 江 国内 仅见 于 滇 西 。 缅 多 .印度 , 泰 

(Day) 国有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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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 

CD 

旦 

Cn 

~ 

Co 

《D 

10. 

名 称 

. 汗 西 低 线 馈 Barilizus paariza 

(Hamilton) 

鳃 亚 科 Barbinae 

. 半 刺 结 鲈 Tor(Tor)Pemzis 力 - 

7 Chen et Chu 

. 桥 街 结 鱼 Tor(Tor) gzao7jzem- 

515 Wu 

后 背 鲈 鲤 Percocyzprzis zz7zgi 

retrodorsalis Cui et Chu 

. 保山 四 须 锰 Barpodes zymraa- 

desis Day 

. 墨 脱 四 须 鳃 Barpodes 

jezagorolezpis(McClelland) 

. 后 鱼 四 须 鳃 Barpodes ozis- 

太 optera Wu 

. 太平 四 须 锰 Barpodes marga- 

7ziQ7US(Day) 

野 饥 亚 科 Labeonidae 

角 鱼 下 palzeorzjymzchas 术 - 

co15 Wu 

。 缺 须 盆 展 鱼 Piacochneilrs 

cry 轧 tome7a2US Cul et Li 

. 彩花 穗 展 鳃 Crossocheilus 

Latizxs(Hamilton) 

. 桥 街 墨 头 鱼 Garra qiaojiem- 

5 Wu et Yao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腾冲 : 团 田 、 龙 江 、 大 

僵 江 

腾冲 : 团 田 、 曲 石 

x 腾冲 : 团 田 .上 营 、 

北 汪 大 到 症 

< 腾冲 : 团 田 、 固 东 

怒江 水 系 

< 保山 : 道 街 ;六 库 : 

老 帘 河 

x 六 库 : 老 窝 河 

续 表 

分 布 

国内 大 和 盈 江 。 印 度 有 分 布 

龙 江 \ 大 盘 江 特有 

怒江 、 澜 沧 江 特 有 

黎 有 。 印 度 有 分 布 

国内 龙 江 、\ 大盘 江 ; 西 藏 有 分 布 。 

印度 有 分 布 

怒江 特有 

仅 分 布 于 龙 江 \ 大 盘 江 

怒江 特有 

怒江 特有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的 龙 江 \ 大 盘 江 

特有 

仅见 于 龙 川 , 大 有 盘 江 

14. 东方 黑头 鱼 Carra orienta1is 保山 : 道 街 ,怒江 伊 洛 瓦 底 江 也 有 ,国内 广 布 

Nichols 

有 裂 腹 鱼 亚 科 Schizothoracinae 

15. 南方 裂 腹 鱼 Schizothoraz * 腾 冲 : 桥 街 只 产 于 龙 江 :天 妥 王 

772E7iCiO7Q22S 工 Sao 

16. 怒江 裂 腹 鱼 Schizothoraz * 贡 山 和 锦江 泸 水 至 ”怒江 中 上 游 特 产 

722RzQ72ge71515 工 Sao 昌都 的 怒江 河谷 

17. 吸 口 裂 腹 鱼 Schizothoraz < 泸 水 : 片 马 古 浪 ; 只 见 记载 于 泸 水 、 独 龙 江 

172yZO5Sto722S 工 Sao 贡 山 : 独 龙 江 ( 巴 坡 

- 马 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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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 

20. 

2 

22. 

23， 

24. 

25. 

2 

27. 

28. 

29. 

名 称 

独 龙 裂 腹 鱼 Schizothorar 

aulLomgensis Huang 

灰 裂 腹 鱼 Schizzothoraz gri- 

SexsPellegrin 

保山 裂 腹 鱼 Schizothoraz yz- 

12Q71E12815 zaOsHa7ze12515 TSao 

贡 山 裂 腹 鱼 Schnzzothora 

gozgsShazzemsis 工 Sao 

全 裸 裸 重 唇 鱼 Gymzzodizpty- 

chas zi7zteg7igy7272QttLS Huang 

2 鳅 科 Cobitidae 

条 鳅 亚 科 Nemacheilinae 

长 条 鳅 Nemzacheilus omgus 

Zhu 

密 纹 条 鳅 Nemzacheilzs az- 

ci8gtue7Qae Hora 

多 纹 条 鳅 Nemachneilus zoly- 

iaezia Zhu 

沙 鳅 亚 科 

伊 洛 瓦 底 沙 鳅 Boiia Pazstri- 

omzica Blyth 

突 吻 沙 鳅 Boria rostrat 

Gunther 

花 鳅 亚 科 Cobitinae 

泥鳅 Misgwrrzzs azzguilLi- 

catudatus(CCantor) 

3 平 鳍 鳅 科 Homalopteridae 

平 鳍 鳅 亚 科 Homalopterinae 

怒江 间 吸 鳅 互 emzzzzzyzor 7zx- 

Jizazzgersis(Zhang et Zheng) 

处 形 目 Siluriformes 

4 鳞 科 Sisoridae 

30. 巨 钱 Bogarius yarrel2z 

(Sykes)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怒江 水 系 

< 涉 水 : 片 马 ; 贡 山 : 

独 龙 江 巴 坡 

* 保山 : 东 河 ,龙王 源 

* 腾冲 : 瑞 汗 、 明 光 

x 六 库 :老窝 河 

腾冲 : 曲 石 . 明 光 、 龙 

x 腾冲 : 曲 石 . 明 光 、 

瑞 汗 

怒江 下 游 。 云 南西 部 

腾冲 : 团 田 、 龙 江 

腾冲 保山 :上 江 

六 册 

保山 : 道 街 

续 表 

分 布 

只 见 记载 于 泸 水 ̀ 贡 山特 有 

伊 洛 瓦 底 江 的 龙 江 特有 

怒江 特有 (保山 ) 

胃 江 特有 ( 贡 山 段 ) 

龙 江 特 有 

怒江 特有 

缅甸 .泰国 有 分 布 

龙 江 , 芒 市 河 特有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特有 

怒江 下 游 ,两 江 分 布 

广 布 全 国 ( 除 西藏 .新 疆 )。 朝 鲜 、 

日 本 ,越南 等 国有 分 布 

和 她 江 特 有 种 

奶 江 、 元 江 \ 澜 沧 江 。 东 南亚 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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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31. 藏 鲁 Erzostomza Lapiatz77a 

(MecClelland) 

32. 瘦 齿 鳞 GLaridoglanzis amde 六 

5071217 (Day) 

33. 黑钱 Gagata cenia ( Hamil- 

ton) 

34. 大 鳍 异 齿 鲁 Oreoglanis mmzac- 

robpterus (Vinciguerra) 

35. 细 尾 异 齿 鲁 Oreoglanis dela- 

co ( Pellegrin) 

36. 扎 那 纹 胸 鳞 CLyztothnorar 

2zaQz71Qe11513 Wu et al 

37. 穴 形 纹 胸 鳞 GLyzptothnorarz 

cawiQa(Hamilton) 

38. 鲫 斑 纹 胸 鳞 GLyztothnorar 

1721712772QCMK Catatus 

39. 龙 江 纹 胸 鳞 CGILyzptothoraz 

lomgJiamgensis Mo et Chu 

40. 短 鳍 鳄 Parexchiloglanis Fe- 

ae(Vinciguerra) 

41. 扁 头 鳄 Parexchnizoglanis Ra- 

ege72S15(Jayaramy) 

42. 贡 山 鳃 Parerxchnzioglanzs 

go7zzgshanensis Chu 

43. 黄斑 裙 Pyexdechensis SuwZ- 

catzus(MecClelland) 

44. 短 体 拟 鳃 Psexcezostomza yztz- 

ma1te15is ByrachysO72Q Chu 

鲜 形 目 Cyprinodontiformes 

S 青 铅 科 Oryziatidae 

45. 中 华 青 钱 Oryzias /atipes 

Si71e1131S Chen，Uwa et Chu 

6 胎 鳝 科 Poeciliidae 

46,， 食 蚊 鳝 Gammzpusia aFFimis 

(Baird et Girard) 

合 鲫鱼 目 Synbranchiformes 

7 合 鳃 鱼 科 Synbranchidae 

47. 黄鳝 Monrozpterus QZpals 

(Zulew) 

。 462 。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腾冲 : 界 头 、 固 东 、 瑞 

滇 、 明 光 、 曲 石 

腾冲 

< 腾冲 : 团 田 、 曲 石 

腾冲 : 界 头 明光 瑞丽 

泸 水 : 古 浪 

腾冲 

腾冲 

腾冲 

腾冲 

怒江 水 系 

< 贡 山 : 独 龙 江 ; 盈 

江 : 大 盈 江 

* 泸 水 : 古 浪 ; 察 隅 : 

察 隅 河 

保山 : 道 街 (怒江 ) 

# 泸 水 : 片 马 古 浪 

保山 : 道 街 

盘 江 下 游 

怒江 

泸 水 :老窝 河 

* 泸 水 :老窝 河 

#* 泸 水 :老窝 河 

保山 

泸 水 .保山 

续 表 

分 布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东南 亚 诸 国有 分 布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 缅 甸 北 部 有 分 

布 

东南 亚 广 布 , 怒 江 、` 澜 沧 江 , 伊 洛 

瓦 底 江 

只 分 布 于 怒江 、 澜 沧 江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 印 度 、 缅 甸 有 

分 布 

龙 江 \ 大盘 江 特有 

龙 江 特 有 

伊 洛 瓦 底 江 。 缅 多 

伊 洛 瓦 底 江 ,` 怒 江 \ 澜 沧 江 。 印 度 

有 分 布 

怒 江上 游 特有 

伊 洛 瓦 底 江 ̀ 怒江 澜沧江 

怒江 特有 

国内 广 布 种 

原 产 美 洲 , 现 遍布 世界 

国内 外 广 布 种 



续 表 

名 称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怒江 水 系 分 布 

鲈 形 目 Perciformes 

8 南 鲈 科 Nandidae 

48. 无 线 南 鲈 Badis dario(Ham- 腾冲 : 固 东 ( 龙 江 大 东南 亚 常见 种 

ilton) 僵 江 ) 

9 钱 科 Channidae 

49. 宽 额 鲤 Chazzza gachua 腾冲 : 团 田 云南 常见 种 。 澜 沧 江 、 怒江、 伊 洛 

(Hamilton) 瓦 底 江 诸 水 系 

1.4.2 种 类 由 南 向 北 减少 

高 黎贡山 南部 和 北部 以 北纬 26 "20 为 界 ， 南 部 包括 泸 水 、 腾 冲 、 保 山 、 龙 陵 ;， 北 段 

包括 福 贡 、 贡 山 和 察 隅 。 高 黎贡山 的 气候 由 南 向 北 递减 ， 降 水 则 是 由 南 向 北 增加 ， 南 部 

河谷 为 南亚 热带 气候 ， 北 部 为 〈 中 ) 温带 气温 ;北部 水 温 低 ， 南 部 水 温 较 高 ， 鱼 类 区 系 
与 气候 相 适 应 ， 南 部 各 河 段 的 鱼 类 远 比 北部 河 段 丰 富 。 本 区 南部 伊 治 瓦 底 江水 系 有 32 

种 鱼 类 〈 表 3)， 占 高 黎贡山 该 水 系 总 数 97%; 北 段 仅 有 鱼 6 种 ， 主 要 见于 独 龙 江 、 片 

马 ， 占 本 地 区 河 段 的 18%，Nujiang 南 段 有 鱼 29 种 ， 北 段 仅 9 种 ， 占 本 地 区 怒江 流域 
29 种 鱼 的 31% ， 但 南 段 有 20 种 占 流 域 鱼 种 的 69 兴 。 

由 于 高 黎贡山 的 山 与 水 都 呈 南 北向 纵 列 ， 纬 度 的 更 移 对 区 系 的 影响 特别 明显 ( 表 2)。 

表 3 南北 鱼 类 区 系数 量 比较 

Irrawaddy Nujiang 共计 高 黎贡山 鱼 种 

科 ) 水 属 ,二 种 注 占 流域 /M% 科 ， ) 属 :种 1 占 全 境 /% 开 科 一 属 种 ji 科 - 属 种 

N 2 5 6 18 3 5 9 34.5 3 8 on dl3n Ba 2 

S 5 ws2ai 832" 97 galianee20 69 9 we 2Z8mrdgses 

流域 总 数 8 33 9 29 

* 包括 北部 也 有 分 布 的 4 种 ; 尖 两 江 共 有 种 ， 仅 计算 1 次 。 

1.4.3 科 属 组 成 十 分 简单 

本 地 区 仅 有 鱼 类 9 科 29 属 49 种 。 澜 沧 江 一 条 江 就 有 17 科 64 属 127 种， 科 、 属 比 

两 大 水 系 之 和 还 丰富 许多 。 高 黎贡山 地 区 鱼 类 区 系 主要 由 鲤 科 、 鳅 科 、 平 鱼 鳅 科 和 鳞 科 
4 科 的 鱼 种 组 成 。 虽 然 南 部 河 段 也 有 青 钱 科 、 胎 钱 科 、 合 鲫鱼 科 、 南 鲈 科 、 鳃 科 的 鱼 各 

1 属 1 种 ， 但 它们 都 是 东南 亚 广 布 种 ， 不 能 代表 高 黎贡山 鱼 类 的 实质 ， 本 文 不 予 详细 讨 

论 。 总 的 说 来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鱼 类 比 云南 各 大 水 系 都 要 简单 得 多 。 

两 江水 系 在 高 黎贡山 有 鲤 科 22 种 ， 其 中 鳄 亚 科 7 种 ， 裂 腹 鱼 亚 科 8 种 ， 鳞 科 15 种 

(北部 8 种 ;南部 7 种 ) 。 在 鲤 科 中 ， 南 部 河 段 以 包 亚 科 、 野 急 亚 科 〈5 种 )、 裂 腹 鱼 亚 

科 三 大 亚 科 平行 分 化 发 展 ， 北 部 河 段 中 ， 仅 有 4 种 裂 腹 鱼 〈 亚 科 ) 而 无 其 他 亚 科 发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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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 黎贡山 的 自然 条 件 与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位 移 的 历史 

在 第 三 纪 始 兴 世 时 或 稍 晚 ， 印 度 板 块 与 欧 亚 大 陆 相 撞 碰 ， 以 10 一 15 的 低 角 度 俯 覃 
在 欧 亚 板块 之 下 ， 使 欧 亚 板块 整体 抬升 ， 并 以 强大 的 挤 压 作用 使 高 黎贡山 所 在 的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上 的 新 特 提 斯 地 遭 全 面 裙 皱 回 返 。 在 俯冲 过 程 中 ， 由 于 北面 塔里木 等 地 块 的 

阻挡 ， 印 度 板 块 产生 了 强大 的 向 东 分 压 应 力 ， 使 得 印度 大 陆 “ 模 子 ” 在 高 黎贡山 西南 面 

既 向 北 又 向 东 插 入 欧 亚 板块 。 在 插入 过 程 中 受到 扬子 板块 不 在 一 直线 的 反 向 应 力 和 伊 洛 
瓦 底 江 慢 隆 的 摩 扩 阻 挡 ， 造 成 了 一 个 顺 时 针 方 向 的 力 隅 ， 使 东 侧 的 地 块 高 黎贡山 ， 陇 咱 
江 、 大 盈 江 、 独 龙 江 等 断裂 均 产 生 了 右 旋 运 动 。 其 结果 是 : 

2.1 高 黎贡山 至 少 向 北 推进 了 4S0km 以 上 

高 黎贡山 北部 独 龙 江 (27"40 一 28"50 N)， 在 这 一 地 史 事 件 之 初 ， 应 在 北纬 23 一 

25 ”的 位 置 ， 而 南部 密 支 那 和 腾冲 一 带 〈24"30 一 26") 应 在 北 回归 线 以 南 。 那 时 整个 高 

黎贡山 地 区 曾 被 典型 的 热带 森林 所 帮 盖 ， 为 热带 生物 区 系 的 发 祥 地 。 

2.2 高 黎贡山 由 准 平原 抬升 为 高 山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北 移 之 前 高 黎贡山 已 被 夷 平 为 一 片 起 伏 不 大 的 准 平原 。 准 平原 上 
高 差 不 过 500m， 在 位 移 和 右 旋 过 程 中 ， 原 夷 平 的 高 原 面 解体 ， 山 体 部 分 强烈 抬升 。 高 
黎贡山 成 为 绵延 南北 的 高 山 和 极 高 山 ， 南 段 山 峰 高 在 3500m 以 上 ， 北 段 高 峰 高 在 

4500Im 

2.3 造成 了 世界 上 最 深 最 长 的 大 峡谷 

由 于 板块 位 移 与 山地 抬升 相伴 随 ， 高 黎贡山 地 区 河谷 深 切 ， 谷 坡 陡峭 ， 谷 底 狭 罕 ， 
河床 比 降 大 ， 急 流 险 滩 经 常 出 现 ， 境 内 的 怒江 峡谷 号 称 世界 上 第 一 大 峡谷 。 

高 黎贡山 西 坡 的 独 龙 江 峡 谷 整体 属于 “V” 形 峡谷 ， 上 、 下 自 谷 深 而 狭 直 ， 坡 陡 壁 
直 、 流 急 滩 多 ， 仅 中 段 谷 底 较 宽 ， 出 现 河 漫 滩 与 一 级 阶地 。 

脑 昌 卡 河 是 高 黎贡山 西 坡 恩 梅 开 江 支 流 之 一 ， 其 北 源 从 泸 水 的 吴 中 流出 ， 南 源 出 自 
片 马 耻 口 及 以 南 的 一 带 山地 。 

龙 川江 和 大 盘 江 为 瑞丽 江 的 上 源 ， 源 于 腾冲 境内 的 高 黎贡山 。 此 二 江 谷 地 比较 开 

阔 ， 有 面积 较 大 的 河谷 平原 。 
河流 为 高 黎贡山 地 区 鱼 类 的 栖息 场所 ， 河 谷地 貌 的 特殊 性 与 鱼 类 区 系 的 特有 现象 具 

有 直接 的 因果 关系 。 

2.4 气候 变迁 

高 黎贡山 由 于 板块 北 移 ， 纬 度 位 置 变化 ; 气候 也 随 之 变迁 。 由 位 移 前 的 典型 热带 气 

候 转变 为 南亚 热带 气候 〈 南 部 ) 和 温带 气候 ， 更 因 山 地 抬升 ,来自 孟加拉 湾 的 水 汽 含量 

极为 丰富 的 西南 风气 流 一 部 分 阻 于 高 山 ， 特 别 是 高 黎贡山 北 段 ， 东 西 坡 降 水 出 现 很 大 差 

异 : 独 龙 江 中 段 年 降水 量 3672.8mm (1970 ~ 1990 年 记录 )， 下 游 马 库 竟 高 达 

4795. 9mm， 而 东 坡 同 纬度 的 贡 山 县 城 茨 开 仅 1667. emm。 年 降水 由 北向 南明 显 减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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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坡 腾冲 大 坝 年 降水 量 已 降 减 至 1977mm， 东 坡 泸 水 为 1204mm。 高 黎贡山 北部 东西 坡 
都 没有 明显 的 生理 旱季 。 南 部 干 湿 季 十 分 显著 ，11 月 至 次 年 4 月 降水 少 〈 占 全 年 13 入 
一 15%%)， 睛 天 多 ， 日 照 充 足 ， 相 对 湿度 仅 15% 一 20%， 为 干 季 。 水 热 条 件 的 变迁 无 疑 

给 鱼 类 区 系 的 起 源 与 活化 带 来 巨大 的 影响 。 

3 板块 位 移 对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鱼 类 区 系 生 物 效 应 

伊 洛 瓦 底 江 和 怒江 为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两 大 水 系 ， 两 江 的 主体 河 段 都 在 热带 地 域 。 在 

第 三 纪 时 ， 高 黎贡山 两 侧 的 河 段 也 在 热带 范围 。 发 生 于 第 三 纪 、 第 四 纪 延 续 的 位 移 活 动 

和 地 块 抬升 运动 将 高 黎贡山 地 域 从 热带 搬移 到 现今 的 温带 ， 使 两 大 水 系 处 于 青藏 高 原 和 

热带 东南 亚 的 交互 作用 之 下 ， 鱼 类 区 系 相应 地 做 出 了 反应 。 

3.1 古 北 春 和 东洋 界 鱼 类 区 系 的 交汇 带 即 热带 鱼 类 和 温带 鱼 类 共处 之 所 

高 黎贡山 的 鱼 类 区 系 中 兼 有 东洋 界 热带 亚洲 广 布 的 温水 性 鱼 类 〈 鲤 科 的 包 亚 科 3 属 
7 种 ， 野 钱 亚 科 4 属 5 种 ) 及 古 北 界 青藏 高 原 特 有 的 冷水 性 鱼 类 裂 腹 鱼 亚 科 2 属 8 种 ， 

钙 科 8 属 15 种 。 东 洋 成 分 和 古 北 成 分 同时 出 现在 怒江 的 六 库 或 保山 河 段 ， 也 可 同时 出 
现在 伊 洛 瓦 底 江 的 支流 龙 江 〈 腾 冲 ) 。 虽 然 我 们 不 能 肯定 这 每 种 鱼 就 是 起 源 于 西藏 高 原 

或 热带 东南 亚 ， 但 它们 的 祖先 起 源 地 是 可 以 认定 的 。 如 果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不 北 移 ， 这 
两 个 水 系 只 能 供 东 洋 界 鱼 类 栖息 繁衍 。 

3.2 热带 亚洲 鱼 类 和 西藏 高 原 温带 鱼 类 区 系 的 界 鱼 石 

调查 资料 表明 ， 鲤 科 的 热带 亚 科 或 喜 温 亚 科 的 鱼 种 在 怒江 止 于 泸 水 六 库 河 段 ， 不 北 

上 到 贡 山 、 福 贡 ;， 在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止 于 龙 江 ， 而 不 达 泸 水 西 坡 脑 昌 卡 河 。 例 如 ， 半 刺 

结 鱼 [LTor (Tor) hexnazspzzzs]j]、 后 鳍 四 须 包 〈Bayzpodes opisthoptera)、 角 鱼 〈 下 palze- 

o7-z 加 六 y72chas bicozr7zs) 等 都 是 怒江 保山 -六 库 河 段 的 特有 种 。 它 们 的 出 现 很 可 能 代表 其 热 

带 祖先 在 这 一 地 区 留 下 的 后 代 ;， 祖 型 鱼 群 在 这 里 进行 过 从 热带 型 至 温带 型 的 晓 变 过 程 。 

尽管 如 此 ， 至 今 还 未 在 终年 水 温 很 低 的 贡 山 、 福 贡 河 段 发 现 有 关 热 带 属 适 于 冷水 型 的 鱼 

种 或 亚 种 。 相 反 ， 来自 西藏 东南 部 的 怒江 裂 腹 鱼 〈(Schzzothoraz muRiazgersis) 从 昌都 

南下 到 贡 山 、 福 贡 ， 在 怒江 中 上 游 分 布 颇 广 ， 但 却 不 在 泸 水 以 下 的 水 域 定居 。 高 黎贡山 

整体 在 位 移 之 前 均 坐 落 在 高 温 高 湿 的 热带 ， 水 温 四 季 不 变 ， 南 北 一 致 。 位 移 的 结果 ， 水 

温 南 北 不 同 ， 不 同 来 源 的 鱼 只 能 在 水 温 适 宜 的 水 域内 酒 游 。 说 明 六 库 (北纬 26"20 ) 怒 

江河 段 就 是 隔离 喜 温 性 鱼 类 和 冷水 性 鱼 类 的 界 鱼 石 了 。 

3.3 鱼 类 繁衍 后 代 的 天 堂 

据 陈 银 瑞 (1998) 报道 “ 鳞 科 中 的 鲁 ， 鳞 类 可 能 发 生 于 晚上 新 世 ， 原 鲁 〈GLyzr 

oa7zuez72 ) 最 先 在 西藏 东南 部 出 现 ” (待考 ， 是 和 否 即 为 TIrrawaddy 或 Salween 的 上 游 ) 。 

裂 腹 鱼 亚 科 是 青藏 高 原 特 有 类 群 ， 大 约 自 第 三 纪 末 开始 从 高 黎贡山 所 在 的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中 的 鳃 亚 科 中 分 化 出 来 。 说 明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主要 鱼 类 (名 科 15 种 ， 裂 腹 鱼 亚 科 

8 种 ) 的 家 族 均 在 晚 第 三 纪 末 才 发 生 ， 家 族 历史 较 短 ， 在 鱼 类 区 系 中 均 系 年 轻 的 类 和 群 。 

在 它们 的 始祖 类 群 出 现 之 时 ， 高 黎贡山 已 经 抬升 很 高 ， 足 以 成 为 两 大 水 系 鱼 类 隔离 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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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本 条 件 〈 隔 离 障 碍 ) 。 此 时 高 黎贡山 已 大 部 分 移 人 温带 地 域 ， 区 域内 气候 和 水 文 都 

已 出 现 了 南北 分 异 ， 其 南部 水 域 又 给 较为 古老 的 热带 型 鱼 类 的 生存 、 演 化 提供 了 条 件 。 

在 高 黎贡山 向 北 位移 的 历史 时 期 内 ， 鱼 类 区 系 进 行 了 急剧 的 分 化 过 程 。 在 西 侧 的 伊 

洛 瓦 底 江 Irrawaddy 水 系 中 创造 了 15 个 特有 种 ， 在 其 东 侧 的 怒江 分 出 了 11 个 特有 种 

( 表 1)， 共 计 26 种 ， 占 高 黎贡山 地 域 鱼 类 总 数 49 种 的 53% 。 特 有 化 程度 之 高 ， 为 植物 
区 系 所 不 及 ， 也 为 云南 高 原 各 大 湖泊 所 不 及 。 

高 黎贡山 东西 坡 有 许多 共有 的 属 ， 但 无 相同 的 特有 种 ， 如 西 坡 有 裂 腹 鱼 亚 科 的 特有 

种 ， 南 方 裂 腹 鱼 〈Scjhnizzothoraz aeridiozalis )、 独 龙 裂 腹 鱼 〈Scjhzzo 胡 oraz dlozge7=- 

ss)、 豚 口 裂 腹 鱼 〈Scjpizzothorazrz 72yzostoz2tls ) 、 灰 裂 腹 鱼 〈Schizothoraz grisex) 和 

全 裸 裸 重 展 鱼 〈Gymzozzazptychas zzteg7rzgy7272attdls) 5 种 ; 东 坡 怒江 河谷 的 特有 裂 腹 鱼 

则 是 怒江 裂 腹 鱼 〈Schizothoraz ?UpRiazzgezszs)、 保 山 裂 腹 鱼 〈Schazzotora yu7272G72e71- 

Sis paosjhazze11si15) 和 贡 山 裂 腹 鱼 〈(Schnizzothoraz goxzgshazzezl5is) 3 种 。 裂 饶 鱼 这 个 西藏 

高 原 地 区 特有 的 亚 科 ， 在 高 黎贡山 的 两 大 水 系 中 竟 无 1 种 相同 ， 足 见 高 黎贡山 的 存在 对 

两 江 鱼 类 区 系 的 隔离 分 化 的 重要 生物 学 意义 。 由 此 还 可 以 意识 到 ， 高 黎贡山 的 水 域 仅 在 

第 四 纪 以 来 的 一 百 万 年 内 就 孕育 了 至 今 仍 生活 在 自己 故乡 的 8 种 特有 裂 腹 鱼 ， 物 种 分 化 

之 快 ， 足 以 令 人 惊奇 。 

鳞 科 〈Sisoridae) 的 情况 有 些 不 同 : 中 特有 种 主要 出 现在 伊 洛 瓦 底 江 水 系 : 在 高 黎 

贡 山 地 区 有 15 种 ，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特 有 6 种 ， 其 中 5 种 限于 高 黎贡山 西 坡 的 独 龙 江 、 

龙 江 、 大 人 盘 江 。 怒 江 支 流 老窝 河 有 一 特有 种 贡 山 鳞 Parewchiloglazzis gozgsjhnaze11315 。@) 

广 布 种 限于 泸 水 以 下 ，8 种 鳞 科 鱼 类 均 可 路 流域 分 布 : 穴 形 纹 胸 鳞 〈GCLyztothoraz cav- 

i4)， 短 鳍 (Parewchizloglazis feae) 为 两 大 水 系 所 共有 。 巨 乓 (Bogarius yQ7r7reL2i )， 

黑 鲁 〈Gagata cezia) 由 东南 亚 诸 国 经 元 江 、 澜 沧 江 而 达 怒 江 〔〈 保 山道 街 )， 因 高 黎 贡 

山 的 隅 离 ， 未 能 进入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 扁 头 鳄 (Parexchnzloglanzs Razaezz8gezsis) 则 由 澜 

沧 江 、 怒 江 经 伊 洛 瓦 底 江水 系 而 达 印 度 。 这 些 跨 流域 分 布 的 鱼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大 都 限于 

保山 道 街 以 下 ， 个 别 上 游 到 了 泸 水 。@ 鳞 科 可 能 起 源 于 热带 东南 亚 ， 而 不 是 青藏 高 原 。 

从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种 类 看 ， 鳗 、 鳞 能 跨 流 域 广泛 分 布 ， 说 明 它 们 的 祖先 出 现时 期 早 于 晚 

上 新 世 ,， 即 当 撞 邦 - 马 来 亚 板块 虽 开 始 北 移 但 主体 尚 处 于 热带 时 期 ， 那 时 高 黎贡山 ， 横 

断 山 诸 夷 平面 比较 完整 均一 ， 各 大 水 系 在 某 些 地 段 还 有 沟通 的 可 能 。 古 鳗 、 古 鳞 才 得 

以 从 一 条 河 扩散 到 另 一 条 河 。 后 来 ， 当 高 黎贡山 向 北 移动 较 远 时 ， 地 形 水 温 条 件 发 生 了 

变化 ， 热 带鱼 种 才 在 同一 流域 内 进行 适应 性 的 分 化 ， 出 现 了 为 数 不 少 的 狭 域 特 有 种 ， 这 

是 自然 的 .“ 原 鳞 (GLyproazzuezzz72) 最 先 在 西藏 东南 部 出 现 ”《〔〈 陈 银 瑞 “1998) 与 乌 

科 的 热带 起 源 并 不 矛盾 ， 可 能 原 鳞 就 是 古 鳞 在 此 新 环境 下 形成 的 新 属 ， 并 在 藏 东南 附近 

进行 辐射 分 化 。 藏 鲁 、 羡 齿 鳞 可 能 就 是 这 一 分 化 过 程 的 结果 。 如 是 ，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鲜 

科 鱼 类 是 多 元 的 : 巨 钱 Bagarius 属 等 可 能 起 源 于 热带 ， 藏 鳃 〈 下 zostomza abziatz) 的 

祖先 可 能 起 源 于 西藏 。 其 他 如 热带 性 较 强 的 蚀 亚 科 〈Barbinae) 在 高 黎贡山 地 区 形成 了 

4 个 特有 种 [ 半 刺 结 鱼 〈Tor hexmzszpzzaxs)、 桥 街 结 鱼 〈Tor aiaojiexzsis)、 后 鳍 四 须 鳃 

(CBazrpodes opzstihoptera )、 大 平 四 须 包 〈 忆 7pzargariazas)]; 野 鳞 亚 科 〈Labeonidae) 

有 和 角 鱼 〈 正 palzeojjyrchaspicoris) (怒江 特有 )、 缺 须 盆 展 鱼 〈Pliacochneilus cryzptozze= 

MI25 ) 〈 妈 江 特有 )、 彩 花 穗 展 鱼 〈GCrossochezlus Latzxws) (〈( 龙 江 、 大 盘 江 特有 )、 桥 街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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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鱼 〈Garra qiaojiensis) 〈( 龙 江 、 大 盘 江 ); 鳅 科 也 分 化 了 4 个 特有 种 。 

由 于 高 黎贡山 的 位 移 历 史 ， 造 成 的 生态 环境 多 样 性 ， 高 黎贡山 水 体 成 了 不 同 来 源 

( 古 北 界 的 ， 东 洋 界 的 ) 鱼 类 的 多 样 化 中 心 。 由 于 气候 、 地 瑶 等 限制 因素 。 分 化 过 程 在 

隔离 状态 下 进行 ， 物 种 迁移 路 途 险 阻 ， 因 而 ， 高 黎贡山 鱼 类 区 系 中 的 特有 现象 特别 

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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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Effect of the Burma-Malaya Ceoblock Movement 

on Fish Fauna in Caoligong Mountains 

LI Heng LONG Chun-li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the Burma-Malaya Geoblock 

movement northward and the_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lins，。，The biological effect of the Burma-Malaya Geoblock movement on the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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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na in the region has been studied based on curtrent data of fish occurred in the drain- 

age System of the Salween River and Irrawaddy River within the region， GThe two 

drainage systems have fish fauna from both the Palaearctic region and Oriental regions， 

GOThe line demark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Asiatic fish fauna to the south and the Ti- 

betan Plateau fish fauna to the north is at approximately 26 N latitude with neither fish 

from the north passing the line to the south nor those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G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s a center of Species differentiation for many fish taxa，The 

endemism of fish in the region reaches as high as 53% of the total fish fauna， (The or- 

igin of fish fauna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may be from the tropics and may be from 

the temperate area of Palaearctic reglon。 TI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family Sisoridae 

has a tropical origin but its Individual genera and Species have different origins。 Most 

genera in the Sisoridae originated from the tropics while CLyzproarzouezzz772 and its related 

genera probably originated from Tibet.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Fish fauna，Burma-Malaya Geoblock，Geoblock 

movement，Biolog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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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两 栖 故 行动 物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杨 大 同 苏 承 业 利 因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1973 年 4 月 至 7 月 ， 同 年 11 月 至 1974 年 7 月， 曾 两 次 在 云南 省 高 黎贡山 地 区 进行 
两 栖 伶 行动 物 区 系 调 查 。 经 研究 ， 发 现 两 栖 类 2 新 种 ， 疏 行 类 1 新 亚 种 。 模 式 标本 保存 

在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贡 山 短 齿 蟾 Scxtzger gozgshna7zzezlszs ， 新 种 

正 模 标本 

1 东 (730388) 云南 省 贡 山 县 “十 二 号 桥 ”"， 海 拔 2750m; 1973 年 6 月 16 日 。 

副 模 标本 

74& 人 4 ， 各 期 旦 昨 ;， 贡 山 县 “十 二 号 桥 >、 东 哨 房 ， 海 拔 2500 一 3300m; 1973 年 6 

月 16 一 18 日 。 

鉴别 特征 

新 种 有 以 下 特征 与 锡金 短 齿 蟾 〈S. SiRRizzeztsz5) 相 区 别 : 雄性 咽 侧 有 一 对 内 声 塞 ， 

声 赛 孔 极 大 ;外 掌 突 小 而 圆 ， 有 雄性 线 。 

形态 描述 

雄性 体 长 达 54mm; 瞳孔 垂直 椭圆 ， 头 宽 略 大 于 头 长 ; 吻 端 钝 圆 ， 略 超出 下 颌 ; 吻 
校 明显 ; 额 部 微 止 ， 颊 部 略 倾斜 ， 颊 面目 入; 上 眼 瞪 后 部 游离 缘 有 肉质 竟 ; 鼻孔 近 吻 

端 ， 鼻 间 距 等 于 眼 间距 ， 略 小 于 上 有 眼 瞪 宽 ;无 鼓膜 ， 杜 实 隆 起 似 耳 后 腺 ; 舌 卵 圆 ， 后 端 

游离 ， 缺 刻 不 显 ; 上 颌 齿 突 圆 而 明显 ;无 犁 骨 齿 ， 咽 鼓 管 口 小 ， 有 一 对 咽 侧 内 声 赛 ， 声 
赛 孔 极 大 。 

前 胶 较 粗壮 ， 前 臂 及 手 不 及 体 长 之 半 ;， 指 间 无 践 ， 指 端 圆 球状 ， 但 不 显著 膨大 ， 指 
长 顺序 3 4、1、2， 第 一 、 二 指 等 长 ， 无 关节 下 瘤 ， 指 侧 缘 膜 不 显 ; 内 掌 突 发 达 ， 外 

掌 突 小 而 圆 。 后 肢 短 而 粗壮 ， 为 体 长 的 115. 9% ， 肥 中 关节 前 伸 达 肩 部 ， 趾 端 稍 膨 大 呈 

圆 球 状 ， 第 三 、 五 趾 几 等 长 ， 趾 间 无 践 ， 趾 侧 缘 膜 不 显 ， 无 关节 下 瘤 ; 无 中 裙 ; 内 凡 突 
长 椭圆 形 ， 无 外 旷 突 。 

背部 皮肤 粗糙 ， 散 布 较 大 的 多 孔 圆 网 ， 臂 外 侧 及 有 既 、 距 节 者 呈 隆 肿 状 ;前 肢 腹 面 、 

x 本 文 1979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4(2): 185 一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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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 股 外 侧 及 肛 下方 有 浅 色 六 粒 ， 疣 粒 表面 无 刺 。 下 颌 缘 表 面 有 小 黑 刺 ， 正 中 尤 密 。 
生活 时 ， 头 体 背 而 及 四 肢 背 面 青 灰色 ;， 杜 裙 下 半 部 黑色 ; 自 眼 间 沿 背脊 至 肛 前 有 一 

黑 褐 色 宽 纵 纹 ， 两 侧 各 有 一 罕 纹 与 之 平行 ， 个 别 标 本 罕 纹 不 规则 ， 体 背 圆 疣 深 黑 色 ， 上 
颌 缘 色 浅 ， 散 有 不 规则 的 黑 斑 纹 ; 自 眼 前 角 沿 吻 校 下 方 至 吻 端 黑 纹 显 著 ， 左 右 二 黑 纹 在 
吻 端 不 相遇 。 腹 面 浅 灰色 ， 散 有 深 色 云 状 斑 。 四 肢 背 面 黑 斑 不 规则 ， 有 的 呈 短 横 纹 状 ; 
指 、 趾 末端 浅 棕色 。 

第 二 性 征 

六 月 中 旬 采 得 的 雄性 第 一 、 二 指 有 黑 刺 ， 刺 基 连 成 一 片 ; 有 七 号 标本 胸部 有 刺 团 一 
对 ， 另 一 号 标本 在 刺 团 外 侧 后 方 还 有 一 小 刺 团 ， 彼 此 界限 分 明 ; 七 号 标本 腋 腺 显著 ， 一 

号 不 显 ;， 有 雄性 线 ; 咽 侧 有 一 对 内 声 赛 。 

师 晨 

体 呈 纺锤 形 ， 通 身 背 面 黑 褐 色 ; 口 周 唇 乳 突 单行 排列 ， 上 展 中 央 微 缺 ， 近 角质 虹 处 

有 几 枚 副 突 ， 层 齿 式 有 变异 ，I，2-2/I，2-2，I，2-2/I，3-3，I， 3337T 3 区 玫 全 本 守 全 让 藉 

角 器 呈 单 指 状 。6 月 26 日 采 得 四 肢 发 育 完 全 的 幼体 一 个 ， 头 体 长 19. 5mm; 尾 长 

31. 5mm; 前 臂 及 手 长 7. 5mm; 后 肢 长 16. 5mm; 中 足 长 9mm; 前 肢 有 二 道 不 规则 的 黑 

纹 及 斑点 。 同 一 水 沟 中 (pH6. 4) 生活 着 不 同 发 育 期 的 几时 。 

新 种 在 高 黎贡山 生活 在 海拔 2500~3300m 的 沼泽 地 中 ， 地 表 多 为 茧 类 及 菊 科 植物 。 

12 月 至 次 年 5 月 全 被 积 雪 覆盖 。6 月 中 旬 ， 在 气温 9C， 水 温 5.5C 时 ， 发 现 雄 蟾 静 伏 

于 蕨 类 植物 下 的 泥 富里 ， 或 在 倒伏 的 树 杆 下 或 土 洞 中 。 鸣 声 “ 咯 一 ”， 单 一 而 低沉 ， 间 

隅 时 间 长 。 股 处 仙 有 绿色 水 蚂 寄 生 。 

陇 川 小 树 蛙 PPazlaxtaus ozgcAhauazzezszs ， 新 种 

正 模 标本 

1 人 《74II0046); 云南 省 陇 川 县 拱 东 ， 海 拔 1600m;， 1974 年 7 月 16 日 。 

副 模 标 本 

12 4 水， 产地 与 正 模 同 ，1974 年 7 月 16~18 日 。 

鉴别 特征 

新 种 与 黑 眼 瞪 小 树 蛙 〈P._ gracilizpes) 相似 ， 但 新 种 指 、 趾 吸盘 橘红 色 ;， 趾 间 1/4 

践 ， 第 四 、 五 趾 间 躁 不 发 达 。 与 红 吸 盘 小 树 蛙 〈Pj1ilaxutws rhododiscxs) 的 主要 区 别 

是 : 新 种 鼓膜 小 于 第 三 指 吸盘 ;有 咽 下 单 外 声 赛 。 

雄性 最 大 体 长 达 21. 2mm; 头 长 宽 几 相等 ， 吻 端 钝 而 高 ， 超 出 下 颌 ; 吻 棱 圆 ， 冰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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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向 外 倾 斜 ， 鼻 孔 位 于 吻 眼 间 ;， 眼 间距 小 于 眼 径 而 稍 大 于 上 鼻 间 距 和 眼 瞪 宽 ;， 鼓 膜 明 显 ， 

小 于 第 三 指 吸 盘 ; 无 犁 骨 齿 ; 舌 瑶 形 ， 后 端 缺 刻 深 。 

前 臂 及 手 不 及 体 长 之 半 ; 指 端 均 有 吸盘 及 横 沟 ， 第 一 指 吸盘 小 ， 指 序 3、4、2、1， 

指 间 无 跳 ， 第 一 、 二 指 侧 有 缘 膜 ， 关 节 下 瘤 清 晰 。 后 肢 细 长 ， 肥 中 关节 前 伸 达 眼 ， 左 右 

跟 部 相遇 ， 翼 长 为 体 长 之 半 ， 足 稍 短 于 肥 ， 趾 吸盘 略 小 于 指 吸盘 ， 趾 间 1/4 践 ， 趾 侧 无 

缘 膜 ， 外 侧 旷 间 无 距 ， 关 节 下 瘤 明 显 ， 内 晨 突 长 椭圆 形 ， 无 外 旷 突 。 

背部 皮肤 具 稀 朴 小 疯 ， 上 眼 瞪 疯 粒 稍 多 于 背部 者 ; 杜 裙 明显， 咽喉 部 皮肤 光滑 ， 呈 

薄膜 状 ， 腹 部 扁平 竟 密 集 。 

生活 时 ， 背 面 正 中 几 为 浅 墨 褐色， 个 别 标本 隐约 可 见 “” 形 斑纹 。 背 侧 色 浅 淡 ; 

上 眼 瞪 色 稍 深 ， 眼 间 有 黑 褐 色 三 角 斑 ; 膀 部 黑 斑 显 著 。 前 肢 有 黑 褐 色 横 纹 二 道 ; 后 肢 黑 

褐色 横 斑 排列 稀疏 ; 指 、 趾 吸盘 橘红 色 。 腹 面 灰 赣 色 。 浸 液 标 本 “X” 形 斑纹 不 显 。 

第 二 性 征 

第 一 指 基部 灰白 色 婚 垫 显著 ， 有 雄性 线 ， 有 咽 下 单 外 声 赛 ， 声 赛 孔 长 裂 形 。 

全 部 标本 均 采 自 1350 一 1600m 热带 亚热带 灌 丛 中， 黄昏 时 能 发 出 “ 嘻 、 嘻 ”， 一 连 

几 次 、 十 几 次 ， 甚 至 二 十 多 次 清脆 而 洪亮 的 声音 。 

西藏 树 晰 巴 坡 亚 种 Calotes 五 tazgaozrzwuarai papoezzszis ， 新 亚 种 

正 模 标本 

1 人 (730010 号 ); 云南 省 贡 山 县 巴 坡 ， 海 拔 1450m; 1973 年 5 月 15 日 。 

配 模 标本 

1 平 〈730036 号 ); 采集 地 与 正 模 同 ; 1973 年 6 月 6 日 。 

鉴别 特征 

新 亚 种 与 西藏 树 晰 指名 亚 种 Calotes &. Aiz7zgadoxzzwuazai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 新 亚 种 下 

颌 部 除 正 中 一 行 鳞 起 棱 外 ， 其 余 均 被 以 平行 四 边 形 的 平滑 鳞片 ; 喉 襄 被 粒 鳞 ;后 肢 前 伸 

达 口 角 后 方 。 

体 全 长 

雄 98 十 204mm， 肉 100 十 202mm。 

体 色 

体 侧 及 腹面 均 为 浅 蓝 绿色 ;， 沿 背脊 中 线 有 3 个 黑 褐 色 横 斑 ， 颈 背 者 最 小 ， 头 顶部 除 

起 棱 部 位 为 蓝 绿 色 外 ， 其 余 均 为 黑 褐 色 ;， 尾部 浅 棕色 ， 有 浅 灰 色 环 10 个 。 配 模 与 正 
模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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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性 征 

雄性 喉 襄 血红 色 。 

生态 资料 

1973 年 5 月 中 旬 至 6 月 发 现 该 蜥 栖 于 高 黎贡山 西 坡 独 龙 江河 谷 农耕 地 周围 的 灌 丛 

中 。 配 模 标 本 怀 卵 11 枚 , 左 5 在 6， 卵 径 (14 一 16.3) 义 〈81 一 0.1) mm。 

主要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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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承 钊 ， 胡 淑琴 . 1962， 广 西 两 栖 谎 行动 物 初步 调查 报告 动物 学 报 ，14( 增 刊 ): 73 一 104 

刘 承 钊 ， 胡 淑琴 ， 杨 抚 华 ，1960. 1958 年 云南 省 两 栖 类 调查 报告 ， 动 物 学 报 ，12(2): 149 一 174 

Boulenger G A，1890.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 Reptilia and Batrachia， London， 

1 一 540 

Myers G S，Leviton A 下 ，1962. Gener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high-altitude pelobatid toads of Asia，Copeia (2): 28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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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e C H. 1935， The Reptiles of China，Nat Hist Central Asia，10: 457 一 487 

Smith M A. 1935.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 Reptilia and Amphibia。，London，2 〈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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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pecies and New Subspecies of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from Caoligong Mountains Yunnan 

YANG Dar-tong SU Cheng-ye LI Si-m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y) 

This paper presents two new Species of Anura and a new subspecies of Sauria. 

Their diagnoses are described as below.All the types are kept in th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 

cutiger go118Sja1te1isis Yang et Su，sSp。 nov. 

Holotype，No. 730 388,，adult male; 12th Bridge (十 二 号 桥 ) ，Gongshan Xian《〔〈 贡 

山 县 ) ，Yunnan，altitude 2750m;，June 16 ，1973. 

Paratypes. 7 adult males and a lot of tadpoles，collected from 12th Bridge and 

Dong-shao-fang ( 东 哨 房 )，Gongshan Xian，Yunnan，altitude:， 2500 一 3300m; June 

16 一 18，1973.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Scxtzger SIRRz772e1251S in the males having 

small outer palm tubercles，a pair of small axillary glands，two subgular internal v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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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s，and lineae masculinae. 

PHilartzs IJopzgcjrxafzersis Yang et Li，sp。 nov. 

Holotype， No. 74110046，adult male; Gongdong ( 拱 东 )，Longchuan Xian 〈 陇 川 

县 ) ，Yunnan，altitude 1600m:， July 16 ，1974. 

Paratypes 12 和 人 ;， locality，same as holotype; July 16 一 18，1974.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ls closely related to Pjazlaxvtus graczlzzpes ，but differs 

from it in having all the discs red-colored ，the toes about 1/4 webbed， It is also related 

to _Pjhizlawtus rhodoaizscws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the disk of the third fin- 

ger not larger than the tympanum，and possessing an external subgular vocal sac., 

Calotes [iizgdorzwardi papoefsis Yang et Su，subsp，nov. 

Holotype，No. 730010，adult male; Bapo ( 巴 坡 ) ，Gongshan Xian，Yunnan，alti- 

tude 1450m; May 15，1973. 

Allotype，No. 730036; localjlity same as holotype; June 6，1973. 

Diagnosis。， This new subspecies differs from the nominate subspecies CalotesR. 

Rz72gCozrzuaradizi in having subquadrangular Smooth scales on the mandibular area，except 

for the central row，and granular scales on the gular sac，and the hindlimb reaching to 

the posterior angle of the mouth. 

2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两 种 蚁 肾 的 核 型 、 
C 带 及 Ag-NOR 的 研究 ” 

(无 尾 目 Anura， 蚁 蛤 科 Bufonidae ) 

刘 万 兆 杨 大 同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23) 

摘 要 研究 了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2 种 蟾 内 ， 即 喜 山 蟾 内 〈Bujo 庆 mzalayarxs) 和 黑 

眶 蟾 内 〈B. 7rzelazostictxs) 的 核 型 、C 带 及 Ag-NOR。2 种 蟾 蜂 的 核 型 均 由 11 对 染色 体 组 

成 (2 一 22，NF 王 44)， 根 据 染色 体 的 大 小 可 分 为 2 组 ， 大 型 染色 体 组 〈(A 组 ) 6 对 ， 小 型 

染色 体 组 〈B 组 ) 5 对 。2 种 间 染 色 体 形态 差异 较 小 ， 主 要 表现 在 2 种 间 少 数 染 色 体 对 的 臂 

比值 和 次 弱 痕 位 置 有 差异 ， 因 而 认为 喜 山 蟾 蜂 和 黑 眶 蟾 内 亲 缘 关 系 较 近 。2 种 蟾 内 的 C 带 

和 Ag-NOR 也 有 一 定 差异 。 未 发 现 与 性 别 相关 的 异型 染色 体 对 。 

关键 词 ”无 尾 目 ， 蟾 肾 科 ， 蟾 蜂 属 ， 核 型 ，C 带 ，Ag-NOR 

喜 山 蟾 内 (Bu fo jazzazazayazzs) 和 黑 眶 蟾 肉 〈 忆 .relazostictus) 是 近 缘 种 ， 同 属 

于 蟾 内 属 (Buvo) 黑 眶 蟾 蝴 种 组 (Inger 1972 )。 其 中 ， 喜 山 蟾 蝴 只 分 布 于 喜马拉雅 
山脉 南 侧 的 部 分 地 区 ， 黑 眶 蟾 内 则 广泛 分 布 于 南亚 、 东 南亚 、 日 本 和 我 国 南部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在 云南 省 西部 的 高 黎贡山 地 区 ， 两 种 蟾 蝴 在 分 布 上 呈 南 北向 地 理 蔡 代 〈 胡 其 雄 等 

1984) 。 本 文 比 较 了 产 于 云南 省 西部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两 种 蟾 蜂 的 核 型 、C 带 和 Ag-NOR， 

以 期 探讨 二 者 之 间 的 核 型 进化 关系 ， 并 为 探讨 我 国 蟾 内 类 的 起 源 和 演化 提供 基础 资料 。 

1 材料 与 方法 
1.1 活体 动物 标本 

黑 眶 蟾 蜂 : 2 人 ，3 干 ， 采 于 云南 省 腾冲 县 大 邯 坪 ， 海 拔 2100m。 

喜 山 蟾 蜂 : 1 平 ，2 幼体 ， 采 于 云南 省 贡 山 县 独 龙 江 ， 海 拔 1300m。 

1.2 ”染色体 标 本 制作 及 C 带 和 Ag-NOR 的 显示 和 观察 

染色 体 标 本 片 均 由 骨髓 细胞 低 渗 处 理 的 方法 制 得 。 活 体 动物 先 以 10kg/g 体重 的 量 

腹腔 注射 秋水 仙 素 ，15 一 24h 后 ， 处 死 动物 取出 股骨 和 腓骨 。 制 片 方法 有 两 种 : 中 改进 

的 蒸汽 固定 法 〈 吴 政 安 ”1984): 用 低 渗 液 〈0.4%KCI) 直接 将 骨骼 细胞 冲 到 玻璃 片 

上 ， 低 渗 处 理 30~45min， 乙 醇 : 冰 醋 酸 : 水 =1 : 2 : 3 蒸汽 固定 90min， 以 无 水 乙醇 

再 蒸汽 固定 10min， 最 后 取出 玻璃 片 滴 几 滴 甲醇 : 冰 酝 酸 (= 王 3 : 1) 固定 液 ， 了 上 晾 干 。 一 

* 本 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研究 》 (第 6、7 辑 ) : 1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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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在 野外 采用 这 种 方法 。@) 和 常规 空气 干 操 法 : 低 渗 40min， 冰 酷 酸 : 甲醇 (1 : 3) 固定 

2 次 ， 每 次 不 少 于 15min， 滴 片 ， 了 干 。 一 般 在 实验 室 采用 这 种 方法 。 

10% Giemsa(pH6. 8) 染色 10min， 镜 检 。 每 种 观察 100 个 以 上 中 期 相 以 确定 染色 

体 数 目 ; 选择 10 个 较 好 的 拍照 、 放 大 、 测 量 ， 以 确定 染色 体形 态 。 

C 带 方法 参照 Stmner(1972) 的 BSG 法 ， 半 个 月 以 内 片 龄 的 染色 体 标本 片 ， 在 

38YC 保 温 条 件 下 ,在 5% Ba(OH)， 溶液 中 处 理 7 一 10min，2XSSC 溶 液 65C 温 育 过 夜 ， 

10% Giemsa (pH6.8) 染色 5 一 7min。 观 察 10 个 以 上 中 期 相 ， 确 定 C 带 带 型 。Ag- 

NOR 染色 法 参照 Howell 等 〈1980) 的 一 步 染 色 法 。 观 察 10 个 以 上 中 期 分 裂 相 ， 确 定 

Ag-NOR 的 位 置 。 染 色 体 分 类 按 Green 等 〈1980) 的 方法 进行 。 

2 结 采 

2.1 ” 核 弄 

喜 山 蟾 蜂 的 核 型 由 2 一 22 条 染色 体 组 成 ， 根 据 相 对 长 度 可 分 为 2 组 ， 即 大 型 染色 

体 组 〈(A 组 ) 和 小 型 染色 体 组 〈(B 组 )。A 组 由 6 染色 体 组 成 ， 即 No. 1 一 6，No. 4 介 于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m) 和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sm) 之 间 (CAR=1.65 士 0.14)， 其 余 均 为 

mi; 也 组 由 5 对 染色 体 组 成 ， 即 No. 7 一 11， 均 为 m。 次 弱 痕 位 于 No. 7 的 长 臂 末 端 ， 比 

较 微 弱 。 未 发 现 与 性 别 相关 的 异型 性 染色 体 ; 

黑 眶 蟾 肾 的 核 型 也 由 2 一 22 条 染色 体 组 成 ， 依 相对 长 度 可 分 为 2 组 ，A 组 由 5 

对 大 型 染色 体 组 成 ， 即 No. 1 一 6， 其 中 No.5 介 于 m 和 sm 之 间 (AR 王 1.65 十 

0.07) ， 其 余 均 为 m; 也 组 由 5 对 小 型 染色 体 组 成 ， 即 No.7 一 11， 其 中 No. 8 为 

sm， 其 余 均 为 m。 次 弱 痕 位 于 No. 11 的 长 臂 未 端 。 未 发 现 与 性 别 相 关 的 异型 性 染 

色 体 。 与 高 建 民 (1983) 报道 的 福建 产 黑 眶 蟾 蝴 的 核 型 相似 。 两 种 蟾 虹 的 染色 体 测 

量 数据 见 表 1 。 

表 1 两 种 蟾 办 中 期 染色 体 测 量 统计 表 〈" 一 10) 

黑 眶 蟾 晓 吾 . mmzelamostictus 嘉 山 凡 蜂 吾 ，jzzzalayazzzs 

No. 相对 长 度 (CRL) 臂 比值 CAR) 相对 长 度 (RL) 臂 比值 CAR) 

TI SEE0.42 (1. 19 士 0. 01)m 1L8553SE0 亚 CE87 芋 0 是 7 

26. 隔 主 6.53 (1. 25 士 0. 04)m 16. 13 士 0. 65 〈1. 24 士 0. 08)m 

SS 上 竺 0529 (1. 49 士 0. 06)m 1 年 (1. 45 土 0.03)m 

02 (1. 81 士 0.09)sm 1265s0R29 (1. 56 士 0. 14)my/sm 

5 惠 引 10 二 0O=24 (1. 65 士 0.07)mysm 10. 68 士 0. 44 (1. 09 士 0.05)m 

68. 43 士 0. 29 (1. 33 士 0.03)m 8505E0. 瑟 (1. 34 士 0. 07)m 

74592 直 0311 ( 撕 29 二 0508 击 5224 二 0512 (1. 36 士 0.02)m 

85. 84 士 0. 15 (1. 82 士 0. 05)m 4590 士 05 07 (1. 33 士 0. 05)m 

94. 49 士 0. 16 〈1. 24 士 0.08)m 4. 68 士 0.08 (1.19 主 0. 072m 

1435 72 士 0..23 (1. 29 士 0. 17)m 3362 二 0513 六 (1.17 士 0.04)m 

29LEE0ORL2 (1. 38 士 0. 06)m 2892 二 0207 (1. 21 士 0.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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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 刺 

两 种 蟾 崔 的 C 带 带 型 差异 比较 大 ， 分 述 如 下 : 黑 眶 蟾 蝴 的 No.1、No. 5 的 短 臂 和 
No.6 的 长 臂 上 有 比较 明显 的 插入 C 带 ，No.1 和 No.2 的 长 人 上 有 比较 明显 的 端 带 。 喜 

山 蟾 蝴 除 着 丝 粒 C 带 外 ， 未 观察 到 明显 的 端 带 和 插 人 带 ， 只 在 No.6 的 长 臂 和 短 臂 上 观 

察 到 弱 的 异 染 色 质 区 。 

2.3 Ag-NOR 

黑 眶 蟾 蟾 的 Ag-NOR 于 次 弱 痕 位 置 相 对 应 ， 位 于 No. 11 的 长 臂 末 端 ， 喜 山 蟾 肾 的 

Ag-NOR 比较 特殊 ， 在 次 弱 痕 对 应 位 置 上 ， 只 有 1 条 染色 体 的 Ag-NOR 特别 强 ， 而 另 1 
条 染色 体 的 Ag-NOR 无 活性 。 除 此 之 外 ,在 No. 11 的 长 臂 上 有 1 对 Ag-NOR， 在 No.5 

的 长 臂 末端 也 观察 到 了 Ag-NOR。 

2 | 会 

蟾 内 属 〈(Bvw fo) 是 无 尾 两 栖 类 中 一 个 包含 物种 极 多 ， 分 布 极 广 的 大 属 ， 目 前 已 知 

共有 300 种 以 上 ， 该 属 已 有 核 型 报道 的 愈 100 种 ， 除 少数 种 类 外 ， 绝 大 多 数 为 2 一 22 

(欧洲 、 亚 洲 和 南北 美洲 ) 或 22=20 (主要 是 非洲 产 种 类 ) 两 种 类 型 〈Kuramoto 

1990) 。 分 布 于 欧 亚 大 陆 的 蟾 晓 其 核 型 基本 上 都 为 2* 一 22， 由 6 对 大 型 染色 体 和 5 型 染 

色 体 组 成 ， 蟾 蝴 属 的 核 型 在 染色 体 数 目 上 是 十 分 保守 的 。 尽 管 如 此 ， 种 间 还 是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差异 ， 这 种 差异 主要 体现 在 相对 长 度 、 臂 比值 和 次 弱 痕 的 位 置 等 特征 上 ， 而 且 ， 

一 般 亲 缘 关 系 较 近 的 种 之 间 差 异 小 ， 而 亲缘 关系 较 远 的 种 之 间 差 异 较 大 〈Meorescalchi 

1973) 。 本 文 报道 的 两 种 蟾 内 同 属于 黑 眶 蟾 晓 种 组 ， 在 核 型 上 ， 我 们 发 现 二 者 的 各 对 

染色 体 之 间 相 对 长 度 差异 不 明显 ， 主 要 的 差异 有 两 个 : @ 四 臂 比 值 的 差异 ， 黑 眶 蟾 晓 的 

No.4 为 sm，No.5 介 于 m 和 sm 之 间 ;， 而 喜 山 蟾 晓 除 No.4 介 于 m 和 sm 之 间 外 ， 其 余 均 

为 m; @ 次 弱 痕 的 位 置 不 同 ， 黑 眶 蟾 晓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No. 11 的 长 臂 末 端 ， 而 喜 山 蟾 晓 的 

次 痕 位 于 No.6 的 长 臂 末 端 。 由 此 可 见 ， 黑 眶 蟾 内 和 嘉 山 蟾 肾 是 亲缘 关系 较 相 近 的 。 

两 种 蟾 晓 的 C 带 和 Ag-NOR 的 差异 比较 明显 。 黑 眶 蟾 晓 的 No. 1，No'. 5 的 短 臂 和 

No. 6 的 长 臂 上 有 比较 明显 的 插入 C 带 ，No.1 和 No. 2 的 长 人 臂 上 有 比较 明显 的 端 带 。 嘉 

山 蟾 肉 除 着 丝 粒 C 带 外 ， 未 观察 到 明显 的 端 带 和 插 人 带 ， 只 在 No. 6 的 长 臂 和 短 臂 上 观 

察 到 弱 的 异 染色 质 区 C 带 是 核 型 进化 过 程 中 染色 体 易 位 的 “痕迹 ” (Schmidt 1978)， 

C 市 的 多 少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反映 了 发 生 易 位 的 次 数 ，C 带 较 丰富 的 核 型 可 能 是 较 进 化 的 。 

由 此 看 来 ， 黑 眶 蟾 内 的 核 型 相对 较 进 化 ， 而 喜 山 蟾 蝴 的 相对 较 原 始 。 

两 种 蟾 肉 的 Ag-NOR 也 有 差异 ， 黑 眶 蟾 肾 的 Ag-NOR 于 次 弱 痕 位 置 相对 应 ， 位 于 

No. 11 的 长 臂 末 端 ， 喜 山 蟾 蝴 的 Ag-NOR 比较 特殊 ， 在 次 弱 痕 对 应 位 置 上 ， 只 有 1 条 

染色 体 的 Ag-NOR 特别 强 ， 而 另 1 条 染色 体 的 Ag-NOR 无 活性 ， 除 此 之 外 ,在 No. 11 

的 长 尼 上 有 1 对 Ag-NOR,， 在 No. 5 的 长 人 臂 末端 也 观察 到 了 Ag-NOR。 这 种 在 几 对 染色 

体 上 都 有 Ag-NOR 的 现象 在 两 栖 动 物 中 是 比较 少见 的 。 这 个 问题 还 有 待 于 进一步 深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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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下 aryotype，C-banding 

and AG-NORs of Two Species of Bx yjo 

in Caoligong Mountains，Yunnan 

LIU Wan-zhao YANG Dar-tong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 玉 unming，Yunnan 650223) 

Abstract In this paper，karyotypes，C-banding pattern and Ag-NORSsS of 2 Species 

of Bx fo，B. HAzzaalaya7zzaUs and 已 ，72ela7zzostzctus were examined and presented， 开 aryo- 

types of the two species examined have 27 一 22 chromosomes consisting of 6 large and 5 

small palirs，。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oth in _ chromosome shapes and positions of 

Secondary constriction。C-banding pattern revealed that 再 ，7zelazzostzctas has more poSi- 

tive heterochromatic areas than 咏 ，jzzzalaya7zzs。 Silver stained karyotypes indicated 

that Ag-NORs of B. zelazostzctus were located in the long arms of pair No. 11 adhering 

to positions of secondary constriction。 But Ag-NORSs of B. jazzzalaya7zzws were located in 

one chromosome of pair No， 7，one pair in long arms of No 11 and one pair in long 

arms of No，5. The implications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finding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Anura，Bufonidae，Bx fo ，Karyotype，C-banding，Ag-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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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高 黎贡山 白 僻 大 角 昌 的 核 型 、C 帝 及 Ag NOR 的 研究 ” 

刘 万 光 ， 杨 大 同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昆明 650223) 

摘 要 比较 了 云南 高 黎贡山 地 区 的 贡 山 独 龙 江 和 腾冲 大 芍 坪 白 僻 大 角 凑 

CMegobpjphrys Lateralis) 两 个 地 理 种 群 的 核 型 C 带 和 Ag-NOR。 结 果 表 明 ， 两 个 地 理 种 群 在 

核 型 和 带 型 上 都 有 差异 。 两 个 地 理 种 群 的 核 型 均 为 2 二 26，NF=52 染色 体形 态 差异 不 明 

显 ， 而 次 弱 痕 的 位 置 完 全 不 同 。 贡 山 独 龙 江 标本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No. 2 的 长 臂 上 近 着 丝 粒 处 。 

腾冲 标本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No. 5 的 短 臂 上 近 着 丝 粒 的 部 位 。 在 腾冲 标本 中 发 现 一 雄性 个 体 中 

有 一 条 额外 的 染色 体 ， 可 能 是 R 染色 体 。 两 地 标本 的 C 带 差 异 不 太 显 著 ， 贡 山 独 龙 江 标 本 

的 C 带 相对 较为 显著 。 贡 山 独 龙 江 标本 的 Ag-NOR 位 于 No. 2 长 臂 近 着 丝 粒 处 ， 与 次 弱 痕 

的 部 位 对 应 。 两 条 同 源 染 色 体 上 大 小 有 显著 差异 ， 腾 冲 标 本 的 Ag-NOR 位 于 No. 5 短 臂 上 

近 着 丝 粒 处 ， 与 次 弱 痕 的 部 位 对 应 。 依 据 核 型 和 带 型 的 比较 ， 对 白 颌 大 角 蟾 的 分 类 和 进化 

问题 进行 了 讨论 。 

关键 词 ”无 尾 目 ， 铀 足 蟾 科 ， 白 颌 大 角 蟾 ， 核 型 ，C 带 ，Ag-NOR 

白领 大 角 蟾 (Megopjpnrys Lateralis) 是 铀 足 蟾 科 〈Pelobatidae) 中 分 布 范围 较 广 的 

一 个 种 ， 其 分 布 在 国内 西 起 云南 西部 ， 东 至 广东 ， 呈 不 连续 分 布 ， 在 云南 和 广东 之 间 仅 

发 现 于 湖南 ; 在 国外 分 布 于 印度 北部 、 和 孟加拉 国 、 缅 多 、 越 南北 部 等 ， 其 模式 标本 产地 

在 缅甸 北部 八 莫 附 近 的 依 洛 瓦 底 江 沿岸 。 在 云南 ， 白 颌 大 角 蟾 的 分 布 北 起 滇 西北 的 贡 

山 ， 南 可 达 演 南 的 河口 ， 也 呈 不 连续 分 布 。 这 种 分 布 使 得 白 颌 大 角 蟾 在 形态 上 出 现 了 不 

同 程度 的 分 化 ， 由 此 推测 ， 在 遗传 上 也 可 能 有 一 定 的 分 化 。 由 于 不 同 地 理 种 群 之 间隔 离 

分 化 的 时 间 和 特征 分 化 程度 的 不 同 ， 为 我 们 提供 了 物种 分 化 过 程 中 不 同 阶段 的 样本 ， 因 

此 是 研究 两 栖 动 物 物种 分 化 的 理想 类 群 。 

本 文 报道 了 高 黎贡山 西 坡 两 个 地 理 种 群 的 核 型 一 -C 带 及 Ag-NOR， 以 期 对 探讨 白 
颌 大 角 昌 的 分 类 和 进化 问题 有 所 神 益 。 

1 “材料 和 方法 
1.1 活体 动物 标本 

云南 省 腾冲 县 大 菏 坪 〈 临 近 模 式 标本 产地 ): 6 人 4 和，3 平 邓 。 云 南 省 贡 山 县 独 龙 

江 5 3 年 了。 

1.2 ”染色体 标本 制作 及 C 带 和 Ag-NOR 的 显示 和 观察 

染色 体 标 本 片 均 由 骨髓 细胞 低 渗 处 理 的 方法 制 得 。 活 体 动物 先 以 其 体重 10“ 的 剂 

* 本 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应 用 与 环境 生物 学 报 》，4(2) : 148 一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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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腹 腔 注 射 秋 水 仙 素 ，10 一 15h 后 ， 处 死 动物 取出 股骨 和 腓骨 。 制 片 方法 有 两 种 : 中 一 

般 在 野外 采用 改进 的 蒸气 固定 法 。 这 种 方法 ， 在 多 数 情况 下 可 得 到 满意 的 结果 ， 但 有 时 

用 此 法 制 得 的 标本 片 在 做 显 带 处 理 时 结果 不 能 令 人 满意 。@ 在 实验 室 一 般 采 用 本 实验 室 

常用 的 常规 空气 干燥 法 。 
Giemsa 原液 以 缓冲 液 (pH6. 8) 稀释 10 倍 ， 染 色 10min， 镜 检 ， 每 种 观察 100 个 

以 上 中 期 相 以 确定 染色 体 数 目 ; 选择 10 个 较 好 的 拍照 、 放 大 、 测 量 ， 以 确定 染色 体形 
太 

C 带 方法 参照 Sumner Aq BSG 法 。 半 个 月 以 内 片 龄 的 片子 ,在 38C 保 温 条 件 下 ， 
在 浓度 为 oLBa(OH) ]j=5g/100ml 溶液 中 处 理 ，7 一 10min，2xSSC 溶 液 65C 温 育 过 夜 ， 

Giemsa 原液 以 缓冲 液 (pH 6. 8) 稀释 10 倍 ， 染 色 5min。 观 察 10 个 以 上 中 期 相 ， 确 定 

C 带 带 型 。 

Ag-NOR 染色 法 参照 Howell 等 (1980) 的 一 步 染 色 法 。 观 察 10 个 以 上 中 期 相 ， 
确定 Ag-NOR 的 位 置 。 

染色 体 分 类 按 Green 等 〈1980) 的 方法 进行 。 

2 结果 

2.1 核 型 

贡 山 独 龙 江 标本 的 核 型 2 一 26， 可 分 为 2 组 : 第 一 组 由 6 对 大 型 染色 体 组 成 ， 其 
中 No.1、No-5、No.6 为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m)，No. 3 为 亚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smy)， 

No. 4 介 于 中 和 亚 中 之 间 (my/sm)， 在 No. 2 的 长 人 上 近 着 丝 粒 处 有 明显 的 次 弱 痕 ; 第 

二 组 由 7 对 小 型 染色 体 组 成 ， 其 中 No.7、No.8、No. 10、No. 11、No. 12 为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m) ，No. 9、No. 13 为 亚 端 着 丝 粒 染色 体 C 带 [图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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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 黎贡山 白 僻 大 角 蟾 的 核 型 、C 带 及 Ag-NOR 

A 一 C: 贡 山 独 龙 江 产 白 颌 大 角 蟾 的 核 型 (A),C 带 (B) 和 Ag-NOR(C); 

D~ 下 :腾冲 大 蕾 坪 产 白 颌 大 角 蟾 的 核 型 (D),C 带 (E) 和 Ag-NOR(CF); 



腾冲 标本 的 核 型 组 成 与 贡 山 独 龙 江 标本 的 基本 相似 ， 不 同 之 处 有 以 下 两 点 : 四 腾 

冲 标本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No. 5 的 短 臂 上 近 着 丝 粒 的 部 位 ; @ 在 一 个 雄性 个 体 的 核 型 中 发 现 

了 一 条 超 数 染色 体 ， 其 相对 长 度 介 于 No. 11 和 No. 12 之 间 ， 臂 比值 为 1. 45， 为 中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图 1(D)]。 染 色 体 测量 数据 见 表 1。 

表 1 高 黎贡山 和 白 俩 大 角 昌 两 个 地 理 种 群 的 中 期 染 体 测量 统计 表 〈N=10) 

商 腾冲 标本 贡 山 标本 

相对 长 度 (2-) 臂 比值 (>。) 相对 长 度 (L:) 臂 比值 Ca) 

1 70SE32 1. 29 士 0.09(Cmy) 16.81 填 0..92 1. 24 士 0.05Cmy) 

多 ES 1. 59 士 0.08(Cmy) 14. 24 士 0. 70 1.52 士 0.18(smy) 

旺 11. 68 士 0. 67 1. 84 士 0. 24(smy) TSEEODSOS 1. 97 士 0. 21(smy) 

4 10. 62 士 0. 48 1.62 士 0. 16(my/smy) 10. 67 士 0. 42 1. 58 士 0. 14(my/smy) 

汪 9. 67 士 0. 83 1. 27 士 0. 07(my) 9. 83 士 0.58 1. 36 士 0.06(Cmy) 

6 9 055Y 1. 33 士 0. 09(Cmy) 9. 36 士 0. 46 1. 29 士 0.07(my) 

字 5SOTEEORR 1. 19 士 0.05(Cmy) 5.78 士 0. 29 1. 16 士 0.05(Cmy) 

8 4.56 士 0. 34 1527E2E0R0S8GTy) 4.168 主 0 二 ] 1. 32 士 0.03(my) 

9 ES 5. 87 士 0. 36(st) 27E939 4. 48 士 0. 43(st) 

10 3. 78 士 0. 26 1. 29 士 0. 09(Cmy) 3079EE0530 1. 27 士 0.08(Cmy) 

11 39 主 0523 IT7 二 005Goy) 3034EEORS 1. 15 主 0503(00) 

12 SI2E0725 1. 43 士 0. 14(my) 3. 18 士 0. 32 1. 45 士 0.06(my) 

13 3. 06 士 0. 27 3. 88 士 0. 29(st) al6sE0. 22 3..73 士 0. 14(st》 

下 gJL20EEO0R47 1. 25 士 0.09(my) 

x 为 便于 比较 ， 该 染色 体 的 长 度 未 计 人 单 倍 体 总 长 。 

2Q2.5G 带 

贡 山 独 龙 江 标本 的 C 带 核 型 显示 ， 在 所 有 的 染色 体 上 着 丝 粒 均 为 正 染 ， 而 强 弱 

稍 有 不 同 ，No.1 和 No. 5 的 着 丝 粒 C 带 较 弱 ， 大 型 染色 体 (No. 1 一 6) 的 端 部 C 带 

比较 明显 ， 尤 其 是 No.3 和 No.4 的 长 臂 上 的 端 带 更 加 显著 。 在 No. 2 的 长 臂 上 近 着 丝 

粒 ， 与 次 弱 痕 对 应 的 部 位 有 明显 的 插入 C 带 ， 其 他 染色 体 上 未 观察 到 明显 的 插 人 C 带 

[图 1 (B)。 

腾冲 标本 的 C 带 核 型 显示 ， 在 所 有 的 染色 体 上 着 丝 粒 均 为 正 染 ， 强 弱 也 有 不 同 ， 

No.4 和 No.7 的 着 丝 粒 C 带 较 强 ， 其 他 各 对 相对 较 弱 。 各 对 染色 体 的 端 带 和 插 人 带 都 

不 明显 ， 在 No. 5 的 短 臂 上 靠近 着 丝 粒 的 部 位 染色 稍 深 ， 但 不 明显 [图 1 (E)]。 

2.3 Ag-NOR 

银 当 显示， 两 地 标本 的 Ag-NOR 的 位 置 有 显著 差异 ， 贡 山 独 龙 江 标 本 的 Ag-NOR 

位 于 No. 2 长 臂 近 着 丝 粒 处 ， 与 次 弱 痕 的 部 位 相对 应 ， 两 条 同 源 染色 体 上 大 小 有 显著 差 
异 [图 1〈C)]。 腾 冲 标 本 的 Ag-NOR 位 于 No. 5 短 臂 上 近 着 丝 粒 处 ， 与 次 弱 痕 的 部 位 

相对 应 [图 1 (F)]。 

3 讨论 

角 驻 属 (Megopjhrys) 共有 24 种 〈 包 括 短 腿 蟾 属 和 无 耳 蟾 属 ) ， 以 有 核 型 报道 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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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其 核 型 均 为 2 一 26， 但 有 两 种 模式 ， 一 种 为 6 十 ?7， 即 6 对 大 染色 体 和 7 对 小 染色 

体 ， 已 知 仅 白 颌 大 角 蟾 和 四 顶 角 昌 为 此 种 模式 ， 另 一 种 为 5 十 8， 由 5 对 大 染色 体 和 8 

对 小 型 染色 体 ， 多 数 钥 的 核 型 属 此 种 模式 ， 可 能 前 者 较 原 始 。 而 后 者 较为 特 化 ， 本 文 

报道 的 高 黎贡山 两 个 地 区 的 白 颌 大 角 蟾 的 核 型 与 吴 贯 夫 等 〈1993) 的 结果 基本 一 致 ， 只 

是 测量 数据 稍 有 差异 。 
高 黎贡山 两 地 白 颌 大 角 蟾 核 型 和 带 型 研究 结果 表明 ， 两 个 地 理 居 和 群 的 核 型 有 以 下 几 

个 方面 的 差异 : @ 腾 冲 标 本 中 发 现 了 一 条 额外 染色 体 ， 而 在 贡 山 独 龙 江 标本 中 却 没有 发 

现 ; @ 腾 冲 标本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No. 5 的 短 臂 上 ， 而 贡 山 独 龙 江 标本 的 次 弱 痕 位 于 No. 2 

长 臂 上 ，Ag-NOR 的 位 置 也 与 此 有 相应 的 差异 ; 咏 贡 山 独 龙 江 标 本 C 带 较 腾冲 标本 的 
C 带 显著 。 因 此 ， 两 地 的 标本 在 细胞 遗传 学 特征 上 具有 一 定 差异 ， 这 与 杨 大 同等 

(1994) 的 形态 比较 研究 结果 是 吻合 的 。 至 于 两 地 标本 是 否 为 不 同 的 种 或 亚 种 ， 还 应 进 

一 步 深 入 研究 。 
吴 贯 夫 等 〈1993) 在 腾冲 一 雌性 个 体 中 发 现 2 一 27， 即 有 一 条 不 能 配对 的 端 着 丝 

粒 染 色 体 。 而 本 研究 中 ， 我 们 在 同一 地 点 的 一 个 雄性 个 体 中 也 发 现 22 二 27， 有 一 条 额 
外 的 中 着 丝 粒 染色 体 ， 所 不 同 的 是 只 在 约 50% 的 分 裂 相 中 有 该 染色 体 。 由 此 看 来 ， 该 

染色 体 的 出 现 与 性 别 无 关 ， 很 可 能 该 染色 体 是 B 染色 体 。 在 铀 足 蟾 科 中 ， 这 种 染色 体 

数目 的 变异 比较 多 见 ， 我 们 认为 这 一 方面 表明 了 负 足 蚁 科 两 栖 动物 染色 体 数 目的 多 样 
性 。 另 一 方面 ， 从 两 栖 动物 核 进化 的 角度 看 ， 可 能 是 铀 足 蟾 科 两 栖 动物 的 核 型 进化 比较 
活 牙 的 标志 之 一 。 铀 足 蟾 科 在 两 栖 动物 进化 中 被 认为 是 原始 的 ， 也 有 的 学 者 认为 是 一 个 

过 渡 类 群 ， 但 是 该 类 群 的 核 型 却 与 高 等 无 尾 类 具有 相似 的 核 型 模式 。 我 们 认为 ， 铀 足 蟾 
科 动 物 的 核 型 虽然 其 基本 模式 与 高 等 无 尾 类 相似 。 但 并 没有 达到 像 峙 科 、 树 蛙 科 那样 的 

稳定 状态 ， 其 染色 体重 组 仍然 十 分 活跃 ， 其 证 据 除 了 数目 的 变异 现象 外 ， 次 弱 痕 和 Ag- 
NOR 位 置 的 差异 也 是 一 个 值得 注意 的 现象 ， 不 仅 种 间 差 异 大 ， 而 本 研究 的 结果 表明 ， 

白 颌 大 角 蟾 种 内 不 同 的 地 理 居 群 也 有 较 明 显 的 差异 。 

费 粱 等 〈1992) 根据 形态 学 特征 ， 将 产 于 云南 景 东 的 标本 定 为 腺 角 蟾 ， 而 杨 大 同 

等 〈1994) 的 形态 特征 比较 结果 表明 ， 贡 山 独 龙 江 和 腾冲 大 功 坪 两 地 的 标本 差异 比 云 南 
景 东 与 腾冲 大 荔 坪 两 地 标本 间 的 差异 显著 ， 并 认为 腺 角 昌 为 无 效 种 名 。 本 文 没有 得 到 

景 东 标本 的 核 型 和 带 型 资料 ， 故 不 能 对 腺 角 蚁 是 否 为 有 效 种 做 出 判断 。 但 前 人 的 
形态 学 研究 说 明 ，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白 颌 大 角 蚁 由 于 分 布 上 的 间断 ， 地 理 居 和 群 间 的 隅 离 分 化 

是 很 明显 的 ， 特 征 分 化 不 仅 表现 在 形态 学 特征 。 而 且 本 文 的 研究 结果 表明 ， 在 细胞 学 特 
征 上 也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分 化 。 这 些 特征 分 化 由 于 隅 离 时 间 的 长 得， 程度 有 所 不 同 ， 在 有 的 
地 理 居 群 中 积累 ， 已 达到 了 种 级 差异 ， 成 为 不 同 的 种 ， 而 有 的 处 于 不 同 的 分 化 阶段 。 我 
们 认为 ， 在 更 大 的 范围 内 ， 对 白 颌 大 角 蟾 不 同 地 理 居 群 的 深入 研究 ， 特 别 是 细胞 和 分 子 
进化 的 研究 ， 将 为 我 国 负 足 蟾 科 ， 帮 至 两 栖 动物 的 物种 分 化 过 程 ， 提 供 重要 的 参考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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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下 aryotype，C-banding and Ag-NORs 

of Two Ceographic Populations of 

Mesgopjrys Lateralis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Yunnan Province 

LIU Wan-zhao YANG Da-tong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 开 unming，Yunnan 650223) 

Abstract Karyotype，C-banding and Ag-NORSs of two populations of Megozpjpzrys 

Lateralis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n western Yunnan were examined and charac- 

terlize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karyotypes of Megozpjhnrys Lateralis from 

Gongshan and Tengchong are composed of 2 一 26 (NE 王 52)， Although karyotypes of 

the two populations resemble each other in diploid _ number and most chromosome 

shapes，the differences in both conventional and banded karyotypes are found in the foll- 

oOwing respects: (Secondary constrictions of the samples from Gongshan on long arms 

of pair No. 2 adjacent to centromere，while those of karyotype of the samples from 

Tengchong were located on short arms of pair No. 5 An extra small chromosome 

was found in a male from Tengchong，which is possibly a B-chromosome。 This chrono- 

sume was not found in the samples from Gongshan。@Q)Ag-NORs of the samples from 

Tengchong are on long arms of pair No. 2，and those of the samples front Gongshan are 

于 4862 



on short arms of pair No. 5， 由 C-banding karyotype demonstrates that the samples from 

Gongshan have more developed heterochromatin than those from Tengchong. No heter- 

omorphic chromosomes were found related to sex in the two geographic populations， 

The cytogenetic and tax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Anura，Pelobatidae，Mesgozpjprys Lateralis，Karyotype，C-banding pat- 

tern，Ag-NO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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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两 栖 爬 行动 物 区 系 分 析 ” 

吴 ; 语 ww 二 
(云南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昆 明 650092) 

摘 要 本 文 在 1989 年 和 1990 年 3 次 考察 的 基础 上 ， 综 合 前 人 所 做 工作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共有 两 栖 动物 28 种 和 亚 种 ， 分 隶 2 目 7 科 13 属 ;， 怜 行动 物 48 种 和 亚 种 ， 分 隶 

2 目 9 科 29 属 。 在 76 种 和 亚 种 两 栖 疏 行 动物 中 ， 有 38 种 为 西南 区 成 分 ， 占 50 办 ，19 种 为 

华南 区 成 分 ， 占 25. 0% ，2 种 为 华中 区 成 分 ， 占 2.63 为 ，16 种 为 华中 -华南 区 成 分 ,上古 

21.05%%; 1 种 为 青藏 区 成 分 ， 占 1. 32%。 应 划 属 东洋 界 ， 以 西南 区 物种 占 优 势 ， 而 以 垂直 

高 度 100 一 2500m 为 其 分 布 中 心 ， 由 于 受 非 地 带 性 垂直 分 布 的 影响 、 在 高 山 带 已 具有 古 北 

界 的 成 分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怜 行动 物 ， 区 系 分 析 

高 黎贡山 为 我 国 著名 的 横断 山系 的 一 部 分 ， 由 西藏 呈 北 - 南 走向 伸 人 云南 省 怒江 、 

保山 两 地 州 ， 其 自然 保护 区 跨 泸 水 、 保 山 、 腾 冲 三 县 。 自 然 保 护 区 在 行政 管理 上 一 般 以 

泸 水 部 分 为 北 段 ， 保 山 、 腾 冲 部 分 为 南 段 。 由 于 横断 山 在 地 质 构造 上 处 于 南亚 大 陆 与 欧 
亚 大 陆 镶 骨 交接 带 的 东 愤 ， 是 我 国 环 太平 洋 与 西部 古 地 中 海带 间 的 过 渡 地 带 ， 其 地 质 构 

造 复 杂 ， 新 构造 运动 活跃 。 全 区 地 势 北 高 南 低 ， 由 帮 峨 高 个 的 山脉 与 深 宽 大 和 吐 测 和 急 的 江 

河 构成 ， 自 然 条 件 特殊 ， 与 其 他 地 区 相 比 ， 具 有 物种 丰富 、 类 和 群 较 多 的 特点 。 

1989 年 至 1990 年 ， 我 们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两 栖 、 叭 行 动物 进行 了 3 次 考 
察 ， 并 在 北 、 南 段 分 别 设 点 采集 标本 ， 至 1991 年 6 月 为 止 ， 共 获 标本 400 余 号 。 根 据 

前 人 的 资料 及 我 们 所 收集 的 标本 整理 ，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共有 两 栖 动物 28 种 和 亚 种 ， 分 

隶 2 目 7 科 13 属 ，( 其 中 北 段 分 布 22 种 和 亚 种 ， 南 段 19 种 和 亚 种 ); 有 疏 行 动物 48 种 和 

亚 种 ， 分 隶 2 目 9 科 29 属 ，( 其 中 北 段 分 布 27 种 和 亚 种 ， 南 段 35 种 和 亚 种 ) 。 

1 区 系 成 分 

1.1 两 栖 动物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所 分 布 的 两 栖 动 物 共 28 种 及 亚 种 。 其 中 ， 中 亚 亚 界 青藏 区 1 

种 〈 贡 山 齿 突 蟾 )， 占 3. 6%， 中 印 亚 界 西南 区 14 种 ， 占 50%;， 华中 区 1 种 ， 占 3.6%; 

华中 -华南 区 8 种， 占 28.6%%; 华南 区 4 种 ， 占 14. 2%%。 

可 以 看 出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两 栖 类 以 西南 区 居多 ， 其 次 是 分 布 较 广 泛 的 华中 

-华南 区 种 类 。 从 地 理 区划 看 ， 除 贡 山 齿 突 蟾 属 古 北 界 外 ， 其 余 27 种 均 属 东洋 界 。 

x 本 文 1992 年 发 表 于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学 研究 》( 第 1、2 辑 ): 88 一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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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改行 动物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所 分 布 的 疏 行 动物 共 48 种 及 亚 种 ， 全 部 属于 东洋 界 。 其 中 ， 

牛 印 亚 界 西南 区 24 种 ， 占 50%; 华中 区 1 种 ， 占 2.0%; 华中 -华南 区 8 种 ， 占 
16.7% ;华南 区 15 种 ， 占 31.3%。 

可 见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疏 行 动物 以 西南 区 居多 ， 占 50%， 次 为 华南 区 种 类 ， 

占 31. 3% 。 从 区 系 成 分 的 比例 看 ， 与 两 栖 类 相 比 ， 华 南 区 在 明显 增加 ， 而 西南 区 、 华 

中 区 、 华 中 -华南 区 种 类 的 比例 下 降 ， 缺 少 古 北 界 种 类 〈 表 1) 。 

表 1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两 栖 故 行 动物 区 系 成 分 表 

东洋 界 古 北 界 ”云南 特有 种 

西南 区 种 ”华中 区 种 ”华南 区 种 华中、 华南 区 种 
藏 区 种 ”种 入 

种 数 % 种 数 % 种 数 2 种 数 2 有 四 

14 50 1 3. 6 4 14. 2 8 28.6 1 炎 有 和 光 25 

24 50 1 2.0 LS 8 下 研学 0 0 二 8. 3 

3 59 下 4. 5 2 9.0 9 22.7 1 4. 5 5 22.7 

12”“44.5 1 aa7 10 37 4 14. 8 0 0 2 7.4 

人 0 3 15.8 如 36. 8 0 0 上 2 国 

是 5 了 4 1 259 1 有 轩 且 :: 5 14. 3 0 0 3 8.6 

注 : 有 部 分 种 类 北 、 南 段 共 同 分 布 。 

2 垂直 分 布 及 区 系 分 析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最 低 点 海拔 728m， 最 高 达 4161. 6em， 相 对 高 差 达 3433. 6m。 两 栖 

怜 行动 物 的 分 布 ， 非 地 带 性 因素 的 影响 十 分 明显 ， 若 以 垂直 高 度 划 分 3 个 带 ， 在 海拔 

1500m 以 下 的 低 山 带 为 亚热带 景观 ， 植 被 以 云南 松林 和 沟谷 稀 树 灌 草 从 为 主 ， 在 北 段 

如 六 库 周 围 的 大 练 地 、 蛮 云 、 上 江 、 赖 茂 等 地 ， 在 南 段 如 坝 弯 、 芒 棒 、 敢 顶 等 地 ， 动 物 

种 类 多 呈 华 南 区 类 型 ， 如 沙巴 拟 影 蟾 、 白 颌 大 角 蟾 、 无 声 赛 树 蛙 、 白 唇 树 蜥 、 斑 量 星 、 

大 盲 蛇 、 眼 镜 王 蛇 等 。 此 地 带 华南 区 种 类 计 32 种 ， 占 41.6%; 西南 区 种 类 28 种 ， 占 
36. 4 加 。 由 海拔 1500 一 2500m 的 中 山 带 植被 以 云南 松林 、 高 山 档 林 、 旱 冬瓜 林 以 及 大 

面积 的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为 主 。 如 北 段 的 鲁 掌 、 获 家 坝 、 片 马 、 姚 家 坪 ， 南 段 的 道 街 、 大 

区 十 、 界 头 、 曲 石 等 地 ， 此 地 区 华南 区 物种 和 华中 -华南 区 物种 明显 减少 ， 分 别 占 
16.9‰ 和 15.9%， 而 西南 区 种 类 明显 增多 ， 成 为 保护 区 最 有 代表 性 的 一 个 分 布 带 。 西 

南 区 种 类 共计 55 种 ， 占 72%， 保 护 区 海拔 2500 一 4000m 的 高 山 带 植被 除 温 性 常 绿 阔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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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外 ， 并 分 布 有 亚 高 山 暗 针 叶 林 、 箭 人 竹林、 亚 高 山 灌 丛 草地、 高 山 草 甸 等 。 此 地 带 的 高 

海拔 地 带 主 要 分 布 于 保护 区 北 段 ， 如 听命 湖 、 片 马 站 口 、 和 鲁 荒 河 头 山 等 地 ， 这 些 高 寒 地 

区 迄今 尚未 见 疏 行 动物 的 分 布 记录 ， 两 栖 类 也 较 少 分 布 ， 出 现 古 北 界 种 类 ， 显 示 出 该 地 

区 非 地 带 性 分 布 的 特点 。 此 外 ， 在 中 山 带 和 高 山 带 之 间 有 一 些 广 布 种 。 如 泽 蛙 、 华 西 蟾 

、 无 指 盘 臭 蛙 、 黑 眉 锦 蛇 、 眼 镜 蛇 和 孟加拉 亚 种 等 〈 表 2)。 

表 2 两栖 改行 动物 垂直 分 布 与 区 系 成 分 关系 表 

垂直 分 布 |1000 一 1500m 1500 一 2000m 2000 一 2500m 2500 一 3000m 3000 一 3500m 3500 一 4000m 

区 系 成 分 种 数 _ DO 种 数 / 和 种 数 . ，% 而 种 数 。 天 220 

在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的 两 栖 爬 行动 物 中 ， 除 贡 山 齿 突 昌 属 古 北 界 种 以 外 ， 其 余 种 类 均 

属 东 洋 界 种 ， 因 此 本 地 区 无 疑 属 东洋 界 ， 在 东洋 界 中 以 西南 区 物种 优势 ， 共 占 总 数 的 
50.0 为 ， 以 垂直 高 度 1000 一 2500m 的 中 、 低 山地 带 为 其 分 布 中 心 ， 约 占 西 南 区 种 类 的 

80%。 以 区 系 和 景观 的 垂直 变化 看 ， 其 成 分 随 垂直 高 度 而 发 生 相 应 改变 ， 华 南 区 物种 由 

低 山 -中 山 - 高 山 的 比例 为 32 : 13 : 0， 西 南 区 的 比例 为 28 : 57 : 14。 而 在 高 山 带 已 出 现 

古 北 界 种 类 ， 因 此 本 地 区 由 于 非 地 带 性 分 布 影响 ， 虽 属 东洋 界 ， 但 在 高 山区 已 具有 古 北 

界 的 成 分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分 布 名 录 见 表 3。 

表 3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两 栖 让 行 动物 分 布 名 录 

区 系 成 分 

目 . 科 、 种 名 西岳 华 ， 华 华 华 青 人 采集 地 备注 
南 南 中 中 南 藏 /m 

区 区 区 区 

两 栖 纲 Amphibia 

有 尾 目 Caudata 

I.、 蝶 晨 科 Salamandridae 

1. 红 闻 竟 量 Tylototritom merrtcostus 

Anderson 
1000 一 2100 ”腾冲 ` 泸 水 、 保 山 

无 尾 目 An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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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5. 

6. 

7 人 

III. 

8. 

风 

10. 

总 

IV. 

】12. 

Ta， 

14. 

15. 

16. 

WwW 

18. 

二 

20， 

目 、 科 、 种 名 

负 足 科 Pelobatidae 

。 白 颌 大 角 丹 Megobphrys lateralis 

(Anderson) 

.小 钥 M.， 7mzimzor stej7zeger 

。 贡 山 齿 突 Scutzger gomzgsjharensis 

Yang et Su 

疣 刺 齿 蟾 Oreolalaz rugosus (Liu) 

沙巴 拟 影 昌 Lezptopracjhzzza chazpaensis 

掌 突 蟾 Leptolalaz zelodytoides 

(Boulenger) 

蟾 蜂 科 Buionidae 

华西 蟾 蜂 Bu Fo andrerusi Schmdt 

缅甸 蟾 崔 再 . pxrmzazxs Andetson 

黑 眶 崎 蜂 吾 . zzelazostictus Schnei- 

der 

隆 杭 蟾 内 了 B. cybpjhosxs Ye 

雨 蛙 科 Hylidae 

华西 雨 蛙 贡 山 亚 种 瓦 ya armzectans 

&ozgSha7zze71315 Li et Yang 

华西 雨 蛙 指名 亚 种 瑟 armectazrs 

Q7z7ecta725 (Jerdon) 

蛙 科 Ranidae 

无 指 盘 臭 蛙 Rara grahamai Bou- 

lenger 

昭 觉 林 蛙 尽 . chnaochzaensis Lin. 

缅 北 琼 蛙 尺 .arzozdi Dubois 

泽 蛙 Rizzzocharis Boie 

虎 纹 峙 尺 . igriza rdgulosa Wieg- 

Inann 

双 团 环 胸 蛙 R. phrynoides Bou- 

]enger 

云南 臭 蛙 R. arzdersomii Boulenger 

风 形 杞 

区 系 成 分 
华 华 
南 中 全 南 
区 区 区 

O 

O 

O 

O 

O 

O 

O 

O 

1000 一 2000 

1400 一 2000 

2500 一 4000 

2000 一 3500 

1000 一 1500 

1000 一 1500 

800 一 3500 

1400 一 2000 

450 一 2000 

800 一 1545 

1500 一 3000 

1000 一 2200 

1500 一 3000 

2000 一 3500 

1500 一 2500 

450 一 1500 

500 一 1000 

1500 一 2000 

750 一 2000 

采集 地 

腾冲 ` 泸 水 .保山 

泸 水 、. 原 莫 江 

泸 水 、 原 锋 江 

泸 水 . 原 碧 江 

泸 水 、 腾 冲 

泸 水 

腾冲 泸 水 、 

原 莫 江 

泸 水 

腾冲 、 保 山 、 

泸 水 、. 原 锦 江 

泸 水 

保山 泸 水 、 原 铂 江 

腾冲 ` 泸 水 

保山 、 腾 冲 、 

泸 水 、 原 怕 江 

腾冲 ` 泸 水 

泸 水 . 原 儿 江 

腾冲 、 保 山 泸 水 

腾冲 , 泸 水 

腾冲 ` 泸 水 

腾冲 

续 表 

备注 

云南 特有 种 

云南 特有 种 

云南 特有 种 

云南 特有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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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区 系 成 分 天 
垂 目 . 科 、 种 名 西 华 华 全 华 ， 青 采集 地 备注 南 南 中 华南 藏 /mm 

区 区 区 区 六 一 区 

21. 滇 蛙 尺 zlLexuraden 全 | 1500 一 2000 “腾冲 泸 水 、 保 出 

和 
22. 3 Amzaolozps viridz772QCULatas O 1500~2000 “腾冲 保山 .污水 “云南 特有 种 

iang 

VI. 树 蛙 科 Rhacophoridae 

中 及 几 六 23 人 acozbhnorus go72g5 吕 RS 腾冲 保山 云南 特有 种 

Pamezsis Yang et Su 

24. 斑 腿 泛 树 峙 尽 . /exkcomazysta 工 RE 腾冲 原 英 江 

(Gravenhorst) 

25. 无 声 囊 泛 树 蛙 P. raxutws (Smith) 合 500 一 2000 腾冲, 泸 水 、. 原 怕 江 云南 特有 种 

后 帮 26 Rhacobpjhorus modozas 吕 SR 腾冲 

liu et Hu 

VII 姬 蛙 科 Microhylidae 云南 特有 种 

27. 小 弧 斑 姬 峙 Microhnyla heymzomzsi O 二 腾冲 

VOSL 

28. 于 AM.， ormzate (Dumeril et 吕 3 腾冲 

Bibron) 

疏 行 纲 Reptilia 

一 、 色 敬 目 Testudinata 云南 特有 种 

I 怨 科 Emydidae 

1. 乌龟 Chzmezzays reevesiz 二) 800 泸 水 (?) 

二 有 鲜 目 Squamata 

II 鼠 蜥 科 Agamidae 保山 泸 水 . 原 匠 江 云南 特有 种 

2. 棕 背 树 蜥 Calates emzzza Gray 二 450~1800 ”腾冲 ` 泸 水 、 原 锦江 

3. 蚌 西 树 蜥 C，&Ra&phienensis (Aander- 〇 人 腾冲 

Son) 

伐 全 Dumeril 书展 和 新 7y5stacexs Dumeril et 〇 500~1000 ”腾冲 .保山 沾 水 “云南 特有 种 

Bibron 

5。 丽 经 // szplerdzda Bar- 丽 纹 龙 蜥 Japalura szlendida Bar 肥 1500~ 3000 觅 冲 .站 水 - 盾 江 

bour et Dunn 

6. 裸 耳 龙 蜥 J dymordi (Boulenger) ” 〇 1800 泸 水 

7. 云南 龙 蜥 J yxrzazensis Anderson ”OO 1400 一 2620 腾冲 泸 水 

8. 昆明 龙 蜥 J. zarcoae (Boulenger) 全 1630 腾冲 ` 泸 水 

III. 壁虎 科 Gekkonidae 

。488 ，。 



目 、. 科 、 种 名 

9. 云南 半 叶 指 虎 龙 陵 亚 种 囊 ezztjhyL- 

LodactyLusS yz71Q72e7251S LOSL272Se7- 

sis Zhou et Liu 

10. 

1 

IV. 

12. 

13. 

]4. 

半 叶 指 虎 指名 亚 种 百 .， ywrzzmzazzerzszs 

MT7272Q71e72S15 

原 尾 蜥 虎 互 emidactyLus porwurzmzgi 

(Gray) 

石 龙 子 科 Scincidae 

股 鳞 晤 是 Bygasomza poxlenrgerri 

(Van Denburgh) 

旦 是 召 ， zzzdiczxzz (Gray) 

斑 晤 星 如， 7zacxlatzzz (Blyth) 

V. 蛇 蜥 科 Anguidae 

15. 细 蛇 蜥 OpPisaxrus gracilis (Gray) 

盲 蛇 科 Typhlopidae 

16. 

0 

人 

18. 

9. 

20. 

加 

22. 

23. 

24. 

25， 

26. 

大 盲 蛇 Tyzpjniozps diarai Schlegel 

游 蛇 科 Colubridae 

棱 鲜 横 纹 钝 头 蛇 Pareas mazacxza7- 

2 Theobale 

喜 山 钝 头 蛇 已 ,zzomticota (Cantor) 

白 链 蛇 Dimrodom sezptentriozalis 

(Guenther) 

紫 灰 锦 蛇 指名 亚 种 Elazphne zor- 

加 yyracea zorztpjyracea 〔(Cantor) 

王 锦 蛇 指名 亚 种 妃 ， carimzata carz- 

7ata (Guenther) 

三 索 锦 蛇 已 radiata (Schlegel) 

黑 眉 锦 蛇 瑟 iaenziura (Cope ) 

汗 西 蛇 Arzetiuzz yuzzzzazemzsis An- 

derson 

双全 和 白 环 蛇 世 ycodon asciatus An- 

derson 

腹 斑 游 蛇 Amzpjpiesmmza zzocesta 

Guenther 

国 

区 系 成 分 

华 
华 中 

呈 旧 引 

人 

加 

1300 一 1350 

1540 

500 一 1450 

1000 一 2000 

500 一 1500 

450 一 1300 

1300 一 1800 

500 一 1500 

500 一 1600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500 

1800 一 2000 

600 一 1560 

1300 一 3000 

900 一 1600 

1610 

1100 一 2100 

采集 地 

腾冲 

续 表 

备注 

腾冲 

腾冲 、 保 山 、 

泸 水 . 原 匠 江 

腾冲 

腾冲 泸 水 、. 原 匠 江 

腾冲 

腾冲 云南 特有 种 

泸 水 云南 特有 种 

泸 水 

泸 水 

泸 水 云南 特有 种 

腾冲 泸 水 、 

腾冲 

腾冲 、 保 山 

腾冲 、 原 划 江 

腾冲 云南 特有 种 

腾冲 

腾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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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区 系 成 分 可 
垂直 分 

目 、 科 、 种 名 西 华 0 南 昌 吕 二 
区 区 

27. 八 线 游 蛇 A. octolinreata (Bouleng- 吕 1350 一 1800 腾冲 

eT) 

Wo mppjholis Lakcruayi 去 
28. 有 颈 斑 蛇 Plagio mpjholis Lakcruayi O 〇 1300 一 1700 腾冲 云南 特有 种 

Roulonger 

29. 繁花 林 蛇 Bozga 7zxltomacxLata O 〇 600 一 1620 原 旬 江 

(Roie) 

30. 紫 沙 蛇 Psazzzzocyzzastes 思 xKLveru- O 〇 800 一 1620 腾冲 
Lemtus (Boie) 

Natriz mauchalis (Bou- 31. 颈 槽 游 蛇 Natriz maxuchalis (Bou 口 1500~2500 ” 腾 中 、 原 莫 江 
]enger) 

六 和 N， stolata heL- 32. 红 脖 游 蛇 大 陆 亚 种 N， stolata je 500 一 1900 腾冲 、 泸 水 
ler (Schmidi) 

3 头 蛇 Olizgodom pellus (Stan- 33. 方 花 小 头 蛇 O1igodor bellaes 和 1500~1900 ， 泸 水 、 原 匠 江 
ley) 

34. 斜 鳞 蛇 中 华 亚 种 Psevcozerzodonm O 1050 二 二 汪 人 

2Qcrozbs Si71e71515 Boulenger 
泸 水 \ 原 怕 江 

35. 介 | 旬 j 站 斜 鳞 蛇 指名 亚 种 已 maacrozps zaac O 〇 1300~1560 腾冲 
rozps (Blyth) 

36. 灰 鼠 蛇 Piyas &orros (Schlogel) 500 一 1500 腾冲 ` 沪 水 
37. 滑 鼠 蛇 忆 .pzxcosus (Linnaeus) 电 2 腾冲 

38. 剑 蛇 Sigomnotjis cozza 六 黑 颌 剑 蛇 Sipymopjhis collaris 〇 1040~2100 腾冲 , 泸 水 
(Gray) 

39. 线 握 2 黑 线 乌 梢 蛇 Zaocys migromar O 〇 1500 一 2000 原 外 江 
gz7Qtus (Blyth) 

40. 尖 尾 两 头 蛇 Calarzaaria avimzenta- 500 一 1500 原 莫 江 
ia _Dumeril et Bibron 

41. 绿 瘦 蛇 Ahaetaz 却 区 Eoigy 500~1620 四 它 Ahaet rasizQ 〈(Boie 村: y ; 
etMLLa rasi 

泸 水 . 原 锦 江 

42. 尿 青 蛇 Entechzzas7zaajor (Guenth- O 1500~2500 泸 水 
erT) 

VII. 眼镜 蛇 科 Elapidae 

43.。 眼镜 王 蛇 Opnzozpjn 大 几 、 镜 王 蛇 Opjhiobpjhagus hazmta 500 一 1800 原 怕 江 
(Ca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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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区 系 成 分 人 
垂 

目 、. 科 、 种 名 有 华 华 采集 地 备注 
南 v 直 ,中 oh 声 藏 全 
区 区 区 区 [下 民 

44. 1 Naj1a 刀 . 归 情 六 于 加 拉 绎 他 2 00 条 500 一 2000 腾冲 、 原 碧 江 
Raou 太 ia Lesson 

VIII. 央 科 Viperidae 

45. 菜花 烙铁 头 Tyrizneresurus jerdani 1500~-2800 泸 水 . 原 碧 江 
Guenther 

. 头 下 人 46. 山 烙 铁 头 T， zzozmticola monticola 1000 一 2600 腾冲 , 泸 水 、 原 外 江 
Guenther 

47. 云 了 人 Se 20- 和 全 省 天 省 台 种 人 1400 一 2100 腾冲 
7Q71ze71S18 Schmidt 

48. 白 层 竹叶青 工 azpozapris Gray @@ 400 一 1350 腾冲 

以 两 栖 怜 行动 物 在 保护 区 北 、 南 段 的 分 布 情况 看 ， 由 于 动物 分 布 的 特点 ， 当 然 不 能 

在 南 、 北 段 之 间 划 一 条 人 为 的 分 界线 ， 但 由 于 高 黎贡山 地 势 复 杂 ， 并 由 北向 南 逐 渐 降 
低 ， 受 其 垂直 分 布 的 影响 ， 南 、 北 段 之 间 动 物 区 系 分 布 仍 有 一 定 差 异 。 两 栖 动物 在 保护 
区 北 段 计 22 种 ， 其 中 西南 区 种 类 占 59% ， 华 南 区 种 类 占 9.0%;， 在 保护 区 南 段 计 19 

种 ， 其 中 西南 区 种 类 占 47.7%， 华 南 区 种 类 占 15. 8% 。 北 段 西南 区 比例 大 于 南 段 ， 华 

南 区 比例 小 于 南 段 。 怜 行动 物 在 保护 区 北 段 计 27 种 ， 其 中 西南 区 种 类 占 44. 5% ， 华 南 
区 种 类 占 37%% ;在 保护 区 南 段 计 35 种 ， 其 中 西南 区 种 类 占 51. 4%， 华 南 区 种 类 占 
31. 4 为 。 北 段 华南 区 比例 大 于 南 段 ， 而 西南 区 比例 则 小 于 南 段 。 

需要 指出 的 是 ， 尽 管 多 年 以 来 ， 国 内 外 学 者 已 对 高 黎贡山 做 了 大 量 工作 ， 积 累 了 较 
丰富 的 资料 。 但 对 高 黎贡山 两 栖 疏 行动 物资 源 及 分 布 的 调查 ， 仍 值得 深入 进行 和 探讨 。 
特别 是 南 段 的 东 坡 部 分 ， 资 料 较 少 ， 今 后 应 加 强 该 地 区 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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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Amphibious Reptile Fauna in 

Gaoligong Mountains Reserve of Yunnan 

WU Jie-yun 

(Department of Biolog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天 unming 650092) 

Abstract 29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amphibian which belong to 2 orders，7 fami- 

lies and 13 genera and 48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reptilian which belong to 2 orders，9 

families and 29 genera in Gaoligong Mountains reserve of Yunnan have been proposed by 

my two investigations in 1989 and 1990 and combining the previous work by other inves- 

tigations，And 50. 6% of which (39 species) are Southwest China Region，24.7% of 

which (19 species) are South China Region，2. 6% of which (2 species) are central Chi- 

na Region，20.8% of which (16 species) are central-south China Region and only 1. 3 听 

of which 〈] species) are Qing Zang Region。According to this above，It would suggest 

tha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fauna should be delimited to oriental region。It posses the 

Species of the southwest China Region dominately and its vertical distribution center lo- 

cates in 1000 一 2500m。And it could also include some Palaearctic region elements due to 

the impact of non=-vertical zonal distribution. 

Key words Ggoligong Mountains，Reptile faun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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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两 栖 疏 行动 物 区 系 分 析 

口 

天 :站 寺 

(云南 师范 大 学 生物 系 ) 

摘 要 本 文 在 1989 年 和 1990 年 3 次 考察 基础 上 ， 并 综合 前 人 所 做 的 工作 ， 对 高 黎 

贡 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的 两 栖 仆 行 动物 进行 区 系 分 析 ， 认 为 该 地 区 中 山 带 以 下 属于 东洋 

界 ， 在 高 山 带 还 具有 上 古 北 界 的 成 分 。 

关键 词 考察， 高 黎贡山 ， 区 系 

云南 师 大 生物 系 85 级 学 生 李 如 柏 、 杨 志明 、 暴 雪 明 、 张 颖 滔 ， 高 黎贡山 泸 水 自然 

保护 所 邬 志雄 同志 参加 了 部 分 野外 工作 。 

高 黎贡山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边疆 ， 东 西 宽 约 9km， 南 北 长 约 135km， 

总 面积 123 900hm2: ， 在 行政 上 隶属 于 怒江 州 的 泸 水 县 及 保山 地 区 的 腾冲 县 、 保 山 市 ， 

西 面 与 缅甸 接壤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属 横断 山系 的 组 成 部 分 ， 东 临 经 江 、 西 临 龙 江 和 龙 川江 ， 形 成 

南北 走向 的 高 山大 川 ， 气 势 雄 伟 ， 相 对 高 盖 达 2826. 7m， 切 割 剧烈 ， 是 有 名 的 横断 山峡 

谷 区 。 保 护 区 内 地 势 险 峻 、 地 形 复杂 、 群 峰 林 立 ， 形 成 明显 的 立体 气候 垂直 带 。 在 这 复 

杂 的 气候 ， 地 形 作 用 下 ， 荀 藏 着 丰富 的 动 植 物种 群 。1989 年 ， 云 南 省 十 余 个 科研 和 大 

专 院 校 等 单位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所 的 同志 配合 下 ， 组 成 综合 考察 团 ， 对 保护 区 进行 较 

全 面 的 综合 考察 。 两 栖 仆 行 动物 组 于 1989 年 3 月 、 5 至 6 月 和 1990 年 5 月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泸 水 部 分 ) 进行 了 3 次 调查 ， 并 在 泸 水 的 上 江 、 六 库 、 和 鲁 掌 、 姚 家 坪 

等 处 设 点 采集 标本 。 至 1990 年 5 月 止 ， 共 获 标本 300 余 号 。 根 据 前 人 的 资料 及 我 们 所 

收集 的 标本 整理 ， 高 黎贡山 北 段 〈 泸 水 部 分 ) 共 捕 两 栖 动 物 22 种 及 亚 和 种， 隶属 11 属 、 

6 科 、2 目 ， 怜 行动 物 27 种 及 亚 种 、 隶 属 21 属 、8 科 、2 目 。 

1 区 系 成 分 

1.1 两 栖 动 物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北 段 ) 所 分 布 两 栖 动 物 共 22 种 及 亚 种 ， 其 中 ， 中 亚 亚 界 青 

藏 区 1 种 〈 即 贡 山 齿 突 蟾 )， 占 4.5 为 ;中 印 亚 界 西南 区 13 种 占 59 为 ， 即 中 红 疗 六 晨 ， 

凶 疣 刺 齿 蟾 ，@ 华 西 蟾 蜂 ,由 缅甸 蟾 内 ，@@ 华 西 雨 蛙 贡 山 亚 种 ， 和 华西 雨 蛙 指名 亚 种 ， 

@ 无 指 盘 具 蛙 ，@) 日 本 林 蛙 昭 觉 亚 种 ，@ 花 环 蛙 察 隅 亚 种 ，@ 演 蛙 ，@@ 双 团 棘 胸 蛙 ， 

@ 绿 点 消 蛙 ， 办 缅 北 琼 蛙 ; 华中 区 1 种 ， 占 4.5% ， 即 小 角 蟾 ;华中 -华南 区 5 种 ， 占 

x 本 文 1992 年 发 表 于 《云南 师范 大 学 学 报 》，12(1): 62 一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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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即 个 敬 虫 掌 突 蟾 ，@ 黑 眶 蟾 内 ，@ 泽 蛙 ， 四 虎 纹 蛙 ， 名 斑 腿 树 蛙 ; 华南 区 2 

种 ， 占 4.5% ， 即 外 白 颌 大 角 蟾 ，@ 沙 巴 拟 影 蛤 。 

可 以 看 出 ，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 北 段 ) 的 两 栖 类 以 西南 区 居多 ， 其 次 是 分 布 较 广 泛 

的 华中 -华南 区 种 类 。 以 所 属 区 划分 ， 除 贡 山 齿 突 蟾 属 古 北 界外 ， 其 余 21 种 均 属 东 

洋 界 。 

1.2 疏 行 动物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 北 段 ) 所 分 布 的 爬行 动物 共 27 种 及 亚 种 ， 全 部 属于 东洋 界 ， 其 
中 ， 中 印 亚 界 西 南 区 12 种 ， 占 44. 5%。 即 中 云南 龙 蜥 ，@ 喜 山 钝 头 蛇 ， 加 白 链 蛇 ，@ 
紫 灰 锦 蛇 指名 亚 种 ， 钙 颈 槽 游 蛇 ，@ 方 花 小 头 蛇 ，@ 斜 鳞 蛇 中 华 亚 种 ，@@ 黑 颌 剑 蛇 ，@ 
黑 线 乌 梢 蛇 ，@ 四 眼镜蛇 孟加拉 亚 种 ，@@ 莱 花 烙 铁 头 ，@ 四 山 烙 铁 头 ; 属于 华中 区 1 种 ， 占 
3.7%， 即 丽 纹 龙 蜥 ， 属 华中 -华南 广 布 种 类 4 种， 占 14.3%， 即 巴 乌 龟 ，@ 量 是 ，@) 

黑 眉 锦 蛇 ，@ 四 尉 青 蛇 ， 属 于 华南 区 的 10 种 ， 占 37 办 ， 即 巴 棕 背 树 蜥 ，@ 白 唇 树 蜥 ，@) 
纵 斑 蜥 虎 ，@ 引 大 盲 蛇 ， 名 梭 鹿 横 纹 钝 头 蛇 ，@@ 尖 尾 两 头 蛇 ，@ 绿 瘦 蛇 ，@@ 灰 鼠 蛇 ，@ 红 

脖 游 蛇 大 陆 亚 种 ， 四 眼镜 王 蛇 。 

可 见 ，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 北 段 ) 怜 行动 物 以 西南 最 多 ， 占 44. 55%， 次 为 华南 区 

种 ， 占 37 为 ， 从 区 系 分 布 的 比例 来 看 ， 与 两 栖 类 相 比 ， 华 南 区 种 类 显著 增加 ， 而 西南 
区 、 华 中 区 、 华 中 -华南 区 种 类 的 比例 下 降 ， 缺 少 古 北 界 种 类 ， 见 表 1 和 表 2。 

表 1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 北 段 ) 两 栖 故 行动 物 区 系 成 分 表 

东洋 界 古 北 界 

西南 区 种 ”华中 区 种 华中、 华南 区 种 ”华南 区 种 ”青藏 区 种 

国内 分 布 目前 仅 限 

两 栖 动物 (22 种 ) 

伶 行 动物 (27 种 ) 

两 栖 动物 疏 行 动物 

东洋 界 十 北 界 其 中 东洋 界 吉 北 春 其 中 
0 训 可 天 前 。 地 区 西 华 华 青 。 ,地 区 

南 持 中 -” 藏 ”特有 南 南 “中 必 生 中 注 。 特 有 
区 区 区 华南 区 区 种 区 区 区 ”于 亲 呈 人 人 和 

衰 牢 山 种 数 种 数 
山本 这 站 全 (26288 才 二 术语 时 0 16 1 

0 5 00 人 58 4 本 吧 5. ] 专 

西双版纳 保护 区 种 数 2 17 6 6 种 数 35 1 5 Z 3 
〈38) (60) 

斩 5.3 44.7 15.8 15.8 吧 1550 58.3- 下 7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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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栖 动物 怜 行 动物 

东洋 界 古 北 界 其 中 东洋 界 古 北 界 其 中 

人 西 华 华 天 二 二 区 西 “ 华 ， 华 理 瑟 芭 
南 ， 南 中 . 华 直 。 藏 ” 特 有 南 、 商 、 中 二。 项 出 绸 有 
区 区 区 华南 区 区 种 区 区 区 华南 区 区 种 

种 数 种 数 广 布 
滇 南 红河 州 RE “ 沁 13 3 14 8 15 各 

ES 2352 2 本 站 % 19%.7 53.5 虽 恒 |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种 数 种 数 
( 北 段 ) 《22 一 2 Re 过 

听 59 9 455 222.7 本 5 本 喇 1 的 攻 44 5 37 怀 327 册 加 ES 

种 数 种 数 西藏 自治 区 46 11 9 
(44) 《54) 

冯 3 16567 

注 : 其 中 有 的 种 类 呈 过 渡 带 分 布 ， 统 计时 两 区 均 有 。 

2 垂直 分 布 及 区 系 分 析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 北 段 ) 的 垂直 高 度 由 728m 上 升 到 泸 水 北部 的 丫 扁 山 4161. 6m， 

两 栖 伶 行 类 的 垂直 分 布 情况 ， 非 地 带 性 因素 的 影响 是 十 分 明显 的 ， 若 以 垂直 高 度 划 分 3 

个 带 ， 在 海拔 1500m 以 下 的 低 山 为 亚热带 景观 ， 植 被 以 云南 松林 和 沟谷 稀 树 灌 草 从 为 

主 ， 如 六 库 周 围 的 大 练 地 、 蛮 云 、 上 江 、 赖 茂 等 地 。 动 物种 类 亦 多 华南 区 类 型 ， 如 沙巴 

拟 及 蟾 、 白 领 大 角 蟾 、 白 唇 树 蜥 、 大 盲 蛇 、 眼 镜 王 蛇 等 。 此 地 带 华 南 区 种 类 12 种 ， 占 

全 部 种 类 的 24. 5% ;华中 -华南 区 种 类 8 种， 占 16. 3%; 西南 区 种 类 5 种 ， 占 10. 2%%。 
由 海拔 1500 一 2500m 的 中 山 植被 以 云南 松林 、 高 山 楼 林 、 早 冬瓜 林 以 及 大 面积 的 温 性 

党 绿 阔 叶 林 为 主 ， 如 和 鲁 掌 、 获 家 坝 、 片 马 、 姚 家 坪 等 地 ， 此 地 区 华南 区 物种 和 华中 - 华 

南 区 物种 明显 减少 ， 分 别 为 1 种 占 2%; 华中 区 2 种 ， 占 4.1%%;， 而 西南 区 的 物种 明显 

增多 ， 有 22 种 之 多 ， 占 44.，9%%。 海 拔 2500 一 4000m 的 高 山 植被 除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外 ， 

并 分 布 有 亚 高 山 暗 针 叶 林 、 箭 竹林 、 亚 高 山 灌 丛 草地、 高 山 草 甸 等 ， 如 听命 湖 、 片 马 辣 

口 、 鲁 芒 河 头等 地 。 该 地 带 迄 今 尚 未 见 爬 行动 物 的 采集 记录 和 资料 ， 两 栖 类 也 仅 余 西南 

区 5 种 ， 占 10.2%;， 古 北 界 青藏 区 1 种 ， 占 2 %。 其 中 ， 有 的 种 类 分 布 范 围 较 宽 ， 跨 

越 两 个 地 带 ， 如 泽 蛙 、 华 西 蟾 蜂 、 无 指 盘 臭 蛙 、 黑 眉 锦 蛇 、 眼 镜 蛇 备 加 拉 亚 种 等 ， 有 的 

种 类 则 分 布 于 两 个 地 带 之 间 ， 如 红 疗 疣 蚌 、 疣 刺 齿 蟾 、 日 本 林 蛙 昭 觉 亚 种 、 山 洛 铁 头 

等 ， 见 表 3 和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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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 分 和 

区 系 成 分 

两 栖 类 
区 
人行 类 
华中 - 两 栖 类 
华南 区 中 行 类 

界 两 栖 类 
区 

， 惧 行 类 

两 栖 类 
西南 区 

假 行 类 

两 栖 类 击 
北 青藏 区 
界 让 行 类 

河谷 黎 树 灌 草 从 

500 一 1000m 

磷 横 纹 钝 头 蛇 

游 蛇 大 陆 亚 种 

黑 框 蟾 蜂 、 斑 腿 树 

蛙 ̀  黑 眉 锦 蛇 、 眼 镜 

蛇 和 孟加拉 亚 种 

硬 496 厌 

绿 点 消 蛙 、 缅 甸 旷 

泽 蛙 ̀. 大 盲 蛇 、 纵 纹 肾 、 云 南 龙 蜥 、 丽 

蜥 虎 、 晓 旺 、 棕 背 树 纹 龙 蜥 喜 山 钝 头 

蜥 \. 尖 尾 两 头 蛇 、 绿 蛇 、 白 链 蛇 、 斜 磷 

瘦 蛇 、 灰 鼠 蛇 、 红 脖 蛇 中 华 亚 种 、 黑 线 

乌 梢 蛇 

表 3 高 黎贡山 北 段 两 栖 故 行 动物 垂直 分 布 与 区 系 成 分 关系 表 

500 一 1000m 1000 一 1500m 1500 一 2000m 2000 一 2500m 2500~3000m 3000 一 3500m 3500 一 4000m 

种 数 % 种 数 % 种 数 为 种 数 办 种 数 名 种 数 % 种 数 邦 

10 37 帮 9. 1 1 上 

过 2559 

不 SR 4 【SS 有 

3 站 凡 7. 丰 1 电光 

1 5 

1 SS 

2 9. 1 11 50 6 1 上 2 3 13. 6 

| 3 人 攻 让 | 8 29. 6 5 TS 

4. 5 1 4 和 看 4.5 

表 4 ”两 栖 店 行动 物 垂直 分 布 表 

云南 松林 高 山 | 湿性 常 绿 阔 叶 | 冷杉 林 , 箭 竹林 , 亚 高 山 
人 梅 林 冬 瓜 林 灌 从 ,草地 ,高 山 草 向 

1000 一 1500m 1500 一 2000m |2000 一 2500m| 2500 一 3000m |3000 一 3500ml3500 一 4000m 

紫 灰 饥 蛇 指名 亚 

种 、 颈 槽 游 蛇 、 方 

花 小 头 蛇 .菜花 烙 

铁 头 、 肤 青 蛇 

红 疗 竟 晨 、. 白 颌 大 

角 崎 、 华 西 雨 蛙 指 

名 亚 种 . 黑 颌 剑 

蛇 、 山 烙铁 头 

CTTTTTRTTTRN 人 
| 二 

和 



在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 北 段 ) 的 两 栖 疏 行动 物 中 ， 除 贡 山 齿 突 蟾 属 古 北 界外 ， 其 余 种 
类 均 属 东洋 界 ， 因 此 本 地 区 无 疑 属 东 洋 界 ， 在 东洋 界 中 又 以 西南 区 物种 占 优 势 ， 共 占 总 

数 的 65. 3% ， 以 垂直 高 度 1000 一 2500m 的 中 、 低 山地 带 为 其 分 布 中 心 ， 约 占 西南 区 种 
类 的 72% 。 以 区 系 和 景观 的 垂直 变化 看 ， 其 成 分 随 垂 直 高 度 而 发 生 相 应 改变 ， 华 南 区 
物种 由 低 山 -中 山 - 高 山 的 比例 为 16.3 : 3 : 2 : 0。 西 南 区 的 比例 为 10.2 : 44.9 : 10. 2。 

在 高 山 出 现 了 古 北 界 种 类 ， 因 此 本 地 区 中 山 带 以 下 属 东洋 界 ， 而 在 高 山 带 已 具有 古 北 界 

的 成 分 。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北 段 两 栖 礁 行 动物 名 录 见 表 5。 

表 S 高 黎贡山 保护 区 北 段 两 栖 故 行 动物 名 录 

区 系 从 属 

目 、 科 、 名 西 华 华 华中 - 青 垂直 分 布 /m 注 

区 区 区 华南 区 区 
两 栖 纲 

一 、 有 尾 目 Caudata 

I， 蝶 蚌 科 Salamandridae 1000 一 2000 “特有 种 

1. 红 疗 疣 晨 Tylototritor verrucosus Anderson 人) 

二 、 无 尾 目 Anura 

II 铀 足 科 Pelobatidae 

2. 白 颌 大 角 蟾 Megotpjprys Latera1is (Anderson) 国 1000 一 2000 

3. 小 角 蟾 M，zzizpzor stejemzger O 〇 ) 1500 一 2000 

4. 贡 山 齿 突 蟾 Scutiger gozgshazentsisYang et Su 〇 2500 一 4000 “特有 种 

5. 疣 刺 齿 蟾 Oreoalaz rugosus (Liu) 全 2000 一 3500 

6. 沙巴 拟 影 蟾 Leztoprachizm chazbaensis (Bourret) O 〇 1000~-1500 “特有 种 

7. 敬 虫 掌 突 蟾 Carpophrys pelodytoides (Boulenger) @ 1000 一 1500 

III， 晓 科 Buionidae 

8. 华西 蟾 内 Bujo andrerwsi Schmdt O 〇 O 1500 一 3500 

9. 缅甸 旷 B. purmzanaus An detson O 〇 O 1500 一 2000 

10. 黑 眶 蟾 内 也 .7zmelarostictus Schneider @ 500 一 2000 

IV. 雨 蛙 科 Hylidae 

11. 华西 雨 蛙 贡 山 亚 种 瓦 yia azmzectans gomgshaztensis O 〇 1500~3000 “特有 种 

12. 华西 雨 蛙 指名 亚 种 互 ，azmectams azzzzectazzs 国 | 2000 一 3500 

V. 蛙 科 Ranidae 

13. 无 指 盘 臭 蛙 Rana grahami Boulenger O 〇 1500 一 3000 

14. 日 本 林 蛙 昭 觉 亚 种 B. jazomice chaochiaensis Lin。 加 2000 一 3500 

15. 花 蛙 察 隅 亚 种 尺 naculosa chayuensis Ye 加 1500 一 2000 

16. 泽 蛙 尽 ，1ipazocharis Boie O 〇 500 一 1500 

17. 虎 纹 蛙 R，zigrina rugulosa Wiegmann O 500 一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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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科 、 和 名 

18. 双 团 棘 胸 蛙 R， 加 rynoides Boulenger 

19. 滇 蛙 尺 ，zlexuradermz 

20. 绿 点 滑 蛙 AiridizaactulLatus Jiang 

21. 缅 北 琼 蛙 尺 ，arnoldi Dubois 

树 蛙 科 Rhacophoridae 

22. 斑 腿 泛 树 蛙 Rhacozpjorxs excomysta 工 〈Gravenhorst) 

礁 行 纲 

一 、 龟 警 目 Testudinata 

I. 怨 科 Emydidae 

1. 乌龟 Chzremays reevesi 

二 、 有 鳞 目 Squamata 

II， 鼠 蜥 科 Agamidae 

2. 棕 背 树 蜥 Calotes ezza Gray 

3. 白 唇 树 蜥 C， maystacers 

4. 丽 纹 龙 蜥 Jaeztalxra splenrdida Barbour et Dunn 

5. 云南 龙 蜥 J， yzzzzazczsis Anderson @ 

III， 壁虎 科 Gekkonidae 

6. 纵 纹 蜥 虎 互 emidactyLuy bgororimgi 

IV. 石 龙 子 科 Scincidae 

7. 旦 蚌 二 ygosomza i7zcdicz77z 

V. 盲 蛇 科 Typhlopidae 

8. 大 盲 蛇 Tyzppiozps diardl 

VI 游 蛇 科 Colubridae 

O OO OO GO'| 风 卉 瑟 

9. 校 鳞 横 纹 钝 头 蛇 Pareas macxlarius Theobale 

10. 喜 山 钝 头 蛇 已 ，7nzonmticoza 〈Cantor) 党 

11. 白 链 蛇 Dimzodon yeztentriozalis (Guenther) [ 

12. 紫 灰 锦 蛇 指名 亚 种 Elazpjhe zporztbjhyracea zporpjnyracea 

(Cantor) 

13. 黑 眉 锦 蛇 已 ，taeniura Cope 

14. 颈 槽 游 蛇 Natriz mxchalis (Boulenger) O) 

15. 方 花 小 头 蛇 O1igodon pellus (Stanley) 思 

16. 斜 鳞 蛇 中 华 亚 种 Pseudozenrodon aacrops Sitensis Bou- 

lenger 

17. 灰 鼠 蛇 Ptyas &orros 〈Schl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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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系 从 属 

中” 华中- 
区 ”华南 区 

O 

O 

间 

O 〇 

O 

垂直 分 布 /m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500 

500 一 2000 

800 

500 一 1500 

500 一 1000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000 

500 一 1500 

500 一 1500 

500 一 1500 

500 一 1000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000 

1500 一 2000 

500 一 2000 

1500 一 2500 

1500 一 2500 

1500 一 2000 

500 一 1500 

续 表 

特有 种 

特有 种 

特有 种 



续 表 

区 系 从 属 

目 科 立 名 西 华 ` 华 ， 华中-“ 青 ”垂直 分 布 /m 注 

区 恨 区 华南 区 区 
18. 黑 颌 剑 蛇 Sipymrozbphis collaris (Gray) OO) 1000 一 2000 

19. 黑 线 乌 梢 蛇 Zaocys mzgromargimatus (Blyth) (人 1500 一 2000 

20. 尖 尾 两 头 蛇 Calararia pavimzentata Dumeril et Bibron 个) 500 一 1500 ”特有 种 

21. 绿 瘦 蛇 AhaetulLla prasiza (Boie) (3 500 一 1500 

22. 红 脖 游 蛇 大 陆 亚 种 Natriz stolata helieri (Schmidt) 全) 500 一 1500 

23. 尉 青 蛇 Enmtechimaus maajor (Guenther) 全 1500 一 2500 

VII. 眼镜 蛇 科 Elapidae 

24. 眼镜 王 蛇 Opjhiopjhagus hazmzajm 〈(Cantor) 全 500 一 1000 

25. 眼镜 蛇 和 孟加拉 亚 种 Naja nz。 KRaoxthia Lesson O 〇 1500 一 2500 

VIII. 星 科 Viperidae 

26. 菜花 烙铁 头 Trizmzereswrus jerdanii Guenther 千 1500 一 2500 

27. 山 烙 铁 头 工 _7mzomticola momticola Guenther 进 ， 1000 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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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alysis about the Fauna of the Amphilian and Reptile on the 

North Section of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Sanctuary 

WU Jie-yun 

CYunnan Normal University，Biology Department) 

Abstract This paper is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ree investigations that w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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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1989 一 1990 and of the work that the predecessors had made，We analysed the 

fauna of the amphibian and retile on the north section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 

tional Nature Sanctuary。We think that the middle mountain zone belongs to the Orien- 

tal realm and the high mountain zone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learctic realm. 

Key words Investigation，Gaoligong Mountains，Fa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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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鞘翅 目 步 甲 科 盗 甲 属 三 新 种 

David H. KAVANAUGH1I 龙 春 林 ? 

(1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和 科学院， 加州 旧金山 ”94118) 

(2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摘 要 描述 了 产 于 中 国 云南 高 黎贡山 南 段 步 甲 科 盗 甲 属 (Leistxs) 的 3 个 新 种 : 长 

晒 盗 甲 〈Leistws taraogmzathzxs )、 高 黎贡山 盗 甲 (Leistus gaoligozgensis ) 和 李 氏 咨 甲 

(Leistaus Lijpenzgae)， 前 两 种 的 模式 标本 均 采 自 保 山 市 地 亢 干 口 〈 海 拔 2130m， 位 于 北纬 

24"49. 9 、 东 经 98"46. 0 ) ， 李 氏 盗 甲 的 模式 标本 采 自 高 黎贡山 大 葛 坪 干 口 东 坡 保山 市 境内 

的 落水 洞 〈 位 于 地 亢 垣 口 东北 部 ,海拔 2300m， 北 纬 24"56. 9 、 东 经 98 "45.4 ) 。 此 外 ， 作 

者 还 编制 了 云南 盗 甲 属 分 种 检索 表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步 甲 科 ， 新 种 ， 长 颗 盗 息 ， 高 黎贡山 盗 甲 ， 李 氏 盗 甲 

分 类 号 Q949 

The first Sino-American expedition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Yunnan Prov- 

ince，China involved systematists from the Kunming Institutes of Botany (KKIB) and Zo- 

ology (KIZ) and 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CaAS) and was conducted in Oc- 

tober and November of 1998. Fieldwork was designed to include a general reconnais- 

sance of southern portion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initial efforts toward an in- 

ventory of the plants and animals of the mountain range，especially the biota endemic to 

the native mixed hardwood/conifer forests.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extreme western Yunnan extend north-south for more 

than 300 kilometers，with their crest，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range，{forming the bor- 

der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They also separate and form parts of the watersheds 

of two of southeast Asia' s major rivers，the Irrawaddy (Dulongjiang) and Salween (Nu- 

Jiang) rlvers。Due to their geographic lsolation and rugged topogr aphy，upper reaches 

of the range are less disturbed than most other areas in Yunnan; and two reserves，the 

Nujlang and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s，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protect re- 

malnling tracts of old growth forest. 

Areas of primary {forest were sampled at several points along the axis of the range， 

o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Slopes; and a total of about 8000 terrestrial invertebrates 

were collected by team members，Among these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ree Species of 

the carabid beetle genus Lezstaus Frolichn (1799).，Ten Lezstus Species are previously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VI) :99 一 120。 



known to occur in Yunnan Province (Farkac 1995) ，and one these，Leistus brancuccil 

Farkac，has been recorded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Nonetheless，all three spe- 

cies sampled during the expedition appear to be new Species。JIn this report，Wwe present 

diagnose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se new species，with illustrations of Important features 

of external and genitalic structure。We also provide a _ preliminary key for identification 

of adults of Leistxs Species known or suspected to occuir in Yunnan Province and briefly 

discuss the status of the taxonomy of genus Lezstus in China. 

This is _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井 4 from the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BRJI) at the Calj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1]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examination of 154 specimens representing the Species de- 

scribed herein and several hundred additional specimens representing other Lezstas spe- 

cies。 Meost of the Species previously described from China，including those recorded 

from Yunnan，are known from very few specimens，most of which (including holo- 

types) are deposited in private collections (e.g. Farkac 1995).， We therefore relied on 

original and subsequent published descriptions，rather than on Specimens，for many crit- 

ical comparisons and for developing the key to the known species of Yunnan， This is un- 

fortunate，but it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o complete this report at this time， We are con- 

fident that，if descriptions and accompanying illustrations {for the species previously 

known from Yunnan are accurate，the Species described herein indeed represent new 

taxa。 Descriptions used for comparative Purposes are those of Andrewes (1929 )， 

Banninger (1925) ，Dvordk (1994) ，Farkac (1993，1995) ，and Perrault (1980，1985a， 

1985b，1991)，. 

Although the descriptions of most Lezstxs Species previously recorded from Yunnan 

include measures of body length，what these values actually represent is unclear，We in- 

clude two measures of body length (in millimeters) in the description of each Species to 

facilitate future comparisons，Standardized body length (SBL) equals the sum of three 

measurements: head length，measured along the midline from the apical margin of the 

clypeus to a point opposite the posterior margin of the eye; pronotal length，measured 

along the midline from the apical to basal margin; and elytral length，measured along 

the midline from the apex of the scutellum to a point opposite the apex of the longer ely- 

tron。 Apparent body length (ABL) equals the distance measured along the midline from 

the apex of the labrum to a point opposite the apex of the longer elytron。 SBL is pre- 

ferred over ABL because it measures only fixed lengths and is not subject to variation in 

the alignment or retraction Or extension of body parts. 

We also include for each new species values for several indices，most of them used 

by Farkac (1995)， These include: antennal index (IA) (equals length of antennomere 

5/ length of antennomere 3) ;labial palpus index (ILP) (equals length of palpome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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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of palpomere 2); pronotal index 1 (IPw/lD (equals width / length of pronotum ) ; 

pronotal index 2 (IPm/b) (equals maximum width of pronotum / basal width of prono- 

tum); elytral-pronotal index (IE/P) (equals greatest width across combined elytra / 

maximum width of pronotum); and elytral index (IEL/w) (equals length / width of 

combined elytra). Farkac (1995) did not specify how elytral length was measured，Be- 

cause the elytra base is always，but to a varying extent，hidden beneath the base of the 

pronotum ，we suggest that elytral length for this Index be measured the same as for that 

component of SBL，namely as the length along the midline from the apex of the scutel- 

lum to a point opposite the apex of the longer elytron。 It is unlikely that Farkac used 

this particular measure of elytral length，so our values for IEL/w are probably not di- 

rectly comparable with his. 

Observations of structural features were made with a Wild Model M-5 stereoscopic 

dissecting microscope。Measurements were made using a calibrated ocular grid with a 

scale interval of 0. 1mm and illustrations were prepared with the aid of a camera lucida， 

both mounted on the Wild microscope. 

2 工 axonomy 

2. 1 Descriptions of New Species 

2.1.1 Leistus iapaogratjhrs new species (长 颗 盗 甲 ， 新 种 ) (Figs.1，5 and 10) 

人 全 
全 4 但 4 

Figs. 1 一 4 Left mandible，clypeus，and labrum 

a:; Dorsal aspect，b: Ieft lateral aspect，mandible only; scale line 王 1. 0mm。 1 ， 

ezistus ta7zQog7Qthas mn SPD， 2: Leistas Lezgae n. SD， 3: Leistus gQOLgomgesis n. SD， 

4: Leistus yuM7271Q72US Banninger 

TYPE MATERIAL Holotype，a unique female，deposited in KIZ，1labeled 

“CHINA，Yunnan Province，Gaoligong Mountains，Baoshan Prefecture， Baoshan 

County，Nankang Yakou，24"49.9 ” N 98"46.0'E”/“2130m，4 一 7 Novemb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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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98-129B，D，H. Kavanaugh，C.E. Griswold，C，-L. Long，R. Li & SS. 攻 

He collectors”/“Sino-American 匡 xpedition，Gaoligong Mountains，Yunnan，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November，1998”/“Holotype Lezstas taziaog71a 态 US 开 a- 

vanaugh 信 Long”[red label]. Type locality: Nankang Yakou， 

Etymology.，The specific name ls derived from the Greek words，tanaos，meaning 

“long”，and gnathos，meaning “jaw”，in reference to the markedly elongate mandibles 

of the type speclmen， 

Diagnosis， Adults of this species can be distingulshed from those of all other known 

Teistxs Species，except Lezstas chna7zazpzo727 Andrewes，by their markedly long and apical 

down-curved mandibles (FEig. 1).， From the 二 .cpnazzzpzoz2z ，they can be distingulished on 

the basis of form of the gular carina with a graded series of distinct tubercles，from 

longest laterally to shortest medialljy，on the carina (Fig. 5) in ziazaog724 态 xs; With- 

out distinct tubercles in 二 . chnazzzpzozz (Perrault，1985b，Fig. 22) ，(G@Oshape of the pro- 

notum relatively longer and narrower (IPw/1 三 1.38)，slightly less _ narrowed basally 

(IPm/b 三 1.74)，and with lateral explanation broader in 二 .ta7zaog7Qt 太 ws; relatively 

shorter and wider (JIPw/L = 1.42 ~ 1.44)，slightly more narrowed basally 

(CIPmy/b 王 1.86) ，and with lateral explanation slightly narrower in 了 .cjPa7azzo727 (Perra- 

ult，1985b，Fig.3)，and G@) larger size [female ABL =11. 9mm in 三 。ta7zaog71Q 太 25; 

9. 5mm in 二 .cjpnazzzpzoz2z (Perrault，1985b) ]. 

Description. Size large for the genus，female SBL 王 10. 3mm and ABL 王 11. 9mm， 

Body form typical for genus，IE/P=1. 38，IEI/w 王 1. 60.， Head，labrum，and antenno- 

mere 1 black，mandibles，maxillae，palpi，and middle portions of antennomeres 2 一 4 

reddish brown，antennomeres 5 一 12 and bases and apices of antennomeres 3 一 4 pale 

reddish; pronotum black，with lateral margins slightly paler (piceous) ;elytra black; 

legs with femora black，tibiae and tarsi pale reddish，Dorsum without metallic reflec- 

tion。Head with frons sparsely but moderately coarsely punctate，also faintly rugulose 

laterally，vertex more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pronotum with discal reglon 

sparsely and very finely punctulate，apical，basal and lateral regions coarsely and moder- 

ately densely punctate; elytral intervals impunctate; thoracic venter (except prosternum 

medially，proepisternum laterally ，and medial twor-thirds of metasternum) very coarsely 

and densely punctate; abdominal venter smooth，except sternum 2 (first visible ster- 

num) and lateral portions of sterna 3 and 4 〈second and third visible sterna) very coarse- 

ly and densely punctate。，Pronotum shiny，head slightly duller，eytra faintly iridescent. 

Microsculpture comprised of moderately impressed isodiametric sculpticells on head， 

faintly impressed isodiametric sculpticells on pronotum，and faintly impressed irregular 

and slightly transverse (less than twice as wide as long) sculpticells on elytra. 

再 ead shape typical for genus，constriction posterior to eyes long，less abrupt，nar- 

rowed at about 45 angle to longitudinal axis， Eyes large，markedly convex。An tennae 

moderately elongate，extended to apical 40% of elytron; anterinomere 1 (scap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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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s. 5 一 9 Submentum，insertion of gular setae 

a: Posterior aspect,，inverted (ventral side up)，b: Insertion pattern，ventral aspect; 

scale line 王 0. 5mm; gc 一 gular carina; 1s 王 lateral setae; ms 一 medial setae， 5 : Leistus 

ia7Q0g71Q 太 zs n. SD，6: Leistus miger Gebler， 7: Leistas Lihengae n. SD，8: Lezistus 

gaoligozzgensis n. SD，9: Lezstus yM772Q72US Banninger 

tremely long，straight，slightly narrowed basally; antennomere 2 (pedicel ) with three 

subapical setae，one anteroventral and two anterodorsal; antennomere 4 glabrous; an- 

tennomere 5 slightly longer than antennomere 3，IA= 三 1.23; flagellar antennomeres 

(5 一 12) markedly elongate and slender. Labrum (Fig. 1) long，apical margin smoothly 

convex，with two pairs of setae， Clypeus with aplical margin truncate， Mandible (Fig. 1) 

long and distinctly deflected downward apically，markedly explanate basolaterally，nar- 

row and parallel-side subapically，lateral margin with extremely deep sinuation。 Maxilla 

with palpiger trisetose (one short，slender seta inserted basomedially，one long，spini- 

form seta inserted subapicomedially，and one long，spiniform seta inserted apically on a 

very long process) ; stipes with five long spinform setae，first (anteriormost) ，second， 

and third setae inserted apically on very long，separate processes，{fourth and fifth (pos- 

terliormost)- setae inserted aplcally on medium length，separate processes，。，Labium with 

anterior margin of ligular sclerite extended as a long-tined trident，fringe setae and basal 

setae absent from trident; ligular sclerite with a broad medial carina，terminated 

anteroventrally as a medium-length tubercle at the base of the trident，one pair of setae 

inserted on apex of tubercle; paraglossae separate，lobate; labial palpus with palpomere 

2 relatlively short and palpomere 3 relatively long，ILP= 三 0. 98，palpomere 2 unlisetose 

(Cnear basal end). Mentum with apical tooth moderately bifid; 2 pairs of m2 setae ( 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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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augh 1979) inserted slightly anterior of mental base，lateral pair longer，inserted 

on short but distinct tubercles and slightly anterior of shorter medial pair; m3 setae in- 

setted on short tubercles; epllobes with short but distinct aplical teeth on which m4 setae 

are inserted; gula (submentum) with lateral setae inserted on a pair of medium=-length- 

tubercles and 3 pairs of medial setae inserted on tubercles of graded length (from longest 

laterally to shortest medially) on a transverse carina (Fig. 5)， 

Pronotum (Fig. 10 ) markedly convex，slightly cordate，base slightly narrow， 

IPw/l=138，Ipm/b 王 174; lateral margin markedly arcuate，with a short，moderately 

deep sinuation anterior to basal angle; lateral explanation markedly broad throughout; 

apical angles short，markedly broad,，moderately rounded; basal angles rectangular; lat- 

eral margination absent; anterior margination complete except for medial 25% ，deeply 

impressed，moderately wide; anterlior transverse Impression broad and moderately deep; 

posterior transverse impresslon deep and narrow; basal foveae deep，slightly narrow， 

moderately divergent basally; mildlateral seta present，without a swelling medial to point 

of insertion; basolateral seta absent. 匡 lytra moderately convex，with silhouette subrect- 

angular; basal margination moderately short，moderately concave anteriorly; humerus 

angulate，slightly rounded，humeral carina distinct，sharp，not projected anteriorly， 

humeral tooth absent; striae moderately deep，moderately punctate; interval 3 with five 

Figs. 10 一 15 Pronotum，dorsal as pect， scale line 王 1. 0mm 

(refers to Figs. 10 一 12 and 14 only) 

10: Lezstus ta71QOg71Qthaxs n. SD。 11: Lezstus zjezgae n. SD， 12: Lezistaus gQOLLSO72ge71515 

n. SD. 13: Leistaus pz772Q72zCUS Perrault (redravwn from Perrault，1985a，Fig.8)，14， 

Leistus yU772GQ72US Binninger。 15: Leistus bra7zzcxucciz Farkac (re dravwn from Farkac 

1995，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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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al setae (one near apex) ，setiferous punctures slightly foveate; interval 9 with 10 se- 

tae (umbilicate series)，Hindwing full-sized. 

Intercoxal process of prosternum moderately broadly lanceolate，with margination 

complete， Metasternum slightly short，length posterior to mesocoxa equal to diameter 

of mesocoxa。，Sterna 4 to 6 each with a pair of posterior paramedial Setae; sternum 7 

with two pairs of apical paramedial setae in female. 

Legs longer than average for genus; hindcoxa with one basal seta; front and middle 

tarsi with climbing setae ventrally on tarsomeres ]l to 4 in both Sexes. 

Male _ genitalia unknown. 

Female with basal apodemes of tergum 8 absent or very Short，Hemisternite 8 

with mediumlength setae on medial one-third of aplcal margin，basal apodeme wide， 

moderately emarginate aplically，with lateral arm markedly shorter than medial arm， 

Proctiger (tergum 9) hemispheric，narrowly membranous apically。Valvifer (late rot- 

ergite 9) with basal apodeme moderately broad，Gonacoxa with five or Six Short ventral 

diagonal setae and two short mediodorsal setae. Bursa copulatrix (Fig. 28) with longitu- 

dinal axis (lateral aspect) slightly arched basodorsally; spermathecal chamber slightly 

short，symmetrical ，broadly wedge-shaped，triangular (dorsal aspect) ，slightly extend- 

ed posterodorsally (lateral aspect); insemination duct not sclerotized; spermathecal duct 

]ong，loosely and irregularly convoluted ，distinctly thicker proximally and gradually 

narrowed distally，inserted in apical midline on spermathecal chamber. 

Habitat distribution and life history， 工 he holotype specimen was collected at night 

at the edge of a patch of disturbed mixed hardwood forest with very sparse understory。 

It was found running over dry leaf litter on the forest floor，about 10 meters away from 

the edge of a small forest stream。 No additional specimens of 区 .ta7zaog71Qt 太 US Were 

found in several hoeurs of continued searching in the same area，while more than 80 spec- 

lmens of 二 gaoligozgex52s were encountered in the same habitat during this tim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t present，known only from the type locality in the 

sou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lations with other species，This Species is Sympatric with 了 gaoLz- 

go715ge71515 at Nankang Yakou， 

Taxonomic and faunistic affinites. Based on similarities in adult morphology，this 

Specles appears to be very closely related only to 工 . chna7zzajzoz2z ，which Perrault (1985a， 

1985b) included in his zezalenszs group of subgenus 下 za7zzolezstas Jedlicka，Its faunal af- 

finities are therefore toward the west，with the Leistuws fauna of the Himalayan region of 

India and Nepal. 

2.1.2 Leistrs gaoligomgefsis new species (高 黎贡山 瓷 甲 ， 新 种 ) 

Ge 

Type material， Holotype，a male，deposited in KIZ，labeletd“CHINA，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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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Gaoligong Mountains，Baoshan Prefecture，Baoshan County，Nankang Yak- 

ou，24?49. 9'N 98"46. 0 下 ”/“2130m，4 一 7 November 1998，Stop #98-129B,，D. 也 .Ka- 

vanaugh，C，E，Griswold，C，-L.， Long，R. Li，& S，-X.，He collectors”/“Sino-A- 

merican 下 xpedition，Gaoligong Mountains，Yunnan，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 

ber-November，1998”/“Holotype Leistws gaoligozzgensis Kavanaugh 作 Long” Para- 

types，a total of 130，deposited in 天 IZ and CaAS: 53 males and 35 males，same locality 

and expedition labels as holotype/ Paratype Leistus gaoligozge71515 Kavanaugh 了 & 

Long”， 27 males and 15 females，labeled “CHINA，Yunnan Province，Gaoligong 

Mountains，Baoshan Prefecture，Baoshan County，26 air km 卫 of Tenchong at Luoshui- 

dong，24"56. 9'N 98"45. 4 下 ”/“2300m，26 一 31 October 1998，Stop # 98-127A，D，H. 

Kavanaugh，C，E.Griswold，C，-L.， Long 扩 S，-X， He collectors”/Sino-American 

Expedition，Gaoligong Mountains，Yunnan，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No- 

vember，1998”/“Paratype Leistus gaoligozgel5is Kavanaugh 反 Long” Type locality: 

Nankang Yakou. 

Figs. 16 一 23 ”Pronotum，dorsal aspect 

16: Leistus 0U51725SRyL Dvordk (redrawn from Dvordk，1994，Fig. 7). 17: Leistus azgMLicoLLis 

Fairmaire (redrawnfrom Perrault，1991，Fig.4). 18: Lezstus &Rrali Farkac (redrawn from 

Farkac，1993，Fig. 6). 19: Leistus dexveiamus Farkac (redravwn from Farkac，1995，Fig. 4). 

20: Leistas jazz Farkac (redravmn from Farkac，1995，Fig. 5). 21: Leistus Arxpa7zzz Farkac (re- 

drawn from Farkac，1993 ，labeled as Fig. “3”，but cited as“2”in the caption)，22: Leistts 

Atucerai Farkac (redrawn from Farkac 1995，Fig. 7). 23: Leistus&larae Farkac (redrawn from 

Farkac 1995，Fig. 6) 

。 508 。 



Etymology，This species is named for the Gaoligong Mountains，where both known 

populations of this Species occur. 

Diagnosis， Adults of this specie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of all other known 

ELeistus Species by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 of character states: body black，antenno- 

meres 2 to 12, mandibles，labrum，and tibiae and tarsi pale reddish; elytra with distinct 

greenish-golden metallic reflection; lateral margin of mandible distinctly Sinuate 

(Fig. 3a) ;gular setae inserted on very Short，separate tubercles not or only slightly con- 

nected by low cuticular bridges (gular carina absent); pronotum (Fig. 12) with lateral 

margin evenly arcuate and with a short，deep sinuation anterior to rectangular basal an- 

gle，lateral explanation markedly wide; male median lobe (Fig. 25) with apex long and 

asymmetrically expanded apically，apical orifice without wing sclerites basally. 

CeC2 
Figs. 24 一 27 “Median lobe of aedeagus 

a: Left lateral aspect，b:， Apex，ventral oblique aspect (perpendicular to plane of 

apical ventral surface) ，scale line 王 0. 5mm。 24: Lezstus Lzherzgae n. SD. 25: Leistus 

gaoLzgozge1s1s n. SD。 26 一 27. Pararmeres of aedeagus，lateral aspect; a: 有 Right pa- 

ramere，b:， Left paramere; scale line 王 0. 5mm。26: Lezstus Lizhnemzgae n。SPD。27: 

Leistus gaoligongensls 7. > 轧 . 

Members of this Species are most Similar to those of 二 .pra7zzcwccziz FEarkac，with 

which they share form of the pronotum and general shape of the apex of the m ale medi- 

an lobe，but from which they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greenish-golde nelytral re- 

flection (bronze in 区 .pzra7zcwccz) ，pale reddish antennomeres 2 to 4 (pale brown in 工 . 

p7ra7zcxwcciz) ，pale reddish tibiae (darker in 二 .pzra7zcuccziz) ，and longer apex of the medi- 

an lobe (Shorter in 二 .pra7zcucciz ，see Farkac，1995，Figs. 22 and 23). 

Description. Size medium for the genus; male SBL 王 7. 3 一 8. 3mm and ABL 王 8. 4 一 

9.2 mm，female SBL 王 7.7 一 8.6mm and ABL 王 8.5 一 9.9mm。Body form typical for 

just，but elytra slightly shorter and broader than in most species，males with IE/P 王 

1524 二 1. 32 and 下 1 三 1. .57 一 67，females with 了 下/ 卫 = 三 1.31 一 了 335and7 IE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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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一 1. 59;，relative head width greater in females than in males，Head and antenno- 

mere 1 black，labrum，mandibles，maxillae，palpi，and all antennomeres pale reddish 

(labrum slightly darker in some individuals); pronotum black，with lateral margins 

slightly paler (piceous); elytra black; legs with femora black，tibiae and tarsi pale red- 

dish。Head and pronotum without metallic reflection，elytra with distinct greenish- 

golden metallic reflection。 Head with frons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also faintly 

rugulose laterally，vertex finely punctulate; Pronotum with discal region smooth，apical 

and basal regions coarsely and moderately densely punctate，lateral regions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elytral intervals impunctate; thoracic venter with prosternum anterolat- 

erally， mesepisternum ， meseplmeron， metasternum jlaterally， and metepisternum 

coarsely and moderately densely punctate，other areas Smooth or sparsely and more fine- 

ly punctate; abdominal venter smooth，except sternum 2 and paralateral portions of 

sternum 3 coarsely and moderately densely punctate，Head，Ppronotum and elytra shiny， 

elytra very slightly iridescent，Microsculpture comprised of faintly impressed isodiamet- 

ric sculpticells on head，very faintly (nearly effaced) slightly transverse (less than twice 

as wide as long) sculpticells on pronotum，and moderately impressed markedly trans- 

verse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wide as long，formed into microlines in Some areas ) 

sculpticells on elytra， 

Head shape typical for genus，constriction posterior to eyes short abrupt，narrowed 

at about 750 angle to longitudinal axis. 下 yes large，markedly convex. Antennae slightly 

elongate，extended to apical half of elytron; antennomere 1 (scape) moderately long， 

stralght，slightly narrowed basally; antennomere 2 (pedicel) with three subapical setae， 

one anteroventral and two anterodorsal; antenomere 4 glabrous; antennomere 5 distinct- 

ly longer than antennomere 3，IA 三 144 一 160; flagellar antennomeres (5 一 12) markedly 

elongate and slender， Labrum (Fig. 1) long，apical margin smoothly convex or Slightly 

projected medially，with two pairs of setae，Clypeus with apical margin truncate，IMan- 

dible (Fig. 3) medium length，not distinctly deflected downward apically，markedly ex- 

planate basolaterally，narrowed distalljy，lateral margin with a moderately deep sinua- 

tion。Maxilla with palpiger bisetose (with two long，spiniform seta，one inserted Sub- 

aplcomedially and one inserted apically on a long process); stipes with five long spin- 

form setae，first (anteriormost) ，second，and third setae inserted apically on short or 

moderate ljength，separate processes (one individual examined with first and second se- 

tae on one basally-fused short process) ，{fourth and fifth (posteriormost) setae inserted 

aplcalljy on short，separate processes。Labium with anterior margin of ligular sclerite ex- 

tended as a longr-tined trident，fringe setae and basal setae absent from trident; ligular 

sclerite with a broad medial carina，terminated anteroventrally as a _ medium-length tu- 

bercjle at the base of the trident，one pair of setae inserted on apex of tubercle; paraglos- 

sae Separate，lobate; labial palpus with palpomere 2 relatively short and palpomere 3 

relatively long，ILP= 王 0. 91 一 0.95，palpomere 2 unisetose (near basal end)，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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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pical tooth emarginate or slightly bifid; 2 pairs of m2 setae inserted slightly ante- 

rior of mental base，lateral pair longer than medial pair; m3 setae inserted on Short tu- 

bercjes; epilobes each with a short but distinct apical teeth on which m4 seta is inserted; 

gula (submentum) with lateral setae inserted on a pailr of short tubercles and 2.5 or 3 

pairs of medial setae inserted on very Short tubercles 〈lateral two palrs incompjletely 

jointed by slightly ralised cuticular brlidges，but not forming a carina) (Fig. 8). 

Pronotum (Fig. 12) markedly convex，moderately cordate，base slightly narrow， 

IP w/l=1.46 一 1.56，Ipm/b 和 1.61 一 1.78; lateral margin markedly arcuate，with a 

short，moderately deep sinuation anterior to basal angle; lateral explanation broad 

throughout，center of explanation slightly convex as a ralsed longlitudinal swelling paral- 

lel to lateral margin in anterior half to tworthirds in most individuals; apical angles very 

short，markedly broad，markedly rounded; basal angles rectangular; lateral margination 

faintly present anteriorly only; anterior margination complete or narrowly interrupted 

only at middle，deeply impressed，moderately wide; anterior transverse impression nar- 

IOwW and deep; posterior transverse impression markedly deep and narrow; basal foveae 

deep，medium-width，moderately divergent basally; midlateral seta present，with a 

small swelling medial to point of insertion; basolateral seta absent. 

下 lytra moderately convex，with silhouette Subrectangular; basal margination medi- 

umr-length，slightly or moderately concave anteriorly; humerus angulate，slightly 

rounded，humeral carina distinct，sharp，not projected anteriorly，humeral tooth ab- 

sent; striae medium-depth，moderately punctate; interval 3 with four to Six discal setae 

(one near apex in most individuals) ，setiferous punctures slightly foveate; interval 9 

with Six to nine setae (umbilicate series)， Hindwing full-sized. 

Intercoxal process of prosternum moderately broadly lanceolate，with margination 

compjlete or compjlete except at apex。Metasternum slightly short，length posterior to 

Imesocoxa slightly greater than diameter of mesocoxa，Sterna 4 to 6 each with a pair of 

posterior paramedial setae; sternum 7 with one pair of aplical paramedial setae in males， 

two pairs in females， 

Legs average length for genus; hindcoxa with one basal seta; front and middle tarSsi 

with climbing setae ventrally on tarsomeres 1 to 4 in both sexes， 

Male genltalia with median lobe as in Fig. 25; basal bulb rounded and markedly 

closed basally; dorsobasal piece present as a large，Ssimple sagital fin in dorsal midline; 

mid-shaft medium-width，moderately tapered apically，circular in cross-section; preapi- 

cal shaft narrow，slightly tapered apically in lateral aspect，straight and slightly tapered 

aplcally in ventral aspect，without right or left lateral flanges，ventral curvature evenly 

concave; apex extremely long，apically expanded asymmetrically as in Fig. 25b (oblique 

ventral aspect) ，broadly hooked dorsally (lateral aspect，Fig. 25a) ，plane of apical face 

《aplcal aspect) markedly deflected left，without a ventral longitudinal keel; apical orifice 

slightly deflected right，without wing sclerites basally。、Parameres (Fig. 27) asymme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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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left paramere (Fig. 27b) short，broad，narrowed basally; right paramere (Fig. 27a) 

moderately long，slender. 

Female ， with basal apodemes of tergum 8 absent or very short，Hemisternite 8 

with mediumr-length setae on medial onerthird of apical margin，basal apodeme wide， 

slightly emarginate apically，with lateral arm slightly shorter than medial arm。， 了 Procti- 

ger (tergum 9) hemispheric，narrowly membranous apically，Valvifer (laterotergite 9 ) 

with basal apodeme moderately broad，Gonacoxa with Six to eight medium=-length ven- 

tral diagonal setae and three or four short mediodorsal setae，Bursa copulatrix (Fig. 30) 

with longitudinal axis (lateral aspect) slightly arched basodorsally;， spermathecal cham= 

ber slightly short，Ssymmetrical ，broadly wedge-shaped，triangular (dorsal aspect )， 

slightly extended posterodorsally 〈]lateral aspect); insemination duct not sclerotized ; 

spermathecal duct long，loosely and irregularly convoluted，distinctly thicker proximally 

and gradually narrowed distalljy，deflected slightly right just distal to insertion in apical 

midline on spermathecal chamber. 

Habitat distribution and life history。 Almost all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at night in 

partially disturbed mixed hardwood forest，most on or beside abandoned and overgrown 

dirt roads or trails，where ground covetr was Sparse enough to make the beetles clearly 

visible，Individuals were most abundant in moist areas at the edges of seeps or small for- 

est Streams but were also found in dry leaf litter . Many individuals were found perched 

or running on dead twigs，fallen branches of trees，or bamboo stalks lying on the 

ground，rather than on the ground itself ，and these Sites appear to serve as gathering 

points。，Several copulating pairs of adults were found at such sites at both localities。，No 

individuals were found by beating understory or forest edge vegetation，either during the 

day or at night; and only one individual was found perched on a low understory leaf at 

nlght .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t present，known from only two localities，14 air kilo- 

meters (akm) apart，in the sou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lations with other species， 工 his species ls sympatric with 工 .tc72005= 

11Qt 友 Us at Nankang Yakou and with 二 LzjPezgae (and perhaps also 夺 。p7a7acwcci ，See 

below) at Luoshuidong. 

Taxonomic and faunistic affinities， Based on similarities in adult morphology，this 

Species appears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二 .pya7zcMccziz， 了 0z7712Q721CUS， 卫 .Le7zgaey， 二. 

yza7272Q72U5，and other Species which Perrault (1985a) included in his crassus group of 

subgenus Evanoleistus Jedlicka。， Its faunal affinities appear to be toward both the east 

and west，with the Lezstuws fauna of the region extending from eastern Pakistan ( 革 eiStzs 

Aez7zz 上 arkac)，through the Himalayan region and northeastern Myanmar，and acrOSS 

Yunnan，Sichuan，Guizhou，and Fujian Provinces to Taiwan (Lezstas szeta72z Farkacy) 

and Japan (Lezstus crassus Bates). 

Taxonomic notes， Farkac (1995:， 148) recorded Lezstws pzra7zcxwcczz from the G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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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 Mountains at“25?57'N 98"45"E”， If the cited coordinates are actually in degrees 

and minutes，rather than degrees only (as written) ，then this record is also from Lu- 

oshuidong. In 1995 ，the cited year of collection of the female specimen on which this re- 

cord is based，the main road from Bawan to Tengchong over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passed through Luoshulidong，and the cited elevation {for the record,“2200 一 2500m” is 

also appropriate for this locality。However，if the cited coordinates are，in fact，as writ- 

ten (ie. ，in degrees only) ，then the record for 二 .pxza7zczuccziz is allopatric with respect 

to both 二 gaolzgozgez5sis and 二 Lezzgae，about 30 akm southwest of the southern 

limit of the known range of the former and 45 akm southwest of the type locality of the 

]atter. 

Lezistus pzra7zcwcciz 1s unique among Leizstuws Species presently known from Yunnan in 

that it is the only one recorded from more than one mountain range in the province 〈1i. 

e.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Cangshan) or also from outside the province (ie. ，from 

Guizhou Province) (Farkac ”1995)，A general pattern of extre mely restricted geo- 

graphical ranges of species holds as well for the Lezstus faunas of several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see additional discusslon below). This pattern，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record for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s based on a single female，and Farkac (1995) ap- 

parently did not examine characters of female genitalic Structure，Ssuggests that this re- 

cord may be suspect，The Gaoligong Mountains specimen indeed may be conspecific 

with 寺 . pra7zcawcczz;y but perhaps it is a female of 二 .gaolzgomzgexsis，If the latter，then 

that specimen either does not fit Farkac's description of 寺 . pxra7?zcwccziz or，alternatively， 

it does not fit our description of 二， gaoligomzgezsis，A third possibility is that it repre- 

sents a distinct，undescribed specles，adults of which are active in Spring (clited collec- 

tion date was“8 一 16 v。 19952”)， 

2.1.3 Teistrus 1ijpenrgae new species 〈 李 氏 咨 甲 ， 新 种 ) 

amnqd2609 

TYPE MATERIAL 一 Holotype，a male，deposited in KKIZ，labeled “CHINA， 

Yunnan Province，Gaoligong Mountains，Baoshan Prefecture，Baoshan County，26 air 

km E of Te nchong at Luoshuidong，24?56. 9 N 98"45. 4 下 ”/ “2300 m，26 一 31 October 

1998，Stop #98-127A，D.，H. Kavanaugh，C.，E._ Griswold，C.，-L，Long & S，X 

He collect ors”/Sino-American xpedition，Gaoligong Mountains，Yunnan，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November，1998” 和 Holotype Lezstus Liznezgae 上 avanaugh 

取 Long” Paratypes，a total of 21，deposited in KIZ and CaAS: 15 males and 6 fe- 

males，same label data as holotype/Paratype Leistas Lijemgae Kavanaugh 必 Long?” 

Type locality: Luoshuidong. 

Etymology.， We take great pleasure in naming this Specie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 

Heng，leader of the first Sino-American expedition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Diagnosis， Adults of this species can be distingulshed from those of all other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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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tuws Species by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 of character states: body black ，antennae， 

mandibles，labrum and legs entirely pale reddish; head and pronotum with distinct 

greenish metallic reflection，elytra with brilliant copper or golden metallic reflection; 

lateral margin of mandible distinctly sinuate (Fig. 2a); gular setae inserted separately 

and directly on surface of submentum (gular carina absent); pronotum (Fig. 11) with 

lateral margins without or with only a short and very shallow sinuation anterior to ob- 

tuse basal angle; male median lobe (Fig. 24) with apex long and asymmetrically expand- 

ed apically，apical orifice without wing sclerites basally. 

Members of this species appear to be most similar to those of 克 。 pz7772C72zCUWS Perra- 

ult，with which they share general form of the pronotum and shape of the apex of the 

male median lobe，but from which they can be distingulished by the greenish metallic re- 

flection on the head and pronotum (absent from 厂 .pz77z2Q72zcUS ) ，cOPPer or golden me-= 

tallic reflection of the elytra (〈greenish in 二 .pz77207zcUS) ，antennae and legs entirely 

pale reddish (antennomere 1 and tibiae darker in 寺 ， pz772C7zcwS) ，and basal piece (Sagi- 

tal fn) of male median lobe large (smaller in 了 .pz7724072zCUS; See Perrault，1985a， 

Fig. 9a). 

Description. Size medium for the genus，male SBL 王 7. 2 一 7.7mm and ABL 王 8. 1 一 

8.7mm，female SBL 王 7. 6 一 8. 1mm and ABL 王 8. 4 一 8. 8mm。， Body form typical for ge= 

nus，except head slightly narrower and elytra slightly shorter and wider than in most 

specles，males with IE/P 王 1. 26 一 1.29 and IEL/w 王 1.59 一 1.67，females with 本 /了 三 

1. 33 一 1.38 and IEl/w 三 1.49~1.55; relative head width equal in males and females， 

elytra relatively shorter and wider in females than in males，Head black，labrum，man- 

dibles，maxillae，palpi，and all antennomeres pale reddish; pronotum black，with lateral 

margins slightly paler (reddish brown) ;elytra black; legs with femora，tibiae and tarsi 

pale reddish，Head and pronotum with distinct greenish metallic reflection，elytra with 

brilliant copper-golden metallic reflection。Head with frons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also faintly rugulose laterally，vertex finely punctulate; pronotum with discal region 

smooth，apical and basal regions coarsely and sparsely punctate，lateral regions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elytral intervals Impunctate; thoracic venter with prosternum an- 

terolaterally，Pproepisternum posteriorly，mesepisternum，mesepimeron，and metepis- 

ternum coarsely and sparsely punctate (metasternum with a few coarse punctures at ex- 

treme lateral edge only) ，other areas Smooth or sparsely and more finely punctate; ab- 

dominal venter Smooth ，except sternum 2 and paralateral portions of sternum 3 coarsely 

and moderately densely punctate。， Head，Ppronotum and elytra shiny.。 Microsculpture 

comprised of faintly impressed isodiametric sculpti cells on head，faintly impressed bro- 

ken isodiametric sculpticells on pronotum，and moderately impressed moderately trans- 

verse (about twice as wide as long) sculpticells on elytra. 

Head shape typical for genus，constriction posterior to _ eyes Short，abrupt，nar- 

rowed at about 75 angle to longitudinal axis。 Eyes large，markedly convex. Anten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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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ghtly elongate，extended to apical half of elytron; antennomere 1 (scape) moderately 

long，straight，slightly narrowed basally; antennomere 2 (pedicel) with three subapical 

setae，one anteroventral and two anterodorsal; antenomere 4 glabrous; antennomere 5 

distinctly longer than antennomere 3，IA= 王 1. 44~1.60; flagellar antennomeres (5 一 12) 

markedly elongate and slender，Labrum (Fig. 1) long，aplical margin smoothly convex or 

slightly projected medialljy，with two palrs of setae。Clypeus with apical margin trun- 

cate，Mandible (Fig.2) medium length ，not distinctly deflected downward apically， 

markedly explanate basolaterally，narrowed distally，lateral margin with a moderately 

deep sinuation。Maxilla with palpiger bisetose (with two long，spiniform seta，one in- 

serted Subaplicomedially and one inserted aplcally on a long process) ;stipes with five 

long spinform setae，first (anteriormost) ，second，and third setae inserted apically on 

short or moderate length，separate processes (one individual examined with first and sec 

ond setae on one basally-fused short process)，fourth and fifth (posteriormost) setae in- 

serted apically on Short，separate processes。，Labium with anterior margin of ligular 

sclerite extended as a longtined trident，fringe setae and basal setae absent from trident; 

ligular sclerite with a broad medial carina，terminated anteroventrally as a mediumlength 

tubercle at the base of the trident，one pair of setae inserted on apex of tubercle; para- 

glossae separate，lobate; labial palpus with ILP= 三 0.87 一 0.93，palpomere 2 unisetose 

(Cnear basal end)， Mentum wi th apical tooth emarginate or slightly bifid; 2 pairs of m2 

setae lnserted slightly anterlor of mental base，lateral pair longer than medial pair; m3 

setae lnserted on Short tubercles; epllobes each with a short but distinct apical teeth on 

Which m4 seta is inserted; gula (submentum) with lateral setae lnserted on a pair of 

short tubercles and 2 pairs of medial setae inserted on very Short，separate tubercles (no 

trace of a carina) (Fig. 7). 

Pronotum (Fig. 11) markedly convex，matrkedly cordate，base slightly narrow， 

IJPwy/ 1=1.48 一 1.67，IPm/b 三 1.63 一 1.70; lateral margin markedly arcuate，with a 

short ，very shallow sinuation anterior to basal angle; lateral explanation broad through- 

out，center of explanation slightly convex as a raised longitudinal swelling parallel to 

lateral margin in anterior half in most individuals; apical ang les very short，moderately 

broad，markedly rounded; basal angles slightly or moderately obtuse; lateral margin- 

atlon faintly present anteriorly only; anterior margination complete except for medial 

25%，moderately impressed，moderately wide; anterior transverse impression marrow 

and deep; posterior transverse impression markedly deep and narrow; basal foveae 

slightly shallow，medium-width，moderately divergent basally; milidlateral setaepresent， 

with or without a small swelling medial to point of insertion; basolateral seta absent， 

Elytra moderately convex，with silhouette subrectangular; basal marglination medi- 

um-length，slightly or moderately concave anteriorly; humerus angulate，Sslightly 

rounded，humeral carina distinct，sharp，not projected anterliorly，humeral tooth ab- 

sentj; striae medium-depth，moderately punctate; interval 3 with three to SIx discal se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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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e near apex in most individuals) ，setiferous punctures slightly foveate; interval 9 

with six or seven setae (umbilicate series)。 Hindwing full-sized. 

Intercoxal process of prosternum moderately broadly lanceolate，with margination 

complete or complete except at apex。JMetasternum slightly short，length posterior to 

mesocoxa slightly greater than diameter of mesocoxa。Sterna 4 to 6 each with apair of 

posterior paramedial setae; sternum 7 with one pair of apical paramedial setae in males， 

two pairs in females. 

Legs average length for genus; hindcoxa with one basal setaj; front and middle tarsi 

with climnbing setae ventrally on tarsomeres 1 to 4 in both sexes. 

Male genitalia with median lobe as in Fig. 24; basal bulb rounded and markedly 

closed basally; dorsobasal piece present as a large，Ssimple sagital fin in dorsal midline; 

mid-shaft medium-width，moderately tapered apically，circular in cross-section; Preapi- 

cal shaft narrow，slightly tapered apically in lateral aspect，stralght and slightly tapered 

apically in ventral aspect，without right or left lateral flanges，ventral curvature evenly 

concave; apex extremely long，aplically expanded asymmetrically as in Fig. 24b (oblique 

ventral aspect) ，broadly hooked dorsally (lateral aspect，Fig. 24a) ，plane of apical face 

(apical aspect) markedly deflected left，without a ventral longitudinal keeji apical orifice 

slightly deflected right，without wing sclerites basally.、Parameres (Fig. 26) asymmetri- 

cal; left paramere (Fig. 26b) short，broad，narrowed basally; right paramere (Fig. 26a) 

moderately long，slender. 

Female with basal apodemes of tergum 8 absent or very short; hemisternite 8 with 

medium-length setae on medial onerthird of apical margin，basal apodeme wide，slightiy 

emarginate aplcally，with lateral arm slightly shorter than medial arm; Proctiger (〈ter- 

gum 9) hemispheric，narrowly membranous apically; valvifer (latero tergite 9) with 

basal apodeme moderately broad; gonacoxa with five to seven Short ventral diagonal se- 

tae and two or three short mediodorsal setae，Bursa copulatrix (Fig. 29) with longitudi- 

nal axis (jlateral aspect) slightly arched basodorsally; spermathecal chamber slightly 

short，symmetrical，broadly wedge-shaped，triangular (dorsal aspect) ，slightly extend- 

ed posterodorsally (lateral aspect); insemination duct not sclerotized; spermathecal duct 

long，loosely and irregularly convoluted，distinctly thicker proximally and gradually 

narrowed distally，inserted aplcally slightly right of midline on spermathecal chamber. 

Habitat distribution and life history， Almost all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at night in 

partially disturbed mixed hardwood forest，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as described 

for .gaoligozge11515。 As with that species，many individuals were found perched or 

running on dead twigs，fallen branches of trees，or bamboo stalks lying on the ground， 

and one copulating pair was found at such a site。 No individuals were found by beating 

understory or forest edge vegetation，either during the day or at night; and only one in- 

dividual was dislodged from moss on a tree trunk 1. 5m above the ground. Adults of 二 . 

Lizje7zgae Were found together with 寺 . gaoligozzge71sis adults at the type lo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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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t present，known only from the type locality in the 

sou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lations with other species， This Species is sympatric with 二 gaolz- 

go71ge71515 and perhaps also 夺 . pra7zcxccziz (see above) at Luoshuidong. 

Taxonomic and faunistic affinities.。 Based on similarities in adult morphology，this 

Species appears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Lp7zra7zccczz， 二 .0z7712C721CUS， 了 LSgQOLLgo72ge71- 

Sis， 工 。 yu7171Q7US，and other Species which Perrault (1985a) included in his crassus 

group of subgenus Evanoleistus Jedlicka， Its faunal affinities appear to be as described 

for Leistus gaoligongensls. 

2.2 人 A 下 ey to the Leistrs Species 下 nown or Suspected to Occur 

in Yunnan Province 

Thirteen Species of Lezstxs，including the three described in this report，are known 

to occur In Yunnan。 Lezstus 0z7772G70zCWUS Perrault 〈1985) was described from the Adung 

Valley，Myanmar，which is an upper tributary of the Irrawaddy (Dulong Jiang) :near the 

border with Yunnan，Although not yet recorded from the province，this species may al- 

So occur Yunnan，most likely on the western flank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and，therefore，is included in the key. 

We remind users of this key that character states cited and lllustrations provid ed 

are based on ouUr review of the _ literature and not of representative Specimens (See 

above) ，except for Lezstus yz7271Q72US Bnninger (1925) and the new Species described in 

this report， References，including descriptions and illustrations，that we used for spe- 

cies included in the key were as follows: Lezstus algulzcollis Fairmaire (1886) : Perrault 

(1991) ; 三 .pz77724Q7zCUS Perrault: Perrault (1985 ，original description ) ; Lezstus 02LS272- 

SRyYL Dvorak : Dvorak (1994，original description) and Farkac (1993); Lezstas za7z2cMcczz 

Farkac，Lezstaus dexmeza722Us Farkac，Lezstus 71a77 Farkac，Lezstaus RLarae Farkac，and 

Jeistus RMce7raz Farkac: Farkac (1995，original descriptions); and Lezstaus RraLz FEarkac 

and Lezstus Rba7z Farkac: Farkac (1993 ，original descriptions).， Characters of pronotal 

shape and structure dominate the key because CDthey are useful in distinguishing adults 

of these species and CODpronota have been illustrated for all of the included species.Jllus- 

trations provided here are redrawn from those provided by previous authors (see cita- 

tions with figure captions )， We did not u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n lobe of the ae- 

deagus of males in the key because Gexamination of these Structures requires dissec- 

tion，(@OOmales are still unknown for two of the Species ( 工 .R7ali and 工 .za7zQog72atpPas ) ， 

and G@)all species can be distinguished without reference to internal characters。 We re- 

gard this as only a preliminary，working key，one to be checked and improved through 

future comparisons with specimens of all included species. 

1] Gular setae inserted separately and directly on the gular surface (Fig.7) or on Short isolated 

tubercles (Figs，8,，9) in 世 .， gaolzgomgens js and 二 .yzzz7za72Us adults，tubercles may be united 

by ]ow cuticular swellings OF bridges wwewwreerweyeewewyeerwyreryerreeewrseeeryeeeeeeeeeeyeyewewswess w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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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6 人 

8(7) 

9(7 ) 

Gular setae inserted on a district transVerse carlna (FlgSs， 5 ，6) pp 6 

Pronotum (Figs，11，13) without or with only a short very shallow sinuation of the lateral 

marglin anterlor to the basal angle 人 3 

Pronotum (Figs. 12，14，15) with a deep sinuation of the lateral margin anterior to the basal 

Legs and antennae entirely pale reddish; head and pronotum dorsally with distinct greenish 

metajllic reflection; elytra with brilliant copper or golden metallic reflection 

人 汪 二 全 人 汪汪 什 下 才 全 全 全 二 人 生生 5 生生 瑟 全 于 区 这 Leistus 1ijpengae new species 

Legs with femur (and perhaps also tibia) and antennal scape (antennomere 1) dark (brown); 

head and pronotum dorsally without metallic reflection; elytra with a greenish metallic reflec= 

本 Leistus IraniciS ES 

Pronotum (Fig. 14) with lateral margin narrowly curved and with a long sinuation anterior to 

basal angle，lateral explanation widest at middle (near insertion of mildlateral seta) and dis- 

finetly arrowWed antetiorlandip6sterioily 

本 人 生生 全 全 生生 入 生生 全 和 生生 玫 人 村 de Teistus yuramamaas Banninger 

Pronotum (Figs. 13 and 15) with lateral margin more evenly arcuate and with a shorter and 

more abrupt sinuation anterior to basal angle，lateral explanation wide throughout (or only 

SligRtlynarrowed antericrl 太 1 人 5 

Antenna with antennomeres ]l to 4 dark (piceous) ，antennomeres 5 to 12 paler (brownish); 

elytra with a distinct bronze metajllic reflection; pronotum (Fig. 15) with lateral explamnation 

5 Teistaes 历 arcwcziD 瑟 王 L 

Antennae with antennomere 1 (scape) piceous，antennomeres 2 to 12 pale reddish; elytra with 

a distinct greenish golden metallic reflection; Pronotum (Fig. 13 ) with lateral explanation 

RE Leistus gaoligomzgenasis new species 

Gular carina (Fig. 5) with distinct tubercles，graded from lon gest laterally to shortest medial- 

ly; mandible (Fig. 1) very long，markedly sinuate laterally，and apically recurved ventrally 

浆 用 相 作 机 让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3 村 王 sr Leistus tamaogmathus nevwr Species 

Gular carina (Fig.6) without distinct tubercles of graded length ; mandible〈Figs， 2 一 4) 

shorter，less sinuate laterally and apically not or only slightly recurved ventrally 

Pronotum (Figs. 16，17) markedly narrovwed basally，ratio of greatest pronotal width to 

Width across Pronotal base (IPmy/b) equals 2. 00 or more pp 8 

Pronotum (Figs. 18 一 23) slightly or moderately narrowed basally，IPmy/b less than 2. 00 … 

Pronotum (Fig. 17) with apical width (measured between apices of apical angles) distinctly 

greater than basal width (measured between basal angles) ，lateral margin without a Sinuation 

anterlor to basal angle，apical margin slightly and gradually sinuate medial to apical angles 

SSE Leistus amzgulicollis Fairmaire 

Pronotum (Fig. 16 ) with apical width nearly equal to basal width of base，lateral margi 

slightly but distinctly sinuate anterior to basal angle，apical margin deeply and abruptly sinuate 

medial to apical angles pe Leistus busSinsKyi Dvorak 

Pronotum (Fig. 18) with lateral margin evenly arcuate and with out sinuation anterior to basal 

angle，lateral explanation moderately broad at middle but markedly narrowed anteriorly 

是 6 本 也 证 贡 汪 王 曾 瑟 大 古 盏 下 让 二 5 省 让 大半 站 二 二 大 二 机 生生 二 让 和 和 生 生生 证 守 全 证 人 工 estrS KraEZ Farkac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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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ronotum (Figs. 19 一 23) with lateral margin evenly arcuate or not but with sinuation present 

least so in 二 dexueianaus (Fig. 19) anterior to basal angle，lateral explanation narrow or 

adilvagareewwed aateriory ovvivetnt 和 er 让 全 2 全 senvsvosir， 10 

10(9') “Pronotum (Figs. 19，20) with lateral explanation narrOoW ee 是 

(小 Pronotum (Figs. 21 一 23) with lateral explanation moderately or markedly broad  ………… 12 

11(10) ， Pronotum (Fig. 19) with sinuation of lateral margin very shallow anterior to basal angle，basal 

天 吕 辣 证 Stinctly 0btuse TS OO FSEKSE 

T Pronotum (Fig. 20) with sinuation of lateral margin deep anterior to basal angle，basal angles 

二 ER Eeistus jami Farkac 

12(10') Pronotum (Fig. 21) with sinuation of lateral margin very short，just slightly anterior to basal 

angle，basal angles rectangular，lateral margination present on lateral explanation anterior to 

省 本 全 攻克 鸭 放 和 丰 和 和 让 于 三 ELE 

2 Pronotum (Figs. 22，23) with sinuation of lateral margin long er，more distant from (anterior 

to) basal angle，basal angles rectangular or obtuse，lateral margination absent from lateral ex- 

本 13 

13(12 ) Pronotum (Fig. 22) with sinuation of lateral margin deep，basal angles rectangular，lateral 

explanation VeIYy broad 筷 岂 二 人 工 ezstrS KEcerazi Farkac 

中 Pronotum (Fig. 23) with sinuation of lateral margin shallow，basal angles obtuse，lateral ex- 

planation only moderately broad weweeweeeeeeeeweeeeeeeeoosweoeressseeeeeweeseee 工 ezstrS Karae Farkac 

3.， Discusslon 

All three Species described in this report appear to Tepresent Leistus subgenus 

Evanoleistus Jedlicka (1967) ，as redefined by Perrault (1980，1985a，and 1985b) ，with 

.如 71Qog71Q 友 wS probably related to species in Perrault's (1985a and 1985b) nepalensis 

group and both 二 .gaoligozzge715zs and 二 .LizjPezzgae related to Species in his (Perrault， 

1985a) crassus group。 As noted by both Sciaky (1994) and Farkac (1995) ，subgeneric 

concepts within genus Lezstxs，and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Subgenera. 

Evanoleistus，Neoleistus Erwin (1970) ，and Leistaus SSstr. ，are in need of further 

clarification。A detailed phylogenetic analysis is required to better understand relation- 

ships among these groups， 

Our knowledge of the diversity of 下 za7zzolezstus，as currently interpreted ，has ex- 

panded tremendously in the last decade， Jedlicka included only his new Species，Lezstals 

7ezpalez1sis Jedlicka (1967) ，in his new subgenus。 Subsequently，15 other Species de- 

scribed before 1960 and formerly included in other subgenera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下 wa7ioleistxs，The first of these Species described was Leistaus crassus Bates (1883)， By 

the end of the 1970'S，14 species were known，and 10 more Species were described dur- 

ing the 1980's (Deuve 1985，Perrault 1985，1986)， No less than 44 new Species 

(Dvorak 1994，Farkac 1993，1995，Farkac and Sciaky 1998，Morvan 1991，Perrault 

1990，1994，Sciaky 1994,，1995) ，including the three described here，have been added in 

the 1990'S，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presently included in 下 wa7zzoleistau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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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_ Of these，43 (63% ) are known only from localities in China; and，as suggested by 

Farkac (1995) ，this number is sure to increase as new areas in China are sampled. 

Based on our current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of 瓦 va7zolezstzs 

species in China，the general pattern appears to be one of extremely restricted geograph- 

ical ranges of species，particularly in Yunnan，Sichuan，Gansu，and Qinghai Provinces， 

All species known from this reglion，with the exception of 世 。 pra7zcxccz，are known only 

from single mountain ranges or mountain Systems; and，as suggested above，EFarkac s 

(1995) concept of 工 。 pra7zzcwcciz may have been too inclusive (ze. ，the record of 工 . 

pra7zcxwccziz from Gaoligong Mountain s may be based on a female of 二 .gaolzgomzge71525)， 

Whether this pattern reflects geographical ranges that are really this restricted or merely 

inadequate sam pling remains to be tested. 

A second feature of the pattern apparent to date is that of sympatry among two Or 

more geographically restricted species in the same mountain range or System，although 

these species may occupy different altitudinal ranges on the same mountain/system。， For 

example,， 王 .gaoligozge7151s is Sympatric with 夺 ，zia7zaog7zatjpas and 革 ， Lezgae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Leistus kubani and 工 .R&rali are sympatric in the Habashan， 

northwestern Yunnan (Farkac 1993); 工 . Jazz and 工 ，R&Larae are Sympatric West of 

Zhongdian，northwestern Yunnan (Farkac 1995); Lezstaus perrauliz Sciaky and 世 ezstzs 

cyLzi71d7zcus Sciaky are sympatric at Zhangla，northern Sichuan (Sciaky 1994);， and 

Tezstus AQaecReli Farkac，Lezstaus ScizaRyL Farkac，and Lezstus Zrasez FEarkac and Sciaky 

are Sympatric on Gongga Shan，southwestern Sichuan (Farkac 1995，Farkac and Sciaky 

1998 ). 

Comprehensive faunal surveys of areas previously sampled are jikely to discover ad- 

ditional new species，as well as additional instances of sympatry among 匡 van oleistus 

Species，Areas that remain poorly sampled or never have never sampled ，like northern 

portion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should yield even more new Species when ex- 

plored.， Clearly the basic faunal inventory of Lezstaus in general and 下 za7zolezstas in parti- 

cular for China is far from complete，and future field and laboratory efforts are likely to 

be highly informative。 However，interpret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that are 

recognlzed must await development of a sound hypothesis of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pecies re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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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New Species of Cenus Lerstrs Frolich 

( Coleoptera : Carabidae: Nebriini)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of Yunnan Province，China 

Dead KANWANAIIGI .OORIC CE 
(1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San Francisco，CA 94118，USA) 

(2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IThree new Species of Lezstus Folich ，all from southern parts of the 

Gaoll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China，are diagnosed，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Leistus tazaog7zathas n。Ssp. (type locality 王 Nankang Yakou，24"49.9 N 

98"46.0' 下 ，2130m) ;Leistus gaoligozgensis n。 sp。 (type locality 王 Nankang Yakou， 

24"49.9 N 98"46. 0 下 ，2130m) ;and Leistus Lijhemrgae n。sp. (type locality 三 Luoshui- 

dong，24"56. 9'N 98"45. 4 下 ，2300m)，A preliminary key to the Leistus species known 

to occur In Yunnan Province ls provided.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Carabidae，New Species，Lezstas 172QOg72Q 太 WU5， 

了 .8gQoLzgo71ge11515， 二 LizPe7zgae 

YI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 

徐 正 会 ” 菏 兴 成 陈志强 吴 足 化 
(西南 林学 院 资源 学 院 ”昆明 650224) 

摘 要 研究 了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垂 直 带 蚂蚁 群 

落 及 其 物种 多 样 性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具有 明显 的 规律 性 。 随 海 

拔 升 高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数目 普遍 递减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例 递增 ， 物 种 数目 和 个 体 密 度 递减 。 

随 海拔 升 高 ， 优 势 度 指数 普遍 递增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递减 。 同 时 观察 到 了 一 

些 例外 。 在 北 段 云南 松林 出 现 的 优势 度 指数 偏 高， 优势 种 数目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偏 低 例外 与 植被 为 纯 林 有 关 ， 而 该 处 物种 数目 和 个 体 密度 偏 高 例外 与 边缘 效应 有 关 。 

中 南 段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出 现 的 优势 度 指数 偏 高 ， 优 势 种 数目 、 个 体 密度 和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偏 低 与 植被 片断 化 有 关 。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山 体 上 部 出 现 的 优势 种 所 占 比 例 和 优势 度 指数 仿 
低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偏 高 情况 与 植被 保持 原始 林 状 态 有 关 。 在 保护 区 东 坡 4 

个 地 段 垂 直 带 上 ，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几乎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只 有 中 北 段 东 坡 旱 冬 瓜 林 与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达到 0. 25 一 0. 50， 即 中 等 

相似 水 平 。 

关键 词 蚂蚁 群落 ， 物 种 多 样 性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东 坡 ， 中 国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横断 山区 怒江 和 龙 川江 之 间 ， 人 保山、 腾冲 、 泸 水 

三 市 县 交界 处 ， 北 段 西部 与 缅甸 接壤 ， 地 理 位 置 在 北纬 24"56 一 26"09 和 东经 98"34 一 

98“50 ， 以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著称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海拔 640 一 1100m 分 

布 着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 从 ; 1100 一 1800m 分 布 着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其 中 北部 的 局 部 区 域 

已 经 被 云南 松林 更 蔡 ;， 在 1800 一 2200m， 北 部 分 布 着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南 部 分 布 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其 中 北部 的 局 部 区 域 已 经 被 时 冬瓜 林 更 替 ;， 2200 一 2800m 分 布 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2700 一 2900m 分 布 着 华山 松林 ;2700 一 3100m 分 布 着 云南 铁 杉 

林 和 山顶 苷 克 铸 林 ; 27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竹林 ;31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灌 

从 和 苍山 冷杉 林 。 受 人 为 砍伐 和 放牧 影响 ， 保 护 区 东 坡 海拔 2000m 以 下 植被 已 经 次 

生化 。 

蚂蚁 是 昆虫 纲 〈Insecta) ， 膜 翅 目 〈Hymenoptera) ， 尽 科 〈Formicidae) 昆虫 的 总 

称 ， 是 地 球 上 分 布 最 广泛 ， 数 量 最 多 的 社会 性 昆 由 ， 除 了 地 球 的 两 极 外 陆地 上 几乎 到 处 

都 有 蚂蚁 的 踪迹 。 作 为 陆地 生态 系统 中 的 重要 成 员 ， 蚂 蚁 能 朴 松 土壤 ， 改 善 土壤 理化 性 

质 ， 促 进 有 机 质 分 解 ， 是 食物 链 中 的 重要 环节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丰富 的 动 植物 资 

源 ， 早 为 世人 所 瞩目 ， 并 为 中 外 学 者 所 关注 。 但 在 众多 有 关 高 黎贡山 的 研究 报道 中 ， 还 

没有 涉及 蚂蚁 的 研究 ， 即 使 1995 年 出 版 的 关于 高 黎贡山 的 专著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 

x 本 文 2001 年 发 表 于 《林业 科学 研究 》，14(2):， 115 一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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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区 》 一 书 中 也 没有 记载 蚁 科 昆 虫 的 种 类 。 所 以 有 关 高 黎贡山 蚂蚁 群落 和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研究 尚 属 空白 ， 是 迫切 需要 开展 研究 的 一 个 领域 。 

本 文 报道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的 结构 和 特征 ， 以 揭示 高 黎 贡 
山 垂 直 带 蚂蚁 物种 多 样 性 规律 。 

1 研究 方法 与 样 地 概况 

1.1 取样 与 调查 方法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的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4 个 垂直 带 上 ， 采 用 样 

地 调查 法 ， 沿 山体 往 上 海拔 每 上 升 500m 做 一 次 调查 。 在 确定 的 海拔 高 度 上 选 定 具有 代 

表 性 植被 的 样 地 ， 沿 山坡 由 下 向 上 或 水 平 线 每 隔 8m 取 1 个 样 方 ， 共 5 个 样 方 ， 样 方 大 

小 为 1ImXlm。 在 地 面 划 定 样 方 范围 后 ， 先 以 小 刮刀 仔细 检查 地 表层 蚂蚁 个 体 和 蚁 梨 、 

采集 标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地 表层 检查 完毕 后 ， 用 小 手 匀 挖 掘 土壤 层 ， 深 度 20cm， 

检查 蚁 策 及 个 体 、 采 取样 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最 后 用 2mx2m 的 白色 幕布 平 置 于 样 

地 之 上 ， 振 动 样 方 上 方 的 灌木 及 小 乔木 ， 检 查 并 采集 幕布 上 的 蚂蚁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由 于 设备 及 条 件 的 限制 ， 暂 无 法 对 高 大 乔木 进行 调查 ) 。 将 采集 的 标本 用 75 狼 乙醇 溶 

液 保存 于 玻璃 容器 内 ， 书 写 标签 ， 带 回 实验 室 进 行 鉴定 分 析 。 其 中 北 段 1000m、 
1500m、2000m， 中 北 段 1000m， 中 南 段 1000m， 南 段 1000m、1500m、2000m 调查 时 

间 为 1998 年 8 月 ; 北 段 2500m、3000m、3200m， 南 段 2450m 调查 时 间 为 1999 年 4 

月 ;中 北 段 1500m、2000m、2500m、2800m， 中 南 段 1500m、2000m、2500m 调查 时 

间 为 2000 年 3 月 。 

1.2 标本 的 制作 与 鉴定 

用 4 号 昆虫 针 固定 1 一 4 枚 3mmX12mm 的 三 角 纸 ， 用 胶水 将 蚂蚁 的 中 、 后 足 基 节 

间 的 胸部 腹面 粘着 于 三 角 纸 顶端 。 采 用 形态 分 类 学 方法 将 标本 逐一 分 类 鉴定 ， 尽 可 能 鉴 
定 到 种 。 

1.3 几 个 主要 的 群落 指标 

1.3.1 优势 种 的 确定 

各 样 地 中 的 蚂蚁 优势 种 依据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确 定 : 过 10 加 为 优势 种 ， 用 A 表示 
1% 一 10%% 为 常见 种 ， 用 也 表示 ;， 到 1% 为 稀有 种 ， 用 CC 表示 。 

1.3.2 优势 度 指数 

根据 Simpson 优势 度 公式 计算 优势 度 指数 ， 即 
人 

趟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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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根据 Shannon-Wiener 多 样 性 公式 计算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 即 
性 > NO 

趟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1.3.4 均匀 度 指 数 

根据 Pielou 均匀 度 公 式 计 算 均 匀 度 指数 ， 即 
下 和 愉 霹 SS 

式 中 : 互 是 Shannon-Wiener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SS 是 物种 数目 。 

1.3.5 和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公式 计算 相似 性 系数 ， 即 
0E 泊 AZXE EEC 二 IO 

式 中 :，c 为 两 个 群落 的 共同 物种 数 ;a 和 2 分 别 为 群落 A 和 群落 也 的 物种 数 。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系数 原理 ， 当 9 为 0.00 一 0.25 时 ， 为 极 不 相似 ; 当 9 为 

0. 25 一 0. 50 时 ， 为 中 等 不 相似 ; 当 g 为 0.50 一 0.75 时 ， 为 中 等 相似 ; 当 q 为 0.75 一 

1. 00 时 为 极 相似 。 

1.4 样 地 概况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的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4 个 垂直 带 上 合计 调查 

样 地 19 块 ， 其 自然 状况 分 述 于 表 1 之 中 。 

表 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蚂蚁 群落 调查 样 地 状况 表 

样 地 ”地 点 海拔 坡 向 ”坡度 ”土壤 植被 类 型 部 ”了 生 

编号 /m 类 型 闭 木 本 被 被 

席 | 证 兰 国庆 谨 斧 ie 物 

三 汶 本 | 

7/ 为， /1 欢 本 “上 

JI 

1 泸 水 县 泸 水 3200 SS 15” 暗 棕 壤 寒 温 性 竹林 十 灌 丛 ( 原 始 林 ) 0.70 9%9 ?20 100 3~4 

2 泸 水 县 泸 水 3000 S 40” 暗 棕 壤 寒 温 性 灌 丛 (原始 林 ) 0R95” 95 5 70 3 之 5 

3 泸 水 县 泸 水 2500 SS 40" 黄 棕 壤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原始 林 ) 0.90 5 50 08 20 

4 泸 水 县 泸 水 2000 SE 40” 黄 红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林 ) 0 30， 症 257 85 网 二 5 

5 泸 水 县 泸 水 1500 下 40"” 红壤 云南 松林 (次 生 林 ) 0.30 8 60 95 4~6 

6 泸 水 县 泸 水 1000 SE 40” 褐 红壤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0.15 14 80 3 1 一 2 

7 泸 水 县 上 江 2800 忆 20” 棕 壤 “ 寒 温 性 竹林 (原始 林 ) 0.40 90 5 100 ”5 一 8 

8 泸 水 县 上 江 2500 SE 3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原始 林 ) 0.80 10 5 95 ”3~5 

9 泸 水 县 上 江 2000 SE 35” 棕 红 壤 早 冬 瓜 林 ( 次 生 林 ) 05205 0 OOTUES5O OO 

10 泸 水 县 上 江 1500 SW 40”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70 40 35 90 ”4 一 5 



样 地 ”地 点 海拔 坡 向 坡度 ”土壤 植被 类 型 郁 灌 草 地 地 

编号 /m 类 型 闭 ,7 木 二 ,本 1 站 全 让 

度 盖 盖 物 物 

度 度 盖 厚 

0  : 

/% /em 

1]1 泸 水 县 上 江 1000 SE 35 褐 红壤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0 

12 保山 市 芝 宽 2500 下 4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原始 林 ) 0 

13 保山 市 芒 宽 2000 SE 40” 棕 红 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原 始 林 ) 0 

14 保山 市 芒 宽 1525 NE 20” 红 坏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林 ) 0 

15 保山 市 芳 宽 1000 S 32 褐 红壤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0.45 95 95 3 1 

16 保山 市 坝 湾 2450 了 双  20” 黄 棕 壤 竹 乔 混交 林 ( 原 始 林 ) 0 

17 保山 市 坝 湾 2000 SS 40” 黄 红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林 ) 0 

18 保山 市 坝 湾 1500 SE 30?” 红壤 云南 松林 (次 生 林 ) 0 

19 保山 市 坝 湾 1000 SE 38" 褐 红壤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0 

2 结果 与 分 析 

2.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东 坡 ( 泸 水 县 泸 水 )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2.1.1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在 保护 区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共 调查 6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 守 温 性 竹林 十 灌 丛 

(3200m) 、 四 寒 温 性 灌 丛 〈3000m) 、 久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m) 、 四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m) 、@@ 云 南 松 林 〈1500m) 、@@ 河 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1000m) 。 经 调查 发 现 
蚂蚁 31 属 62 种 ， 分 隶 于 6 个 亚 科 : 猛 蚁 亚 科 (Ponerinae)、 盲 蚁 亚 科 〈Aenictinae)、 

伪 切 叶 凡 亚 科 (Pseudomyrmecinae)、 切 叶 凡 亚 科 (Myrmicinae)、 臭 蚁 亚 科 〈Doli- 

choderinae) 、 蚁 亚 科 〈EFormicinae) 。 这 6 种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见 表 2。 

表 2，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海拔 /m 优势 种 百分比 /2% 

3000 罕 结 蚁 sp. 1 Stemrazz7zzQ sp. 1 88. 372 

红 蚁 sp.4 Myrmzica sp. 4 11.628 

2500 红 蚁 sp. 1 Myrmica sp. 1 100. 000 

2000 拟 毛 蚁 sp.2 ”Psevdalasius sp，2 33. 333 

比 罗 举 腹 蚁 Cremzatogaster piroi Mayr 25. 556 

细 纹 小 家 蚁 Mozrzozzorizzz gracizlizazz7z Smith 19. 240 

黄 足 厚 结 独 蚁 Pachaycorzdyia uteizpes (Mayr) 16. 140 

1500 比 罗 举 腹 蚁 Cremmatogaster piroi Mayr 7 芭 T7B 

1000 黑头 酸 奥 蚁 Tazpimzozzaa 7aelazocezbjhalzxz7z (Fabricius) 26. 682 

卡 泼 林 大 头 蚁 Pheiadoie cazpellzzz Emery 20. 982 

迈 氏 小 家 蚁 Mozozorizzz ?zay7i Forel 18. 015 

邵 氏 立 毛 蚁 Pazratrechzza saxteri Forel 13..988 

526 



由 表 2 可 知 ，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随 着 海拔 升 高，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数目 大 体 呈 现 减 少 
趋势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 例 逐 渐 升 高 。 山 体 下 部 1000m 处 与 山体 中 部 2000m 处 优势 种 数目 

均 为 4 种 ， 但 2000m 处 优势 种 所 占 比例 较 高 。 山 体 中 下 部 1500m 处 和 山体 中 上 部 
2500m 处 均 为 单 优 势 种 群落 ， 但 2500m 处 优势 种 比例 较 高 。1500m 处 表现 为 单 优 群 落 ， 

与 该 处 植被 为 云南 松 纯 林 有 关 。 

2.1.2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分 析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6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物种 数目 、 个 体 总 数 、 密 度 、 
优势 度 指 数 、 多 样 性 指数 、 均 匀 度 指数 见 表 3。 

表 3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的 几 项 主要 指标 

海 个 体 总 密度 优势 度 多样 性 ”均匀 度 

耻 /m 人 数 C(N) (CD) 指数 (C) “指数 (HE) ”指数 (五 ) 

四 寒 温 性 竹林 十 灌 丛 3200 0 0 0.0 一 一 一 

@ 寒 温 性 灌 丛 3000 2 43 8.6 0.7810 “0.3595 0.5186 

图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 1 46 9. 2 1.0000 ”0.0000 一 

田 半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 14 1710 342:0 “0.2402 1.5960 0.6048 

@@ 云 南 松林 1500 41 9617 923 055175 SS29 053580 

@@ 河 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1000 20 2831 566. 2 0.1854 1.9246 ”0.6424 

由 表 3 看 出 ，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特点 : 中 物种 数目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但 在 山体 中 上 部 2500m 和 山体 中 下 部 1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山 体 下 部 1000m 处 出 现 例外 ;加 优势 度 指数 随 着 海拔 升 高 呈现 增加 
趋势 ， 但 在 2500m 和 1500m 处 出 现 例外 ;四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随 海拔 升 高 
呈现 降低 趋势 ， 但 在 2500m 和 1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山 体 中 上 部 2500m 处 出 现 物种 数 
目 、 优 势 度 指数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的 例外 可 能 与 调查 误差 有 关 。1500m 

处 物种 数 出 现 增高 的 例外 与 边缘 效应 和 环境 状况 有 关 ， 一 方面 山体 下 部 1000m 处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因 长 期 受到 人 为 破坏 ， 植 被 结构 十 分 简单 ， 致 使 生活 于 其 中 的 某 些 物种 向 
1500m 处 的 云南 松林 转移 ， 另 一 方面 1500m 处 的 云南 松林 虽 为 纯 林 ， 但 具有 良好 的 结 

构 ， 林 下 草本 丰富 ， 加 之 此 处 怒江 峡谷 狭 窗 ， 有 利于 热量 的 聚集 ， 从 而 为 多 数 蚂蚁 物种 

提供 了 栖息 条 件 。 而 .1500m 处 出 现 的 优势 度 增高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降 低 的 例外 又 与 该 
处 为 云南 松 纯 林 、 优 势 种 过 分 突出 有 关 。 

2.1.3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相似 性 分 析 

北 段 东 坡 垂 直 带 上 6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4。 

由 表 4 可知 ， 在 山体 中 部 2000m 及 其 以 下 的 3 种 植被 类 型 之 间 蚂 蚁 群落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为 0. 00 一 0. 25 ，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而 且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2000m 以 上 的 植 

被 类 型 之 间 蚂 蚁 群落 没有 任何 相似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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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9 值 ) 

植被 类 型 寒 温 性 中 山 湿 性 半 湿 润 云南 

灌 从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松林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0. 000 

云南 松林 0. 000 0. 000 0. 078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0. 000 0. 000 0. 143 0. 245 

2.2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中 北 段 东 坡 ( 泸 水 县 上 江 ) 垂直 市 蚂蚁 群落 研究 

2.2.1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在 保护 区 中 北 段 东 坡 共 调 查 了 5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四 寒 温 性 竹林 〈2800my)、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益 叶 林 (2500m)、 四 旱 冬瓜 林 (2000m)、 四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1500m) 、@ 河 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1000m) 。 经 调查 发 现 蚂蚁 23 属 32 种 ， 隶 属于 4 个 亚 

科 : 猛 蚁 亚 科 (Ponerinae) 、 切 时 蚁 亚 科 (Myrmicinae)、 臭 蚁 亚 科 (Dolichoderinae) 、 

蚁 亚 科 〈Formicinae)。5 种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见 表 5。 

表 5 高 黎贡山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海拔 /m 优势 种 百分比 /2% 

2500 平 结 蚁 sp. 2 ”Prerolezis sp. 2 50. 000 

丽 塔 红 蚁 Myrmzzca ritae Emery 50. 000 

2000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zwatsomi Forel 95. 313 

1500 亮 红 大 头 蚁 Pheizdole eruida Smith 86. 548 

1000 黑头 酸 臭 蚁 Tazpzzomza maelozzocezpjhalxz7z (Fabricius) 67.057 

从 表 5 看 出 ，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山体 中 部 、 中 下 部 、 下 部 均 为 单 优势 种 群落 ， 而 
且 优势 种 所 占 比例 随 海拔 升 高 逐渐 增加 。 只 有 山体 中 上 部 2500m 处 为 双 优 势 种 群落 ， 
这 与 该 处 植被 为 原始 林 有 关 ，2000m 及 其 以 下 均 为 次 生 林 。 

2.2.2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分 析 

中 北 段 东 坡 5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物种 数目 、 个 体 总 数 、 密 度 、 优 势 度 
指数 、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见 表 6。 

由 表 6 可 知 ，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呈现 明显 的 规律 性 : 中 物种 数目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 优 势 度 指数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增加 ， 

但 在 2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四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但 在 
2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山 体 中 上 部 2500m 处 出 现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的 例外 与 该 处 

植被 为 原始 林 有 关 〈2000m 及 其 以 下 均 为 次 生 林 )， 原 始 林 的 蚂蚁 群落 保持 着 较 高 的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 较 低 的 优势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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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的 几 项 主要 指标 

个 体 总 和 IE 植被 类 型 海拔 物种 数 修 体 总 密度 优势 度 多样 匀 度 

/m (S) 数 CN) (CD) 指数 (C) ”指数 ( 瑟 ) ”指数 (已 ) 

寒 温 性 竹林 2800 0 0 0.0 一 二 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 2 2 0.4 0.5000 0.6932 1.0000 

旱 冬 瓜 林 2000 3 320 64.0 6902 0.20072 827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1500 8 394 78.8 0.7538 “0.5954 0.2864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1000 25 5722 TONG ET 0207 

2.2.3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相似 性 分 析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5 种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7。 

表 7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9 值 ) 

中 山 湿 性 旱 冬 瓜 林 季风 常 

和 村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绿 阔 叶 林 

旱 冬 瓜 林 0. 000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035 矶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0. 000 0. 120 0. 100 

由 表 7 可 知 ， 中 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5 种 植被 类 型 之 间 ， 除 了 海拔 1500m 的 季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与 海拔 2000m 的 旱 冬 瓜 林 的 相似 性 系数 处 于 0. 25 一 0. 50 为 中 等 不 相似 外 ， 其 余 
各 植被 类 型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为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其 中 山体 中 上 部 和 
上 部 的 两 种 植被 类 型 之 间 及 其 与 其 他 植被 类 型 之 间 没 有 任何 相似 性 。 

2.3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中 南 段 东 坡 (保山 市 芳 宽 )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2.3.1 中 南 段 东 坡 重 直 带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在 保护 区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共 调 查 了 4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四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m) 、@) 半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m) 、@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1525m) 、@ 河 
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1000m) 。 经 调查 发 现 蚂蚁 27 属 47 种 ， 分 隶 于 6 个 亚 科 : 猛 蚁 亚 科 、 

行 征 蚁 亚 科 、 伪 切 叶 蚁 亚 科 、 切 叶 蚁 亚 科 、 臭 蚁 亚 科 、 蚊 亚 科 。4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见 表 8。 

从 表 8 看 出 ，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数目 随 着 海拔 升 高 而 减少 ， 而 

优势 种 所 占 比例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增加 ， 但 在 1525m 处 出 现 例外 。 经 分 析 1525m 处 的 例外 

与 该 处 植被 片断 化 有 关 ， 样 地 所 处 位 置 上 下 均 已 开垦 为 耕地 ， 其 植被 经 常 受到 放牧 等 人 
为 活动 影响 ， 因 而 表现 为 单 优势 种 群落 。 



表 8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海拔 /m 优势 种 百分比 /%% 

2500 丽 塔 红 蚁 Myrmzica ritaee Emery 100. 000 

2000 维 希 努 行 军 蚁 Dorylus wzsjnzzzxi Wheeler 49. 655 

尼 特 纳 大 头 蚁 Pheidoie mietreri Emery 36. 552 

1525 亮 红 大 头 蚁 Pheidole feruida Smith 77. 481 

1000 卡 泼 林 大 头 蚁 Pheidole cazbpelLzzi Emery 41. 472 

迈 氏 小 家 蚁 Momrzomoriuzz mizayri Forel 28. 822 

污 黄 拟 毛 蚁 Pseudolasius cipdelus Wu et Wang 13. 447 

2. 3.2 ”中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分 析 

中 南 段 东 坡 4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物种 数目 、 个 体 总 数 、 密 度 、 优 势 度 

指数 、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见 表 9。 

表 9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的 几 项 主要 指标 

个 和 所 植被 类 型 海拔 物种 数 个 体 总 密度 优势 度 多样 性 ”均匀 度 

/m (S) 数 CN) (CD) ”指数 (C) 指数 (万 ) 指数 〈 五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 1 10 2.0 1.0000 ”0.0000 一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 多 290 58.0 0.3887 1.1350 0.5833 

季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1525 13 262 52.4 0.-6126 一 一 0F79422 一 053675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1000 31 13802 2760.4 052799 5978 国 LOs4655 

由 表 9 可 知 ，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特点 : 中 物种 数目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但 在 海拔 1525m 处 出 现 例外 ; 饲 优 势 度 
指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增加 ， 在 1525m 处 出 现 例外 ; @ 由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在 海拔 1525m 处 出 现 例外 ; @@ 均 匀 度 指数 缺乏 规律 性 ， 以 山体 中 部 2000m 处 近 原 始 林 
的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均匀 度 最 高 。1525m 处 出 现 个 体 总 数 、 密 度 、 优 势 度 指数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等 的 例外 ， 与 该 处 植被 片断 化 有 关 。 

2. 3.3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相似 性 分 析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4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10。 

表 10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9 值 ) 

中 山 湿 性 半 湿 润 常 绿 季风 和 常 绿 

SN、 常 绿 阔 叶 林 阔 叶 林 阔 叶 林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OSI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0. 000 0. 086 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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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10 可 知 ， 中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4 种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2.4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南 段 东 坡 (保山 市 坝 湾 ) 垂直 融 蚂 蚁 群落 研究 

2.4.1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在 保护 区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共 调 查 了 4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四 人 竹 乔 混交 林 
(2450m) 、@@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m) 、@ 云 南 松林 〈1500m) 、 四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1000m) 。 经 调查 发 现 蚂蚁 35 属 77 种 ， 分 隶 于 6 个 亚 科 : 猛 蚁 亚 科 、 行 军 蚁 亚 

科 、 伪 切 叶 蚁 亚 科 、 切 叶 蚁 亚 科 、 臭 蚁 亚 科 、 蚁 亚 科 。4 种 不 同 海 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见 表 11。 

表 1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海拔 /mm 优势 种 百分比 /2 

2450 维 希 努 行 军 蚁 Dorylus wishzxz Wheeler 89. 573 

2000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ina 如 yLori Forel 59. 387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uatsomiz Forel 265385 

1500 比 罗 举 腹 蚁 Cremzatogaster piroi Mayr 43. 719 

普通 拟 毛 蚁 Psexdolasius amiliaris (Smith) 17. 012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uatsomi Forel So56 

拟 毛 蚁 Sp。 1 Pserudolasius sp 1 8X7 

1000 来 氏 大 头 蚁 Pheiadoe lighii Wheeler 30.572 

小 眼 穴 臭 蚁 Bozjriomyrmmez mayops Forel 10. 875 

黑头 酸 臭 蚁 Tapizomaa 7aelazzocezbjhalzzj2 (Fabricius) 10. 859 

从 表 11 看 出 ，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数目 随 海拔 升 高 大 体 呈 现 递减 趋 
势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 例 随 海拔 升 高 呈现 逐渐 递增 趋势 。 但 在 1500m 处 出 现 优势 种 最 多 的 
例外 ， 可 能 与 该 处 云南 松林 中 混交 有 较 多 的 阔叶树 种 有 关 。 

2.4.2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分 析 

南 段 东 坡 4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物种 数目 、 个 体 总 数 、 密 度 、 优 势 度 指 
数 、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见 表 12。 

由 表 12 可 知 ，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具有 明显 的 规律 性 : 中 物种 数目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但 在 1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 优 势 度 
指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增加 ;，@ 田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山 体 中 下 部 
1500m 处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出 现 的 偏 高 例外 ， 与 该 处 云南 松林 中 混交 有 较 多 阔叶树 种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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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的 几 项 主要 指标 

海拔 种 数 个体 总 和 优势 度 多样 性 乞 秆 被 类 型 海 物 个体 密度 样 均匀 度 

/m (S) 数 C(N) (D) 指数 (C) “指数 (五 ) ”指数 (五 ) 

人 竹 乔 混交 林 2450 6 796 159.2 ”0.8069 ”0.4398 ”0.2454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 16 1012 交 和 本寺- 人 位 6lhi TS 

云南 松林 1500 31 9211 1842.2 ”0.2537. TO 3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 从 1000 40 5940 1T88. 0 07T31 休 25027502 

2.4.3 南 段 东 坡 垂 直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分 析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4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13。 

表 13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d 值 ) 

植被 类 型 竹 乔 混交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云南 松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0. 048 

云南 松林 0. 000 0. 119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0. 000 0. 077 0. 164 

由 表 13 看 出 ， 南 段 东 坡 垂直 带 上 4 种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而 且 随 海拔 升 高 相 邻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递减 。 

3 主要 绪论 与 讨论 

3.1 主要 结论 

高 黎贡山 是 横断 山区 主要 山脉 之 一 ， 因 垂直 高 差 显 著 ， 生 物 气候 垂直 带 明 显 。 在 东 
坡 坡 面 上 ， 从 山 入 至 山顶 依次 形成 了 南亚 热带 、 中 亚热带 、 北 亚热带 、 暖 温带 、 中 温 
带 、 寒 温带 6 个 气候 带 。 与 植物 的 垂直 分 布 类 似 ， 蚂 蚁 群落 也 表现 出 明显 的 垂直 地 带 性 
规律 。 在 保护 区 东 坡 4 个 地 段 垂 直 带 上 呈现 出 随 海拔 升 高 ，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数目 降低 ， 
优势 种 所 占 比 例 逐 渐 递 增 ， 物 种 数目 递减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降低 ， 优 势 度 指数 递增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降低 ， 均 匀 度 指数 降低 的 规律 性 。 但 是 由 于 海拔 2000m 以 下 植被 已 经 普 
届 次 生化 ， 一 些 地 段 次 生 林 片 断 化 或 进一步 演 蔡 为 次 生 纯 林 ， 从 而 出 现 了 非 规律 性 的 
例外 。 

3.2 蚂蚁 群落 指标 非 规律 性 原因 分 析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表现 出 的 非 规律 性 基本 是 由 于 人 

类 干扰 导致 的 。 人 类 对 植被 的 破坏 导致 栖息 地 的 改变 ， 栖 息 地 改变 促使 蚂蚁 群落 结构 发 

生 重 要 变化 。 具 体 表 现在 两 个 方面 ， 首 先 表 现 为 海拔 2000m 以 上 地 段 原始 林 与 2000m 
以 下 地 段 次 生 林 之 间 的 差异 ， 比 如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海拔 2500m 及 其 以 上 地 段 出 现 优势 种 

所 占 比例 降低 ， 中 北 段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优 势 度 偏 低 、 物 种 多 样 性 偏 高 ， 中 北 段 中 山 
iDS2 :2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中 南 段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均匀 度 指数 偏 高 等 情况 ， 均 与 植被 为 原始 林 
有 关 。 其 次 表现 为 植被 一 般 次 生化 与 深度 次 生化 之 间 的 差异 ， 在 东 坡 海拔 2000m 以 下 
地 段 植被 通常 为 一 般 次 生化 〈 次 生 混 交 林 )， 但 在 一 些 局 部 地 段 表 现 为 深度 次 生化 “〈 片 
断 化 次 生 混交 林 或 次 生 纯 林 )， 深 度 次 生化 导致 蚂蚁 群落 发 生 更 深 程度 的 改变 。 例 如 ， 
北 段 云 南 松 纯 林 和 中 南 段 片断 化 季风 和 常 绿 益 叶 林 出 现 优势 种 数目 显著 减少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例 显著 增 大 例外 ， 北 段 云南 松林 优势 度 偏 高 、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偶 低 例 
外 ， 中 南 段 片断 化 季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出 现 的 个 体 总 数 与 密度 偏 低 、 优 势 度 偏 高 、 物 种 多 样 

性 偏 低 例外 ， 均 与 植被 的 深度 次 生化 有 关 。 

3.3 边缘 效应 现象 

北 段 云南 松林 出 现 的 物种 数目 偏 高 例外 与 边缘 效应 和 地 形 因素 造成 的 热量 聚集 效应 
有 关 。 北 段 和 南 段 云南 松林 出 现 的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偏 高 例外 也 与 边缘 效应 有 关 。 

3.4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的 规律 性 

在 保护 区 东 坡 4 个 地 段 垂 直 带 上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几乎 均 在 0.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只 有 中 北 段 东 坡 旱 冬 瓜 林 与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达到 0. 25 一 0. 50， 即 中 等 相似 水 平 。 可 见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差 异 十 分 显著 。 

3.5 对 保护 区 管理 的 建议 

通过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的 研究 ， 我 们 认为 该 保护 区 的 蚂蚁 
群落 与 其 他 动 植物 群落 一 样 ， 具 有 显著 的 垂直 地 带 性 特点 。 垂 直 带 上 不 同 海拔 地 段 的 物 
种 之 间 差异 显著 ， 因 而 对 保护 区 垂直 带 上 的 生物 群落 实施 全 面 保护 显得 十 分 必要 。 但 是 
目前 保护 区 东 坡 海拔 2000m 以 下 的 植被 已 经 普遍 受到 破坏 ， 而 且 居 住 于 山体 中 部 的 居 
民 因 经 济 收入 和 是 常生 活 没 有 保障 ，2000m 以 上 保护 区 内 的 森林 还 在 不 断 受 到 蚕食 ， 

从 而 对 栖息 于 山体 中 下 部 的 生物 群落 构成 严重 威胁 ， 一 些 物 种 已 经 灭绝 。 如 何 协调 乡村 
发 展 与 自然 保护 之 间 的 突出 矛盾 ， 结 合 国家 退耕 还 林政 策 的 实施 逐步 恢复 保护 区 山体 中 
下 部 植被 ， 已 经 成 为 保护 区 管理 工作 的 核心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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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nt Communities of the 

Vertical Band on East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XU Zheng-hui JIANG Xing-cheng CHEN Zhi-qiang WU Ding-min 

(Faculty of Resources，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650224，Yunnan，Chinay) 

Abstract Ant communities and their species diversity of the vertical band on east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are studied at the north，north-mld- 

dle，middle-south and south sections， The ant communities of the vertical band have ob- 

vious regularity on east Slope of the nature reserve，Along with the aljtitude increasing， 

number of dominant species of ant communities commonly decreases，but percentage of 

dominant Species increases，Number of Species and individual density decrease while alti- 

tude increasing. Along with altitude increasing，Ppredominant index generally increases， 

but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decrease，Some exceptions are also ob- 

served at the same time。The exceptional high predominant index and extraordinary ]ow 

dominant Species number，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found in the 已?7zx5 

yza7171Q71e71515 forest at north section are related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vegetation being a 

pure forest，however the extremely high species number and individual density of the 

forest are due to the marginal effect，T 工 he exceptional high predominant index and Spe- 

cially low dominant species number，individual density and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in the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at middle-south section are caused by fragmenta- 

tion of the vegetation。JIn contrast，the comparatively lower percentage of dominant Spe- 

cles and predominant index，and the relatively higher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 

ness lindex l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mountain at middle-north and middle-south sec- 

tions are related to the vegetation keeping a virgin forest state，Similarity coefficients 

between ant communities of the vertical band at all the 4 sections on east slope of the na- 

ture reserve are almost all in the range of 0. 00 一 0. 25 which representing an extremely 

dissimilar ljevel]，Only the similarity coefficient between ant communities of the Amzzxs 

7ez 思 ale11515 forest and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reaches the range of 0. 25 一 

0. 50 whlich being a moderate dissimilar level. 

Key words Ant community，Species diversity，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下 e- 

serve，East slope，China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水 平市 蚂蚁 群落 研究 ” 

徐 正 会 “ 吴 定 敏 ”陈志强 蒋 兴 成 
(西南 林学 院 资 源 学 院 ”昆明 650224) 

摘 要 除 中 南 段 2500m 等 高 线 外 ， 东 坡 各 水 平 带 的 不 同位 置 均 有 特有 种 。 在 

1000m、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 从 北 到 南 特 有 种 数目 依次 递增 ， 但 北 段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出 现 特 有 种 增高 例外 。 在 东 坡 不 同 海拔 等 高 线 上 ， 大 多 数 物种 只 在 1 个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 北 段 与 南 段 的 优势 种 通常 不 同 。 在 10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的 优 

势 种 多 于 南 段 ， 而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 势 种 多 于 北 段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优 势 

种 趋 于 相等 。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表现 出 普遍 规律 性 。 从 北 到 南 ，1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依次 递增 ，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依次 递减 。 

在 1000m 等 高 线 上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具 有 明显 规律 性 ， 从 北 到 南 ， 优 势 度 依次 递 

减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依次 递增 ， 但 在 北 段 出 现 例 外 。 在 1500m、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 蚂 蚁 群落 的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缺 乏 规律 性 ， 可 能 与 植被 的 次 生化 和 片断 化 等 因 

素 有 关 。 尽 管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同一 海拔 植被 类 型 相似 ， 但 是 蚂蚁 群落 之 间 差 异 显著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50。 山 体 下 部 1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较 大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25 一 0. 50。 随 着 海拔 增加 ， 同 一 水 平 带 上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减 小 。 

关键 词 蚂蚁 ， 群落，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东 坡 ， 水 平 带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横断 山区 怒江 和 龙 川江 之 间 ， 呈 南北 走向 ， 地 理 

位 置 在 北纬 24"56' 一 26"09 和 东经 98"34' 一 98"50' ， 南 北 长 135km， 东 西 宽 约 9km， 总 

面积 为 124 459hm'  ， 以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著 称 。 在 保护 区 东 坡 ,海拔 640 一 1100m 分 布 

着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 从 ; 1100 一 1800m 分 布 着 季风 常 绿 益 叶 林 ， 其 中 北部 的 局 部 区 域 已 

经 被 云南 松林 更 蔡 ;， 在 1800 一 2200m， 北 部 分 布 着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南 部 分 布 着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其 中 北部 的 局 部 区 域 已 经 被 旱 冬 瓜 林 更 奉 ;， 2200 一 2800m 分 布 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2700 一 2900m 分 布 着 华山 松林 ; 2700 一 3100m 分 布 着 云南 铁 杉 林 

和 山顶 苦 玖 铸 林 ; 27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竹林 ; 31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灌 从 

和 苍山 冷杉 林 〈 薛 纪 如 等 ”1995)。 受 人 为 砍伐 和 放牧 影响 ， 保 护 区 东 坡 海拔 2000m 以 

下 植被 已 经 次 生化 。 为 了 揭示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蚂蚁 群落 在 南北 向 水 平 带 上 的 规律 

性 ， 本 文 首次 对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进行 研究 。 

1 研究 方法 

采用 样 地 调查 法 ， 分 别 于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北 段 〈 泸 水 县 泸 水 )、 中 北 段 
( 泸 水 县 上 江 )、 中 南 段 〈 保 山 市 芳 宽 )、 南 段 〈 保 山 市 坝 湾 ) 进行 取样 ， 调 查 了 1000m、 

x 本 文 2001 年 发 表 于 《林业 科学 研究 》，14(6): 603 一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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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的 蚂蚁 群落 。 上 江 距 离 泸 水 36km， 芒 宽 距 离 上 江 

27km， 坝 湾 距 离 芒 宽 72 km。 调 查 样 地 16 块 ， 其 自然 状况 分 述 于 表 1 之 中 。 选 定 代表 

性 植被 的 样 地 ， 每 隔 8m ( 约 10 步 ) 由 下 向 上 或 水 平 线 取 5 个 样 方 ， 样 方 大 小 lm 义 

lm。 在 地 面 划 定 样 方 范围 后 ， 先 以 小 刮刀 仔细 检查 地 表层 蚂蚁 个 体 和 蚁 梨 、 采 集 标本 、 

统计 数量 并 记录 。 地 表层 检查 完毕 后 ， 用 小 手 锁 控 掘 土壤 层 ， 深 度 20cm， 检 查 蚁 梨 及 

个 体 、 采 取样 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最 后 用 2mX2m 的 白色 幕布 平 置 于 样 地 之 上 ， 振 

动 样 方 上 方 的 灌木 及 小 乔木 ， 检 查 并 采集 幕布 上 的 蚂蚁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由 于 设备 及 

条 件 的 限制 ， 暂 无 法 对 高 大 乔木 进行 调查 ) 。 将 采集 的 标本 用 75%% 乙 醇 溶 液 保存 于 玻璃 

容器 内 ， 书 写 标签 ， 带 回 实验 室 进行 鉴定 分 析 〈 徐 正 会 等 ”1999) 。 采 用 形态 分 类 学 方 

法 将 标本 逐一 分 类 ， 鉴 定 到 种 〈Bingham 1903，Bolton 1994， 吴 坚 等 1995， 唐 觉 等 

1995) 。 

表 1 东 坡 水 平 带 蚂 蚁 群落 研究 样 地 状况 表 

样 地 ”地 点 海拔 坡 向 坡度 ”土壤 植被 类 型 郁 门 安 酒店 证 全 生生 直 和 和 

编号 /mm 类 型 闭合 症 风 和 人 

.了 AIOOTNOE 

度 王 基 朗 有 本 这 , 中 厚 

在 病故 侵 届 度 可 度 

/% /cm 

1 ， 泸 水 县 涉 水 2500 SS 40” 黄 棕 壤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原始 林 ) 0.90 5 507 且 WOT 20 

2 泸 水 县 泸 水 2000 SE 40” 黄 红壤 “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林 ) 0.80 30525073 

3 泸 水 县 泸 水 1500 正 ”40” 红 壤 云南 松林 (次 生 林 ) 0.30. ,8 60 

4 ， 泸 水 县 泸 水 1000 SE 40” 褐 红壤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6150 呆 寻 和 二 50 区 二 全 

5 “ 泸 水 县 上 江 2500 SE 35” 黄 棕 壤 中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原始 林 ) 0.80 10 5 ， 95 3~5 

6 泸 水 县 上 江 2000 SE 35” 黄 红壤 旱 冬 瓜 林 ( 次 生 林 ) 0-20 “30 9 人 

7 泸 水 县 上 江 1500 SW 40”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林 ) 0.70 40 35 

8 泸 水 县 上 江 1000 SE 35” 褐 红壤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0.35 AM 1 

9 ”保山 市 芒 宽 2500 下 4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原始 林 ) 0.80 35 45 90 5 一 10 

10 保山 市 芒 宽 2000 SE 40” 黄 红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原 始 林 ) 0.80 40 40 90 5 一 10 

11 保山 市 芒 宽 1525 NE 20”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林 ) 0 站 二 951 SI 证 

12 保山 市 芝 宽 1000 S 32” 神 红壤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0 的 9 5 和 1 

13 保山 市 坝 湾 2450 双 20” 黄 棕 壤 人 竹 乔 混交 林 ( 原 始 林 ) 0585， 0 IITILS EEC 2 

14 保山 市 坝 湾 2000 SS 40” 黄 红壤 中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林 ) “0.95 50 10 9%8 5~15 

15 保山 市 坝 湾 1500 SE 30?” 红 培 云南 松林 (次 生 林 ) 0.80 ”55 55 85 3 一 5 

16 保山 市 坝 湾 1000 SE 38” 褐 红 壤 河谷 黎 树 灌木 草丛 (次 生 林 ) 0.45 60 80 3 1 



2 几 个 重要 的 群落 指标 

2.1 特有 种 的 确定 

本 研究 将 同一 水 平 带 上 只 在 某 一 地 段 蚂蚁 群落 中 出 现 的 物种 定义 为 特有 种 。 

2.2 优势 种 的 确定 

各 样 地 中 的 蚂蚁 优势 种 依据 其 所 占 百分比 确定 : 之 10%% 为 优势 种 ,用 A 表示 ; 
1%% 一 10%% 为 常见 种 ， 用 也 表示 ;< 雪 1% 为 稀有 种 ， 用 C 表示 “〈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三 1999) 。 

2.3 优势 度 指数 

根据 Simpson 优势 度 公式 计算 优势 度 指 数 〈 马 克 平 等 ”1994，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即 

这 2P =- CN/N) 

式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2.4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根据 Shannon-Wiener 多 样 性 公式 计算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 即 

二 ( 忆 三 WwW 

式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2.5 均匀 度 指 数 

根据 Pielou 均匀 度 公 式 计 算 均 匀 度 指数 ， 即 
SS 

式 中 : 克 是 Shannon-Wiener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S 是 物种 数目 。 

2.6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公式 计算 相似 性 系数 〈 马 克 平 “1994，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即 

do 三 C/(cC 十 0 一 6C) 

式 中 : < 为 两 个 群落 的 共同 物种 数 ; a 和 2 分 别 为 群落 A 和 群落 B 的 物种 数 。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系数 原理 ， 当 9 为 0.00 一 0.25 时 ， 为 极 不 相似 ; 当 9 为 

0. 25 一 0. 50 时 ， 为 中 等 不 相似 ; 当 9 为 0.50 一 0.75 时 ， 为 中 等 相似 ; 当 g 为 0.75 一 

1. 00 时 为 极 相 似 。 

3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特有 种 比较 

东 坡 1000m、1500m、2000m、2500m 水 平 带 上 不 同 地 段 蚂蚁 群落 的 特有 种 数量 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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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特有 种 数量 比较 

海拔 /m 北 段 中 北 段 中 南 段 南 段 

1000 1 4 6 8 

1500 96 1 8 16 

2000 8 1 4 10 

2500 1 1 0 昌 

从 表 2 看 出 ， 在 1000m 等 高 线 上 ， 从 北向 南 特 有 种 数量 依次 递增 ;15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泸 水 特有 种 最 多 〈26 种 )，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少 〈1 种 ); 2000m 等 高 线 南 段 坝 湾 特 

有 种 最 多 〈10 种 )， 中 北 段 最少 〈1 种 );， 2500m 中 南 段 芒 宽 没有 特有 种 ， 南 段 坝 湾 特 

有 种 最 多 (5 种 )。 总 体 上 看 ， 除 2500m 等 高 线 中 南 段 外 ， 各 等 高 线 的 不 同位 置 均 有 特 
有 种 。 在 1000m、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 从 北 到 南 特有 种 数目 依次 递增 ， 

但 北 段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出 现 特有 种 增高 例外 。 

4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东 坡 1000m、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位 置 的 优势 种 及 百分比 见 表 3。 

表 3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及 其 百分比 比较 〈 罗 ) 

海拔 /mm 优势 种 泸 水 EME 芒 宽 坝 湾 

北 段 中 北 段 中 南 段 南 段 

1000 黑头 酸 身 蚁 Tazpzzo7za 7azelazzocezja7zxz72 (Fabricius) 28.682 67. 057 10. 859 

卡 泼 林 大 头 蚁 Pheidole cazbe1Lzziz Emery 20. 982 41. 472 

迈 氏 小 家 蚁 Momnomzorizzza zzayri Forel 18. 015 

邵 氏 立 毛 上 蚁 Pazratrechzma saxteri Forel 13. 988 28. 820 

污 黄 拟 毛 蚁 Psexucolasiaus cipdelus Wu et Wang 13. 447 

来 氏 大 头 蚁 Pheidole /zigjhii Wheeler S0.572 

小 眼 穴 臭 蚁 Bothriomzyrzzez mayozps Forel 10. 875 

1500 。” 比 罗 举 腹 蚁 Cremmatogaster piroi Mayr 7 攻 6 43. 719 

亮 红 大 头 蚁 Pheidole eruida Smith 86. 548 77. 481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atsomi Forel 二 

拟 毛 蚁 sp 1 Psexudolasius sp 1 11. 877 

普通 拟 毛 蚁 Psexcolasius amiliaris (Smith) 7.012 

2000 ， 拟 毛 蚁 sp. 2 ”Psevdolasius sp。 2 33. 333 

比 罗 举 腹 蚁 Cremmatogaster piroi Mayr 25S556 

细 纹 小 家 蚁 Momomzorizzz graciZZizzz7z Smith 19. 240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uatsomi Forel 95. 313 26. 383 

维 硕 努 行 军 蚁 Dorylus visjzxwi Wheeler 49. 655 

。538 。 



续 表 

海拔 /m 优势 种 泸 水 下 到 4 芒 宽 坝 湾 

北 段 中 北 段 中 南 段 南 段 

2000 ” 尼 特 纳 大 头 蚁 Pheidole mietmeri Emery 36. 552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zza tyLori Forel 59. 387 

2500 ” 红 蚁 ;sp.1 Myrnica sp. 1 100. 000 

平 结 蚁 sp.2 ”Prenrolezpis sp. 2 50. 000 

丽 塔 红 蚁 Myrmzica ritee Emery 50. 000 100. 000 

维 希 努 行 军 蚁 Dorylus wishzxi Wheeler 89. 573 

从 表 3 可 知 ，1000m 等 高 线 不 同样 地 的 优势 种 不 尽 相 同 。 其 中 分 布 于 3 块 样 地 的 优 
势 种 只 有 黑头 酸 臭 蚁 ;分布 于 2 块 样 地 的 优势 种 有 卡 波 林 大 头 蚁 和 邵 氏 立 毛 蚁 ;其 余 只 
在 1 个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5 块 样 地 中 北 段 泸 水 优势 种 最 多 〈4 种 )， 中 北 段 上 江 优 势 
种 最 少 〈1 种 )。 从 北向 南 优势 种 的 数目 缺乏 规律 性 。1500m 等 高 线 上 同时 分 布 于 2 块 
样 地 的 优势 种 有 比 罗 举 腹 蚁 、 亮 红 大 头 蚁 ， 其 余 只 在 1 块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 南 段 坝 

湾 优 势 种 数目 最 多 〈4 种 )， 其 余 3 块 样 地 均 只 有 1 种 。2000m 等 高 线 上 4 块 样 的 优势 
种 很 不 相同 ， 其 中 同时 在 2 块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的 只 有 沃 森 大 头 蚁 ， 其 余 只 在 1 个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 北 部 泸 水 优势 种 最 多 〈3 种 )， 南 部 的 优势 种 较 少 。 中 北 段 上 江 的 

优势 种 最 少 ， 只 有 1 种 ， 这 与 该 样 地 植被 为 简单 的 旱 冬 瓜 林 有 关 ， 在 简单 的 植被 中 优势 
种 更 为 突出 。2500m 等 高 线 上 同时 分 布 于 2 块 样 地 的 优势 种 只 有 丽 塔 红 蚁 ， 其 余 只 在 1 

块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 中 北 段 上 江 样 地 的 优势 种 最 多 〈2 种 )， 其 余 均 只 有 1 种 。 
25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物种 已 经 相当 稀少 ， 这 些 少 量 的 物种 通常 均 为 优势 种 。 
总 体 上 看 ， 在 东 坡 不 同 海拔 等 高 线 上 ， 大 多 数 物种 只 在 1 个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 

北 段 与 南 段 的 优势 种 通常 不 同 。 在 10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的 优势 种 多 于 南 段 ， 

而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势 种 多 于 北 段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优势 种 趋 于 相等 。 

5 东 坡 水 平 带 蚂 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比较 

东 坡 不 同 海拔 水 平 带 上 蚂蚁 群落 的 主要 指标 见 表 4。 

. 表 4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的 几 项 主要 指标 

物种 数 个体 总 数 密度 优势 度 多 样 性 均匀 度 

入 汉 沁 En (S) CN) (D) (C) (CD) (万 ) 

1000 泸 水 县 泸 水 北 段 20 2831 566. 2 0. 1854 1. 9246 0. 6424 

泸 水 县 上 江 中 北 段 25 5722 1144. 4 0. 4644 1. 3541 0. 4207 

保山 市 芒 宽 中 南 段 31 13802 2760. 4 0. 2799 1. 5978 0. 4653 

保山 市 坝 湾 南 段 40 5940 1188.0 0. 1341 2. 5526 0. 6920 

1500 泸 水 县 泸 水 北 段 41 9617 1923. 4 0. 5175 1. 3294 0. 3580 

泸 水 县 上 江 中 北 段 31 9211 1842. 2 0. 2537 1. 8302 0. 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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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物种 数 个体 总 数 密度 优势 度 多 样 性 均匀 度 

人 人 (S) CN) (D) (C) (CD) (BE) 

1500 保山 市 芒 宽 中 南 段 8 394 78. 8 0.7538 0. 5954 0. 2864 

保山 市 坝 湾 南 段 格 262 52.4 0. 6126 0. 9422 0. 3673 

2000 泸 水 县 泸 水 北 段 14 1710 342.0 0. 2402 1. 5960 0. 6048 

泸 水 县 上 江 中 北 段 3 320 64.0 0. 9104 0. 2007 0. 1827 

保山 市 芒 宽 中 南 段 7 290 58. 0 0. 3887 1. 1350 0. 5833 

保山 市 坝 湾 南 段 16 1012 202. 4 0. 4261 下 2 了 25 0. 4373 

2500 泸 水 县 泸 水 北 段 1 46 9.2 1. 0000 0. 0000 0. 0000 

泸 水 县 上 江 中 北 段 2 2 0.4 0. 5000 0. 6932 1. 0000 

保山 市 芒 宽 中 南 段 1 10 2 类 1. 0000 0. 0000 0. 0000 

保山 市 坝 湾 南 段 6 796 159. 2 0. 8069 0. 4398 0. 2454 

由 表 4 可 见 ，1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具有 明显 规律 性 。 中 物种 数 由 北 疝 南 逐 渐 增 

加 ， 北 段 泸 水 物种 数 最 少 ， 只 有 20 种 ; 而 南 段 坝 湾 物 种 数 最 多 ， 有 40 种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没有 规律 性 ， 中 南 段 芒 宽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最 大 ， 北 段 泸 水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最 小 。 

名 优势 度 指 数 由 北向 南 呈 现 逐 渐 递减 趋势 ， 在 北 段 泸 水 出 现 例外 。 优 势 度 最 高 为 中 北 段 

上 江 〈0. 4644) ， 最 低 为 南 段 坝 湾 〈0. 1341) 。@ 轩 多 样 性 指数 从 北向 南 逐 渐 递 增 ， 但 在 北 

段 泸 水 出 现 例 外 。 南 段 坝 湾 多 样 性 指数 最 高 (2. 5526) ， 中 北 段 上 江 多 样 性 指数 最 低 

(1. 3541) 。@ 均 匀 度 指数 与 多 样 性 指数 的 规律 性 一 致 ， 在 北 段 泸 水 出 现 例外 。 均 匀 度 指 

数 最 高 为 南 段 坝 湾 〈0. 6920) ， 最 低 为 中 北 段 上 江 〈0. 4207) 。 

15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具有 一 定 规律 性 。@@ 物 种 数 表现 出 明显 规律 性 ， 从 北向 

南 逐 渐 降 低 ， 与 1000m 等 高 线 上 的 规律 刚好 相反 ， 但 在 中 南 段 芒 宽 出 现 例外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具有 明显 规律 性 ， 从 北向 南 依次 降低 ， 最 大 是 北 段 泸 水 ， 最 小 是 南 段 坝 湾 。 

@ 优 势 度 中 南 段 艺 宽 最 大 ，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小 ， 缺 少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但 是 与 植被 类 型 和 是 

否 片断 化 有 关 。@ 四 多 样 性 指数 缺乏 规律 性 ， 但 是 具有 3 个 特点 : 一 是 北部 高 于 南部 ， 与 

物种 数目 规律 相仿 ; 二 是 中 部 的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高 于 北部 和 南部 的 云南 松林 ; 三 是 芒 宽 

的 植被 片断 化 降低 了 多 样 性 。@@ 均 匀 度 指数 具有 与 多 样 性 相似 的 特点 。 

2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缺乏 规律 性 ， 但 具有 南北 高 、 中 部 低 的 特点 。 中 物种 数 

南 段 巩 湾 最 多 有 16 种 ，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少 只 有 3 种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以 北 段 泸 水 最 大 ， 

中 南 段 芒 宽 最 小 。@ 优 势 度 指数 中 部 大 于 北部 和 南部 ， 以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大 《〈0.9104)， 

北 段 泸 水 最 小 〈0. 2402) 。 图 多 样 性 指数 以 北 段 泸 水 最 大 〈1. 5960) ，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小 

《0. 2007) 。@@ 均 匀 度 指数 以 北 段 泸 水 最 大 〈0. 6048) ，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小 〈0. 1827) 。 总 体 

上 看 ， 南 部 物种 数 多 于 北部 ， 而 北部 多 样 性 指数 高 于 南部 ， 北 部 的 群落 具有 更 高 的 均 

匀 度 。 

2500m 等 高 线 上 除了 物种 数目 具有 一 定 规律 外 ， 其 余 指数 均 缺 乏 规律 性 。@ 物 种 

数 从 北向 南 呈 现 逐 渐 增 多 趋势 ， 但 在 中 南 段 芒 宽 样 地 出 现 例外 。 物 种 数 最 多 是 南 段 坝 湾 
。 540。 



(6 种 )， 最 少 是 北 段 泸 水 和 中 南 段 芒 宽 〈1 种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具有 南部 高 于 北部 ， 

南北 两 端 高 于 中 部 的 特点 ， 南 段 坝 湾 最 高 ，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低 。 四 均匀 度 指 数 缺 乏 规 律 

性 ， 在 北 段 泸 水 和 中 南 段 芳 宽 2 块 样 地 中 均 达 到 最 大 〈1.0000)， 在 中 北 段 上 江 样 地 最 

小 〈0. 5000) 。 田 多 样 性 指数 缺乏 规律 性 ， 以 中 北 段 上 江 最 大 〈0. 6932)， 北 段 泸 水 和 中 

南 段 芒 宽 最 小 〈0. 0000) 。@ 均 匀 度 指数 具有 与 多 样 性 相同 的 特点 。 总 体 上 看 ， 从 北 辐 

南 物种 数 增加 ， 北 部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较 高 。 

综 上 所 述 ，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表现 出 普遍 规律 性 。 从 北 到 南 ，1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依次 递增 ，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依次 

递减 ， 体 现 了 蚂蚁 群落 在 南北 向 的 差异 性 。 在 1000m 等 高 线 上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具 有 明显 规律 性 ， 从 北 到 南 ， 优 势 度 依次 递减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依 次 递增 ， 但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在 1500m、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 蚂 蚁 群落 的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缺 乏 规律 性 ， 可 能 与 植被 的 次 生化 和 片断 化 等 因素 有 关 。 

6 东 坡 水 平 带 蚂 蚊 群落 相似 性 比较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不 同 地 段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5.。 

表 S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9 值 ) 

相似 性 系数 〈q) 
海拔 /m 地 段 

泸 水 北 段 上 江 中 北 段 芒 宽 中 南 段 

1000 正 江 申 北 段 0. 355 

芒 宽 中 南 段 0. 448 0. 333 

坝 湾 南 段 3 0. 250 0. 365 

上 江 中 北 段 0. 059 

1500 芒 宽 中 南 段 0. 065 0. 167 

坝 湾 南 段 0. 220 0. 114 0. 048 

上 江 中 北 段 0. 063 

2000 芒 宽 中 南 段 0. 105 0 

坝 湾 南 段 0. 154 0. 056 0. 095 

上 江 中 北 段 0. 000 

2500 芒 宽 中 南 段 0. 000 0. 500 

坝 湾 南 段 0. 000 0. 143 0. 167 

由 表 5 看 出 ，1000m 等 高 线 块 样 地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25 一 0. 50， 

处 于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可 见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1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具有 

一 定 的 相似 性 ; 另 一 方面 ， 虽 然 5 块 样 地 的 植被 相同 ， 均 为 河谷 稀 树 灌木 草丛 ， 但 因为 

有 纬度 与 地 形 方面 的 差异 ，5 块 样 地 的 蚂蚁 群落 之 间 仍 然 存在 明显 差异 。1500m 等 高 线 

上 4 块 样 地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可 见 在 

东 坡 15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存 在 明显 差异 ， 同 时 看 出 泸 水 与 坝 湾 同 为 云南 松林 ， 
*。 541 。 



相似 性 系数 最 大 ， 说 明 相 同 的 植被 具有 更 多 的 共有 物种 。2000m 等 高 线 上 4 块 样 地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说 明 4 块 样 地 的 蚂蚁 群 

落 之 间 存 在 明显 差异 。2500m 等 高 线 上 ， 上 江 与 芒 宽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25~0. 50， 达 到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其 余 样 地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总 体 上 看 ，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同一 海拔 植被 类 型 相似 ， 但 是 蚂蚁 群落 之 间 差 异 显著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50。 山 体 下 部 1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较 大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25 一 0. 50， 均 达到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随 着 海拔 增加 ， 同 一 水 平 带 上 群落 之 间 

相似 性 减 小 。 相 同 植 被 类 型 之 间 相 似 性 较 大 。 

7 主要 结论 与 讨论 
除 2500m 等 高 线 中 南 段 外 ， 各 等 高 线 的 不 同位 置 均 有 特有 种 。 在 1000m、1500m、 

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 从 北 到 南 特有 种 数目 依次 递增 ， 但 北 段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出 现 特有 种 增高 例外 。 在 东 坡 不 同 海拔 等 高 线 上 ， 大 多 数 物种 只 在 1 个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 北 段 与 南 段 的 优势 种 通常 不 同 。 在 10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的 优势 种 

多 于 南 段 ， 而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势 种 多 于 北 段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优势 

种 趋 于 相等 。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表现 出 普遍 规律 性 。 从 北 到 南 ，1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依次 递增 ，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依次 递 

减 ， 体 现 了 蚂蚁 群落 在 南北 向 的 差异 性 。 在 1000m 等 高 线 上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具有 明显 规律 性 ， 从 北 到 南 ， 优 势 度 依次 递减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依次 递增 ， 但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在 1500m、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 蚂 蚁 群落 的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缺乏 规律 性 ， 可 能 与 植被 的 次 生化 和 片断 化 等 因素 有 关 。 尽 管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同一 海拔 植 

被 类 型 相似 ， 但 是 蚂蚁 群落 之 间 差 异 显 著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00 一 0.50。 山 体 下 部 

1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较 大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25 一 0. 50， 均 达到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随 着 海拔 增加 ， 同 一 水 平 带 上 和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减 小 。 相 同 植被 类 型 之 间 相 似 

性 较 大 。 

10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南 段 世 宽 蚂 蚁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出 现 过 高 例外 与 样 地 的 乔木 郁 闭 

度 和 灌木 盖 度 有 关 。 在 4 块 样 地 中 芒 宽 的 灌木 盖 度 最 大 ， 达 到 95%， 郁 闭 度 为 0. 45， 

总 体 上 看 植被 状况 最 好 ;相反 ， 泸 水 的 乔木 郁 闭 度 最 小 ， 只 有 0. 15， 灌 木 盖 度 也 最 小 ， 

只 有 4 办。1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指数 在 北 段 泸 水 出 现 例 

外 ， 可 能 与 该 地 地 形 有 关 。 怒 江 峡 谷 在 泸 水 段 相 对 狭窄 ， 空 气流 动 性 较 小 ， 热 量 更 容易 

积聚 。 大 多 数 蚂蚁 是 喜 热 性 昆虫 ， 泸 水 的 高 热 条 件 对 多 数 种 类 而 言 是 有 利 的 。 相 比 之 

下 ， 兴 上 江 、 芒 宽 、 坝 湾 南 下 ， 怒 江 峡 谷 逐 渐 开 阔 ， 热 量 不 易 聚 集 ， 优 势 种 比较 突出 。 

15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南 段 芒 宽 蚂 蚁 物种 数目 、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出 现 的 偏 低 

例外 与 其 植被 的 片断 化 有 关 。 样 地 位 于 其 中 一 个 片断 之 中 ， 周 围 已 经 开 屋 为 耕地 ， 相 比 

之 下 其 余 3 块 样 地 不 存在 片断 化 情况 ， 植 被 的 片断 化 降低 了 物种 数目 。 总 体 上 看 ， 北 段 

泸 水 和 南 段 巩 湾 植 被 为 云南 松林 ， 优 势 度 较 高 ;中 北 段 上 江 和 中 南 段 芒 宽 植被 为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优 势 度 较 低 ， 但 是 芒 宽 的 植被 片断 化 导致 优势 度 增 大 。 

20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北 段 上 江 样 地 的 原始 植被 完全 消失 ， 次 生 的 旱 冬 瓜 林 结 构 简 单 ， 
5 生生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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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大 降低 了 蚂蚁 群落 的 多 样 性 和 稳定 性 ， 因 而 出 现 物种 数目 、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极端 偏 低 ， 优 势 度 指数 偶 高 的 例外 。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南 段 芳 宽 样 地 物种 数目 出 现 的 例外 可 能 与 其 植被 结构 特点 有 关 。 

样 地 所 处 地 段 属于 近 山 顶 的 岩石 裸露 区 ， 和 森林 分 散 于 岩石 之 间 ， 不 连续 的 植被 状况 降低 
了 物种 数目 。2500m 等 高 线 上 的 4 块 样 地 植被 均 为 原始 林 ， 中 部 的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偏 低 
可 能 与 其 调查 时 间 为 旱季 (3 月 下 旬 )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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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nt Community of 

Horizontal Band on the East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XU Zheng-hul WU Ding-min CHEN Zhi-qiang JIANG Xing-cheng 

(Faculty of Resources，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650224，China) 

Abstract On the east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 each section has its endemic ant 

Species except the middle-south section at 2500m，From north to south，the amount of 

endemilc Species increases at 1000m，1500m，2000m and 2500m contours，bnut the north 

section at 1500m and 2000m has exceptionally high endemic species number， Most spe- 

cles appears as dominant Species only in a sample plot at different altitude contour on the 

east slope，and dominant Species of the north section are common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outh section。 Dominant species numbers of north section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south section at 1000m and 2000m contours，in contrast dominant Species number of 

north sec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south section at 1500m。At 2500m，dominant Species 

numbers of different sections tends to be equal，A _ common regularity is shown in spe- 

cles number and density at horizontal band on the east slope。From north to south，spe- 

cles number and density increase at 1000m and 2500m contours but decrease at 1500m. 

。 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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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 regularity is also observed in predominant Index，S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at 1000m contour。 From north to south，Ppredominant indices decrease 

but diversity indices and evenness indices increase with exception at north section。Due 

to the secondary and fragmentation of vegetation，ant communities have no regularity in 

predominant index，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at 1500m，2000m and 

2500m contours。Although the east slope with similar vegetation type at same contour， 

ant communities have distinct difference from one to another and with Similarity coeffi- 

cients range from 0. 00 to 0. 50. At 1000m on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imilarity coeffi- 

cients between ant communities are higher and range from 0. 25 to 0. 50， While the alti- 

tude increasing，Ssimilarity coefficients between ant communities at the Same horizontal 

band decrease， 

Key words Ants，Community，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East slope， 

Horizontal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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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徐 正 会 李 继 冬 付 磊 龙 启 珍 
《西南 林学 院 资源 学 院 ”昆明 650224) 

摘 要 首次 研究 了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及 其 物种 多 样 性 。 在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数目 增加 ， 而 在 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数目 递减 。 在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所 占 百 分 比 递减 ， 而 在 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所 占 比 例 递 增 。 在 

西 坡 4 个 地 段 均 呈现 随 海拔 升 高 物种 数目 递减 的 基本 规律 。 西 坡 4 个 地 段 均 呈现 随 海拔 升 

高 密度 递减 的 基本 规律 。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度 指数 降低 ， 中 南 段 和 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度 指 数 增 大 。 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多 样 性 指数 递增 ， 中 北 段 多 样 性 指数 缺乏 规律 性 ， 

中 南 段 和 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多 样 性 指数 递减 。 北 段 、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均 呈 现 随 海拔 升 高 均匀 

度 指数 递增 规律 ， 而 南 段 表 现 出 随 海拔 升 高 均匀 度 指 数 递减 的 相反 情况 。 西 坡 4 个 地 段 垂 

直 带 上 ，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几乎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只 有 一 个 

系数 超过 此 范围 。 我 们 认为 在 原始 植被 状态 下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蚂蚁 群落 的 基本 

规律 是 随 着 海拔 升 高 ， 优 势 种 数目 递减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例 递增 ， 物 种 数目 递减 ， 密 度 递减 ， 

优势 度 指数 递增 ， 多 样 性 指数 递减 ， 均 匀 度 指数 递减 。 山 体 中 部 和 下 部 植被 的 毁坏 导致 了 

实际 调查 中 出 现 的 反常 情况 。 

关键 词 ”蚂蚁 ， 和 群落 ， 物 种 多 样 性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西 坡 ， 垂 直 带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横断 山区 怒江 和 龙 川江 之 间 ， 人 保山、 腾冲 、 泸 水 

3 市 县 交界 处 ， 北 段 西部 与 缅甸 接壤 ， 地 理 位 置 在 北纬 24 56 一 26"09 和 东经 98" 34 一 
98”50' ， 在 高 黎贡山 山脉 的 中 南 段 海 拔 约 2000m 以 上 的 山体 上 部 。 整 个 保护 区 南北 长 

135km， 东 西 宽 约 9km， 呈 狭长 形 ， 总 面积 为 124 459hm: 。 高 黎贡山 具有 横断 山系 的 

典型 特征 ， 高 差 悬 殊 ， 以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著称 。 从 河谷 到 山顶 ， 形 成 了 景色 十 分 明显 

的 山地 植被 类 型 垂直 系列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海拔 1400 一 1900m 分 布 着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在 1900 一 2200m， 北 部 分 布 着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南 部 分 布 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其 中 北部 的 局 部 区 域 在 1900 一 2200m 已 经 被 旱 冬 瓜 林 或 云南 松林 更 替 ; 

2200 一 2800m 分 布 着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700 一 3100m 分 布 着 云南 铁 杉 林 和 山顶 苔 

玖 矮 林 ;， 27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竹林 ;31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灌 丛 〈 薛 纪 如 

等 1995) 受 人 为 砍伐 和 放牧 影响 ， 保 护 区 西 坡 海拔 2500m 以 下 植被 已 经 次 生化 。 

蚂蚁 是 昆虫 纲 〈JInsecta) ， 膜 翅 目 〈Hymenoptera) ， 蚁 科 〈Formicidae) 昆虫 的 总 

称 ， 是 地 球 上 分 布 最 广泛 ， 数 量 最 多 的 社会 性 昆虫 。 除 了 地 球 的 两 极 外 陆地 上 几乎 到 处 

都 有 蚂蚁 的 踪迹 。 在 热带 地 区 ， 蚂 蚁 的 生物 量 占据 昆虫 生物 量 的 1/3 一 1/2。 作 为 陆地 

生态 系统 中 的 重要 成 员 ， 蚂 蚁 能 玻 松 土壤 ， 改 善 土壤 理化 性 质 ， 促 进 有 机 质 分 解 。 它 们 

x 本 文 2001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22(1): 58 一 63。 



还 能 清除 小 型 动物 尸体 等 废物 ， 捕 食 农 林 害 虫 ， 维 持 生 态 平 衡 ， 是 食物 链 中 的 重要 环节 

(Holldobler et al，1990)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丰富 的 动 植物 资源 ， 早 为 世人 所 瞩目 ， 

并 为 中 外 学 者 所 向 往 。 明 崇祯 的 徐霞客 、 英 国人 Anderson (1868，1875) 和 Forrest 

(1904~1932)、 法 国人 Sonlie 〈1895 年 前 后 ) 和 美国 人 Rock (1902) 等 ， 都 曾 到 过 高 

黎贡山 考察 和 采集 标本 〈 薛 纪 如 等 ”1995)。 但 在 众多 有 关 高 黎贡山 的 研究 报道 中 ， 还 

没有 涉及 蚂蚁 ， 即 使 1995 年 出 版 的 关于 高 黎贡山 的 专著 《高 黎贡山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 

一 书 中 也 没有 记载 蚁 科 昆 虫 的 种 类 。 所 以 有 关 高 黎贡山 蚂蚁 群落 和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研究 尚 

属 空白 ， 是 迫切 需要 开展 研究 的 一 个 领域 。 

本 文 首 先 报道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的 结构 和 特征 ， 以 揭示 高 

黎贡山 垂直 带 蚂蚁 物种 多 样 性 规律 。 

1 研究 方法 

1.1 取样 与 调查 方法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西 坡 4 个 垂直 带 上 ， 和 采用 样 地 
调查 法 ， 沿 山体 往 上 海拔 每 上 升 500m 做 一 次 调查 。 在 确定 的 海拔 高 度 上 选 定 代表 性 植 
被 的 样 地 ， 每 隔 8m 〈 约 10 步 ) 由 下 向 上 或 水 平 线 取 5 个 样 方 ， 样 方 大 小 1ImXlm。 在 
地 面 划 定 样 方 范围 后 ， 先 以 小 刮刀 仔细 检查 地 表层 蚂蚁 个 体 和 蚁 梨 、 采 集 标 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地 表层 检查 完毕 后 ， 用 小 手 匀 挖 掘 土壤 层 ， 深 度 20cm， 检 查 蚁 巢 及 个 体 、 
采取 样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最 后 用 2mX2m 的 白色 幕布 平 置 于 样 地 之 上 ， 振 动 样 方 
上 方 的 灌木 及 小 乔木 ， 检 查 并 采集 幕布 上 的 蚂蚁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由 于 设备 及 条 件 的 
限制 ， 暂 无 法 对 高 大 乔木 进行 调查 )。 将 采集 的 标本 用 75 加 乙醇 溶液 保存 于 玻璃 容器 

内 ， 书 写 标 签 ， 带 回 实验 室 进行 鉴定 分 析 〈 徐 正 会 等 ”1999)。 

1.2 标本 的 制作 与 鉴定 

用 昆虫 针 固定 1 一 4 枚 3mmX12mm 大 小 的 三 角 纸 ， 用 胶水 将 蚂蚁 的 中 、 后 足 基 节 

间 的 胸部 腹面 粘 于 三 角 纸 顶端 。 采 用 形态 分 类 学 方法 将 标本 逐一 分 类 鉴定 ， 尽 可 能 鉴定 
到 种 。 鉴 定 使 用 的 主要 文献 有 Bingham (1903)、Bolton (1994)、 吴 坚 等 〈1995)、 唐 

党 等 (1995) 等 。 

1.3 几 个 重要 的 群落 指标 

1.3.1 优势 种 的 确定 

各 样 地 中 的 蚂蚁 优势 种 依据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确 定 : 之 10 多 为 优势 种 ,用 A 表示 ; 
1%% 一 10 儿 为 常见 种 ， 用 也 表示 ;<1% 为 稀有 种 ， 用 C 表示 “〈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 

1. 3.2 优势 度 指 数 

根据 Simpson 优势 度 公 式 计 算 优 势 度 指数 (马克 平等 ”1994，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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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二 > (Po 一 > CNVN): 

趟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1.3.3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根据 Shannon -Wiener 多 样 性 公式 计算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 即 
1 属 二 全 二 es 尺 症 NANJ 

式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1.3.4 均匀 度 指 数 

根据 Pielou 均匀 度 公式 计算 均匀 度 指 数 ， 即 

ES 

式 中 : 互 是 Shannon-Wiener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S 是 物种 数目 。 

1.3.5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公式 计算 相似 性 系数 〈 马 克 平 “1994，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一 1999)7， 即 
oa 三 C(2 寺 0 三 <) 

式 中 : ce 为 两 个 群落 的 共同 物种 数 ; a 和 2 分 别 为 群落 A 和 群落 B 的 物种 数 。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系数 原理 ， 当 9 为 0. 00~0. 25 时 ， 为 极 不 相似 ; 当 v 为 0. 25 一 

0. 50 时 ， 为 中 等 不 相似 ; 当 g 为 0. 50 一 0. 75 时 ， 为 中 等 相似 ; 当 q 为 0.75 一 1. 00 时 为 

极 相似 。 

2 样 地 状况 概述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西 坡 4 个 垂直 带 上 合计 调查 样 
地 13 块 ， 其 自然 状况 分 述 于 表 1 之 中 。 

表 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蚂蚁 群落 研究 样 地 状况 表 

样 地 海 坡 坡 名 植 他。 有 光 司 刘 1 地 地 

地 点 拔 向 度 坏 被 闭 木 本 被 被 

编 /m 类 类 度 盖 盖 物 物 

号 型 型 度 度 -全 着 卫 

% /% 度 度 

/中 /cm 

1 泸 水 县 片 马 3200 到 15” 暗 棕 壤 寒 温 性 竹林 十 灌 丛 〈 原 始 林 ) 0.70 99 20 100 3 一 4 

2 ， 泸 水 县 片 马 3000 NW 25” 暗 棕 壤 寒 温 性 竹林 (原始 林 ) 0.30 0 本 00 全 5 

3 ， 泸 水 县 片 马 2500 NW 45” 黄 棕 壤 “中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70 60 20 100 15 一 20 

4 ， 泸 水 县 片 马 2000 NW 45” 黄 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80 50 10 9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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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将 上 畦 和 菲 

5 ， 泸 水 县 片 马 

6 ”腾冲 县 大 塘 

7 ”腾冲 县 大 塘 

8 ”腾冲 县 大 塘 

9 ”腾冲 县 界 头 

10 “腾冲 县 界 头 

11 “腾冲 县 上 营 

12 ”腾冲 县 上 营 

13 ”腾冲 县 上 营 

了 圣 淤 

人 

40” 

5 

38- 

2 

2 

25- 

20- 

33 

5 

姓 类 洲 上 比 

黄 红壤 

黄 棕 壤 

黄 壤 

黄 红壤 

黄 棕 壤 

黄 壤 

黄 棕 壤 

黄 塘 

黄 红壤 

姓 业 于 五 

季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原始 林 )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次 生 灌 外 〈 次 生 林 ) 

竹 乔 混交 林 〈 半 原始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到 

洱 犹 水 冲 

将 

0. 60 50 

必 AO0 

0.505 20 

0.85 ”80 

0.80 30 

0. 30 40 

0.85 0 

0.80 20 

0. 40 50 

汝 胀 苹 吕 乏 六 

站 

Sa 关 合 昌 

3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北 段 〈 泸 水 县 片 马 ) 垂直 带 共 调 查 5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 寒 温 性 竹林 十 灌 丛 (海拔 3200m) 、@ 寒 温 性 竹林 (海拔 3000m)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海拔 2500m) 、 田 半 湿 润 常 绿 益 叶 林 “〈 海 拔 2000m) 、@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海拔 1650m) 。 在 中 北 段 西 坡 〈 腾 冲 县 大 塘 ) 共 调 查 了 3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中 中 
山 湿性 常 绿 益 叶 林 〈2500m)、@@ 半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m)、@@ 季 风 常 绿 阔 叶 林 

(1750m) 。 在 中 南 段 西 坡 〈 腾 冲 县 界 头 ) 调查 了 两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中 中 山 湿性 

稼 绿 阔 叶 林 (海拔 2500m) 、@ 次 生 灌 从 “海拔 2000m)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南 段 西 

坡 〈 腾 冲 县 上 营 ) 垂直 带 共 调查 3 种 不 同 海拔 的 植被 类 型 : 四 人 竹 乔 混 交 林 〈2450my)、 

包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m) 、@@ 季 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1500m) 。 西 坡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及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见 表 2。 

位 置 

北 段 

。 9548 。 

表 2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海拔 /m 

2500 

2000 

1650 

优势 种 

细 胸 蚁 sp. 1 Lezptothorazr sp. 1 

罕 结 蚁 sp. 1 Sierazz7jza sp. 1 

立 毛 上 蚁 sp. 1 Paratrechnzza sp. 1 

止 缘 毛 蚁 Lasius emzargzzaatuly (Olivier) 

百分比 /入 

55. 319 

27. 660 

70. 256 

91. 210 



续 表 

位 置 海拔 /m 优势 种 百分比 /为 

中 北 段 2500 罕 结 蚁 sp. 1 Sterazazza sp. 1 8388333 

条 纹 切 叶 蚁 Myrmeciza striata 下 mery 38:333 

拉 帕 铺 道 蚁 Tetrazzorizzz Lazarzzz Bolton 22: 了 222 

丽 塔 红 蚁 Myrmzca ritae Emery ] 届 0 

2000 印度 立 毛 蚁 Paratrechina indica Mayr 41. 481 

高 黎 贡 上 蚁 sp. 1 Caoligomzgidris sp. 1 23. 706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zizza iayLori Forel 14. 815 

1750 黄 足 厚 结 猛 蚁 Pachnycomzgyla uteizes (Mayr) 85. 877 

中 南 段 2500 平 结 蚁 sp. 1 Prenolezpis sp. 1 40. 345 

康 斯 坦 斯 大 头 蚁 Pheidole coxstazzciae Forel 372 2 

丽 塔 红 蚁 Myrmzica ritae Emery 22. 250 

2000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uatsomi Forel 49. 678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zza tyLori Forel 22. 026 

止 结 蚁 sp. 1 _ Formaica sp. 1 10. 825 

南 段 2450 维 希 努 行军 蚁 Dorylus wispzzwi Wheeler 89. 573 

2000 维 希 努 行 军 蚁 Dorylus wzsjzxi Wheeler (295 

印度 立 毛 蚁 Paratrechzizza idica Mayr 26. 341 

1500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nzza taylori Forel 50. 566 

普通 拟 毛 蚁 Psexuaolasius faxazliaris (Smith) 26. 148 

由 表 2 可 知 ， 北 段 西 坡 垂直 带 大 体 呈 现 随 着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数目 增加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例 减 小 的 趋势 。 中 北 段 西 坡 垂直 带 随 海拔 升 高，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数目 增加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 例 减 小 。 中 南 段 西 坡 垂直 带 山 体 中 部 2000m 处 与 山体 上 部 2500m 处 优势 种 数目 均 
为 3 种 ， 且 所 占 百 分 比 相近 。 南 段 西 坡 垂直 带 山体 下 部 1500m 和 山体 中 部 2000m 处 优 
势 种 数目 较 多 ， 各 有 2 种 ; 山体 上 部 1450m 处 优势 种 较 少 ， 只 有 1 种 。 随 着 海拔 升 高 ， 
优势 种 所 占 百 分 比 增加 。 

4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 尽 群 落 主 要 指标 分 析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北 段 片 马 、 中 北 段 大 塘 、 中 南 段 界 头 、 南 段 上 营 不 同 海拔 
及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的 物种 数目 、 个 体 总 数 、 密 度 、 优 势 度 指数 、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见 表 3。 

从 表 3 可 知 ， 在 北 段 片 马 5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中 ， 蚂 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特点 : @ 物 

种 数目 随 着 海拔 升 高 其 变化 缺乏 规律 性 ,海拔 2000m 处 物种 数 最 多 有 12 种 ，3000m 及 

其 以 上 未 发 现 蚂蚁 ;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优 势 度 指数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降低 ; 田 物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增加 。 海 拔 1650m 处 出 现 物 种 数 
偏 低 的 例外 可 能 与 该 处 人 为 干扰 和 植被 受到 深度 破坏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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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西 坡 垂 直 带 蚂蚁 群落 的 几 项 重要 指标 

海拔 ”物种 数 个 体 总 ”密度 ”优势 度 ”多样 性 “均匀 度 
/m (S) 数 (N)  (D) 指数 (C) ”指数 (有 ) 指数 (已 ) 

北 段 ”” 赛 温 性 竹林 十 灌 丛 3200 0 0 0.0 -一 一 一 

寒 温 性 竹林 3000 0 0 0.0 一 E 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 6 47 9.4 0.3907 “1.2092 0.6749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 区 杠 让 23 本 2 0.5105 TAOS EDGE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1650 8 7g ”295.8 “0.8367 0OS566TOWT7GO 

中 北 段 ”中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 4 9 | 本 : 0.2839 1.3108 0.9455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 11 135 27.0 “0.2577 ETIS6S25 NI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1750 8 439 87.8 “0.7449 “0.5948 02561 

中 南 段 “中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500 6 3708- 741.6 “00503508JOISO822OOSOUAO 

次 生 灌 丛 2000 13 1865 ”373.2 “0531750 USA6200 096500 

竹 乔 混交 林 2450 6 796 159.2 0.8069 0.4398 “0.2454 

南 段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000 5 205 41.0 “0.5907 LEROA656339 0 24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1500 24 4857 ”971-4 0.3376U TISA5X5 RSRT 

中 北 段 大 塘 垂 直 带 3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中 ， 蚂 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特点 : 中 物种 数目 

随 海拔 升 高 缺乏 规律 性 ， 海 拔 2000m 处 物种 数 最 多 有 11 种 : 四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包 优势 度 指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但 在 2000m 处 出 现 例外 ;四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缺乏 规律 性 ， 以 山体 中 部 海拔 2000m 处 最 大 〈1. 6825)， 山 体 下 部 1750m 处 最 小 
(0. 5948); @@ 均 匀 度 指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增加 。 山 体 下 部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出 现 最 低 值 与 该 

处 植被 受到 严重 破坏 及 频繁 的 人 畜 活 动 有 关 。 

中 南 段 界 头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具有 如 下 规律 : 中 物种 数目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包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增加 ， 包 优势 度 指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增加 ; 人 由 多 样 性 指数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降低 ;名 均匀 度 指 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增加 。 个 体 总 数 、 密 度 、 均 匀 度 等 出 现 的 例 
外 与 山体 中 部 2000m 处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被 砍伐 而 更 替 为 次 生 灌 从 有关。 

南 段 上 营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规律 性 : 中 物种 数目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山 体 
上 部 2450m 处 出 现 例外 ; 包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山 体 上 部 2450m 处 出 

现 例 外 ;，@ 优 势 度 指数 随 着 海拔 升 高 而 增 大 ; @ 由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 数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山 体 上 部 2450m 处 出 现 例外 可 能 与 边缘 效应 有 关 ， 该 处 地 处 山体 顶部， 地 

势 较 平 缓 开阔 ， 植 被 为 竹林 与 小 乔木 的 混合 体 ， 多 样 化 的 植被 为 更 多 物种 的 生存 提供 了 

芝 件 。 

5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 蚁 群落 相似 性 分 析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北 段 片 马 、 中 北 段 大 塘 、 中 南 段 界 头 、 南 段 上 营 垂直 带 不 

同 海拔 及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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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西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4 值 ) 

位 置 相似 性 系数 〈9) 

北 段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0. 176 

中 北 段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0.071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0. 000 人 3 效 

中 南 段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次 生 灌 从 0. 000 

南 段 竹 乔 混 交 林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中 出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0. 222 

季风 和 常 绿 阔 叶 林 0.071 0. 000 

由 表 4 可 知 ， 北 段 片 马 有 蚂蚁 分 布 的 3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之 间 ， 除 了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外 ， 其 余 

植被 类 型 之 间 无 任何 相似 性 。 中 北 段 大 塘 3 种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随 着 海拔 的 升 高 而 降低 ， 海 拔 1750 一 2000m 是 中 等 不 相似 ， 海 拔 2000 一 2500m 是 极 不 

相似 ， 海 拔 1750 一 2500m 无 任何 相似 性 。 中 南 段 界 头 2 种 植被 类 型 之 间 蚂 蚁 群落 无 任 

何 相 似 性 。 南 段 上 营 3 种 植被 类 型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山 体 下 部 1500m 与 山体 中 部 2000m 之 间 蚂 蚁 群落 没有 任何 相似 性 。 随 海拔 

升 高 ，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增加 。 

6 主要 绪论 与 讨论 

6.1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数目 的 规律 性 

在 北 段 片 马 和 中 北 段 大 塘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数目 增加 ， 在 中 南 段 界 头 山 体 中 部 与 山 

体 中 上 部 优势 种 数目 相等 ， 而 在 南 段 上 营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数目 呈现 递减 趋势 。 蚂 蚁 群 

落 的 优势 种 数目 缺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6.2 优势 种 所 占 比 例 的 规律 性 

在 北 段 片 马 和 中 北 段 大 塘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所 占 百 分 比 递减 ， 在 中 南 段 界 头 山 体 中 

部 与 山体 中 上 部 优势 种 所 占 比 例 相 近 ， 而 在 南 段 上 营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所 占 比 例 呈 现 递 

增 趋 热 。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所 占 百 分 比 同 样 缺 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但 是 从 北 回 南 呈现 出 与 优 

势 种 数目 相反 的 情况 。 

6.3 物种 数目 的 规律 性 

西 坡 4 个 地 段 垂直 带 上 总 体 呈 现 出 随 海拔 升 高 物种 数目 递减 的 基本 规律 ， 这 也 是 原 

始 植被 状态 下 的 基本 规律 。 但 在 北 段 片 马 和 中 北 段 大 塘 出 现 山 体 下 部 物种 数目 低 于 山体 

中 部 的 反 第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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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的 规律 性 

西 坡 4 个 地 段 垂 直 带 上 总 体 呈 现 出 随 海 拔 升 高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递减 的 规律 ， 基 本 体 
现 出 原始 植被 状态 下 的 规律 性 。 但 在 中 南 段 界 头 出 现 山体 中 部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小 于 山体 

中 上 部 的 反常 情况 。 

6.5 优势 度 的 规律 性 

北 段 片 马 和 中 北 段 大 塘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度 指 数 降低 ， 中 南 段 界 头 和 南 段 上 营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度 指 数 增 大 。 可 见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度 指数 缺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6.6 物种 多 样 性 的 规律 性 

北 段 片 马 随 海拔 升 高 多 样 性 指数 递增 ， 中 北 段 大 塘 多 样 性 指数 缺乏 规律 ， 中 南 段 界 

头 和 南 段 上 营 随 海拔 升 高 多 样 性 指数 递减 。 可 见 西 坡 4 个 地 段 垂 直 带 上 随 海 拔 升 高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缺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6.7 均匀 度 的 规律 性 

北 段 片 马 、 中 北 段 大 塘 和 中 南 段 界 头 均 呈现 随 海 拔 升 高 均匀 度 递 增 规律 ， 而 南 段 上 

营 表 现 出 随 海拔 升 高 均匀 度 指数 递减 的 相反 情况 。 西 坡 4 个 地 段 垂直 带 上 随 海 拔 升 高 均 
匀 度 指数 缺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6.8 群落 相似 性 的 规律 性 

对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研究 的 结果 说 明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十 分 明 

显 ， 西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差 异 显 著 。 

6.9 蚂蚁 群落 指标 非 规律 性 原因 分 析 

高 黎贡山 山体 高 大 ， 垂 直 气 候 带 显著 。 在 西 坡 坡 面 上 ， 从 山 蔓 向 山顶 依次 形成 了 北 

亚热带 、 暖 温带 、 中 温带 、 寒 温带 4 个 气候 带 。 在 垂直 气候 带 条 件 下 演化 出 大 体 相 应 的 

植被 类 型 ， 从 山 划 向 山顶 依次 为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寒 温 性 竹林 、 赛 温 性 灌 丛 等 。 从 热量 条 件 看 ， 山 蕴 最 佳 ， 向 山顶 依次 变 差 。 基 于 

大 多 数 蚂 蚁 物种 属于 喜 热 性 动物 的 基本 特点 ， 我 们 认为 在 原始 植被 状态 下 ， 高 黎贡山 自 

然 保 护 区 西 坡 蚂 蚁 群落 的 基本 规律 是 随 着 海拔 升 高 ， 优 势 种 数目 递 碱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 例 

递增 ， 物 种 数目 递减 ， 密 度 递减 ， 优 势 度 指 数 递增 ， 多 样 性 指数 递减 ， 均 匀 度 指数 递 

减 。 但 是 目前 保护 区 西 坡 山 体 中 下 部 植被 的 原始 状态 已 经 消失 ， 蚂 蚁 赖 以 生存 的 食物 和 

生态 环境 已 经 深刻 改变 。 北 段 片 马 3200m、3000m、2500m 处 为 原始 植被 ，2000m、 

1650m 处 为 次 生 林 ， 而 且 1650m 处 劣 于 2000m 处 ;中 北 段 大 塘 2500m 处 为 原始 林 ， 

2000m 处 为 有 砍伐 的 半 原 始 林 ，1750m 处 为 次 生 林 ; 中 南 段 界 头 2500m 处 为 原始 林 ， 

2000m 处 为 次 生 灌 从 ; 南 段 上 营 2450m 处 有 放牧 活动 ， 为 半 原 始 林 ，2000m 处 为 原始 

林 ，1500m 处 为 次 生 林 。 山 体 中 部 和 下 部 植被 的 毁坏 导致 了 实际 调查 中 出 现 的 非 规律 

性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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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对 保护 区 管理 的 建议 

通过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的 研究 ， 我 们 认为 该 保护 区 的 蚂蚁 

群落 与 其 他 动 植物 群落 一 样 ， 具 有 显著 的 垂直 地 带 性 特点 ， 不 同 垂直 带 的 物种 之 间 差 异 

明显 ， 因 而 对 保护 区 垂直 带 上 的 生物 群落 实施 完整 的 保护 显得 十 分 必要 。 但 是 目前 保护 
区 西 坡 海拔 2500m 以 下 的 植被 已 经 受到 深度 破坏 ， 从 而 对 栖息 于 山体 中 下 部 的 生物 群 

落 构成 严重 威胁 ， 一 些 物种 已 经 灭绝 。 如 何 结合 退耕 还 林 逐 步 恢复 保护 区 山体 中 下 部 植 
被 ， 已 经 成 为 自然 保护 和 保护 区 管理 工作 的 核心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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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 on the Ant Communities of the Vertical 

Band on West Slope of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in Yunnan ，China 

XU Zheng-hui LIJi-guai FU Lei LONG Qi-zhen 

(Faculty of Resources，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 Kunming，650224， 

China zhxu@OPpublic，km. yn. cn) 

Abstract The ant communities and their Species diversity of the vertical band on 

West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were studied for the first time.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ltitude，number of dominant Species increases at the north 

and north-middle sections，but decreases at the south section。 While the altitude in- 

creasing，Ppercentage of dominant Species decreases at the north and north-middle sec- 

tions，but increases at the south section。A basic rule is revealed at all the 4 sections of 

the west slope that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of altitude the Species number decreases. 

Another basic rule is observed at the 4 sections of the west slope that the density of indi- 

viduals decreases while the altitude increasing，At the north and north-middle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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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ominant index decreases while altitude increasing，but the index increases at 

middle-south and south section。 Along with the altitude increasing，the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increases at north section，without regularity at north-middle section，and decrea- 

ses at middle-south and south sections，。，At north，north-middle and middle-south sec- 

tion，evenness index increases while altitude increasing，bnut the index decreases at south 

section。Similarity coefficient between ant communities of the vertical band on west 

slope at all the 4 sections is almost all between 0. 00 一 0. 25，with only one coefficient 

surpasses this range，We think the basic rules of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ant communi- 

ties on west slope under the state of virglin vegetation should be that along with the alti- 

tude increasing，number of dominant Species decreases，percentage of dominant Species 

increases，Species number decreases，individual density decreases，Ppredominant index 

increases，Species diverslty index decreases，and evenness index decreases， The unusual 

Situation observed in the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might be caused by the destroying of 

vegetation on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and half way up the mountain. 

Key words Ants，Community，Species diversity，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 

serve，West slope，Altitudinal z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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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徐 正 会 ” 龙 局 珍 付 大 李 继 乖 
(西南 林学 院 资源 学 院 “昆明 650224) 

摘 要 西 坡 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位 置 蚂 蚁 群落 均 有 特有 种 。 但 是 

从 北 到 南 特 有 种 数量 缺乏 规律 性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特 有 种 数目 最 多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特 有 种 最 多 。 南 段 与 北 段 的 优势 种 不 同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北 段 优势 种 较 少 且 百 分 比较 大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北 段 优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南 段 优势 种 较 少 且 百 分 比较 大 。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蚂蚁 群落 表现 出 了 明显 的 规 

律 性 。 物 种 数 在 1500m 等 高 线 南 段 多 于 北 段 ， 在 20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 到 南 依次 递减 ， 在 中 

南 段 次 生 灌 从 出现 例外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物种 数 趋 于 相等 。 优 势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降低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降低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 外 。 在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 同 一 等 高 线 不 同位 置 蚂蚁 群 

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50， 处 于 极 不 相似 至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说 明 高 黎贡山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从 北向 南 蚂蚁 群落 存在 明显 差异 。 从 北向 南 ，1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降低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升 高 。 

关键 词 蚂蚁 ， 和 群落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西 坡 ， 水 平 带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怒江 和 龙 川江 之 间 ， 呈 南北 走向 ， 是 横断 山区 的 
典型 山脉 。 整 个 保护 区 南北 长 135km， 东 西 宽 约 9km， 总 面积 为 124 459hm' ， 以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著称 。 从 河谷 到 山顶 ， 形 成 了 景色 十 分 明显 的 山地 植被 类 型 垂直 系列 。 在 
保护 区 西 坡 ， 海 拔 1400 一 1900m 分 布 着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在 1900 一 2200m， 北 部 分 布 
厦 半 湿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南 部 分 布 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其 中 北部 的 局 部 区 域 在 1900 一 
2200m 已 经 被 旱 冬瓜 林 或 云南 松林 更 蔡 ;，2200 一 2800m 分 布 着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2700 一 3100m 分 布 着 云南 铁 杉林 和 山顶 音 玫 和 铸 林 ;， 27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竹林 ; 
3100 一 3600m 分 布 着 寒 温 性 灌 丛 〈 薛 纪 如 等 1995) 。 受 人 为 砍伐 和 放牧 影响 ， 保 护 区 西 
坡 海拔 2500m 以 下 植被 已 经 次 生化 。 为 了 揭示 高 黎贡山 目 然 保 护 区 蚂蚁 群落 在 南北 向 
水 平 带 上 的 规律 性 ， 本 文 首次 对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进行 研究 。 

1 研究 方法 
采用 样 地 调查 法 ， 分 别 于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北 段 〈 泸 水 县 片 马 )、 中 北 段 

《腾冲 县 大 塘 ) 、 中 南 段 〈 腾 冲 县 沙 坝 )、 南 段 〈 腾 冲 县 上 营 ) 进行 取样 ， 调 查 了 1500m 
准 等 高 线 、2000m 等 高 线 、2500m 等 高 线 的 蚂蚁 群落 。 大 塘 距 离 片 马 57. 6km， 沙 坝 距 
离 大 塘 32. 3km， 上 营 距 离 沙 坝 51. 3km。 调 查 样 地 11 块 ， 其 自然 状况 分 述 于 表 1 之 中 。 
选 定 代表 性 植被 的 样 地 ， 每 隔 8m 〈 约 10 步 ) 由 下 向 上 或 水 平 线 取 5 个 样 方 ， 样 方 大 小 

5 三 天 



lmXlm。 在 地 面 划 定 样 方 范围 后 ， 先 以 小 刮刀 仔细 检查 地 表层 蚂蚁 个 体 和 蚁 梨 、 采 集 

标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地 表层 检查 完毕 后 ， 用 小 手 锁 挖 掘 土壤 层 ， 深 度 20cm， 检 查 

蚁 梨 及 个 体 、 采 取样 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最 后 用 2mX2m 的 白色 幕布 平 置 于 样 地 之 

上 ， 振 动 样 方 上 方 的 灌木 及 小 乔木 ， 检 查 并 采集 幕布 上 的 蚂蚁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由 于 

设备 及 条 件 的 限制 ， 暂 无 法 对 高 大 乔木 进行 调查 ) 。 将 采集 的 标本 用 75%% 乙 醇 溶液 保存 

于 玻璃 容器 内 ， 书 写 标 签 ， 带 回 实验 室 进行 鉴定 分 析 〈 徐 正 会 等 1999) 。 采 用 形态 分 类 

学 方法 将 标本 逐一 分 类 ， 鉴 定 到 种 〈Bingham 1903，Bolton 1994， 吴 坚 等 1995， 唐 党 

等 1995) 。 

表 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蚂蚁 群落 研究 样 地 状况 表 

样 地 点 海 坡 坡 土壤 植被 邦 -“ 灌 555 划 二 弛 全 有 地 

地 拔 向 度 类 型 类 型 闭 木 本 被 被 

编 /m 度 ) 盖 : 忆 是 全 和 导 和 杨 

度 / 度 闭 瞩 厚 

/站 于 站 -天 测 度 

/%% /cm 

1 ， 泸 水 县 片 马 2500 NW 4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70 60 20 100 15 一 20 

2 ， 泸 水 县 片 马 2000 NW 45” 黄 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80 501 TO 全 

3 ， 泸 水 县 片 马 1650 NW 40” 黄 红 壤 ”季风 常 绿 益 叶 林 〈 次 生 林 ) 0.60 50 50 95 3~5 

4 “腾冲 县 大 塘 2500 观 3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70 70. 5 19510 一 15 

5 ， 腾冲 县 大 塘 2000 W 38” 黄 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原始 林 ) 0.50 20 10 二 50 3 一 4 

6 ”腾冲 县 大 塘 1750 NW 25 黄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85 80 20 9%0 5~6 

7 “腾冲 县 界 头 2500 NW 25 黄 棕 壤 ”中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30 ”30U2OUETOO 

8 ”腾冲 县 界 头 2000 双 25” 黄 壤 次 生 灌 从 〈 次 生 林 ) 0.30 40 有 20 0 全 昌 和 

9 “腾冲 县 上 营 2450 到 ”20 黄 棕 壤 竹 乔 混交 林 〈 半 原始 林 ) 0.85 40..5 帮 15 时 905 生生 二 汉 

10 ”腾冲 县 上 营 2000 到 33” 黄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80 20 5 98 5 一 15 

11 “腾冲 县 上 营 1500 W 33” 黄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 40 夫 501 光 50 晤 OILSE 5 

2 几 个 重要 的 群落 指标 

2.1 特有 种 的 确定 

本 研究 将 同一 水 平 带 上 只 在 某 一 地 段 蚂蚁 群落 中 出 现 的 物种 定义 为 特有 种 。 

2.2 优势 种 的 确定 

各 样 地 中 的 蚂蚁 优势 种 依据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确定 : 之 10%% 为 优势 种 ,用 A 表示 ; 

15%% 一 10%% 为 常见 种 ,用 B 表 示 ; 到 1% 为 稀有 种 ， 用 C 表示 “〈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汪 999。 

了 “ 



2.3 ”优势 度 指数 
根据 Simpson 优势 度 公式 计算 优势 度 指数 (马克 平 等 1994，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 即 

本 光 (Re 吕 QUONITN 

式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2.4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根据 Shannon-Wiener 多 样 性 公式 计算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 即 
五 一 一 >P 9 

式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2.5 均匀 度 指 数 

根据 Pielou 均匀 度 公 式 计 算 均 匀 度 指数 ， 即 

万 三 厅 人 ns 

式 中 : 互 是 Shannon-Wiener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S 是 物种 数目 。 

2.6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公式 计算 相似 性 系数 〈 马 克 平 1994，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 即 

1 人 必 你 7 于 屋 / 人 人 ， 

式 中 :ec 为 两 个 群落 的 共同 物种 数 ; ua 和 2 分 别 为 群落 A 和 群落 B 的 物种 数 。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系数 原理 ， 当 v 为 0.00 一 0. 25 时 ， 为 极 不 相似 ; 当 9 为 0. 25 一 

0. 50 时 ， 为 中 等 不 相似 ; 当 d9 为 0. 50 一 0. 75 时 ， 为 中 等 相似 ; 当 9 为 0.75 一 1. 00 时 为 

极 相似 。 

3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特有 种 比较 

西 坡 1500m、2000m、2500m 水 平 带 上 不 同 地 段 蚂 蚁 群落 的 特有 种 数量 见 表 2。 

从 表 2 看 出 ， 西 坡 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位 置 蚂 蚁 群落 均 有 特有 

种 。 但 是 从 北 到 南 特 有 种 数量 缺乏 规律 性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特 有 种 数目 最 多 ，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特有 种 最 多 。 

表 2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特有 种 数量 比较 

海拔 /m 北 段 中 北 段 中 南 段 南 段 

1500 5 4 s 22 

2000 6 1 5 

2500 上 1 2 3 



4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西 坡 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北 段 片 马 、 中 北 段 大 塘 、 中 南 段 沙 坝 、 

营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及 其 百分比 见 表 3。 

海拔 /m 

1500 

2000 

2500 

四 缘 毛 蚁 

黄 足 厚 结 猛 蚁 

泰勒 立 毛 蚁 

普通 拟 毛 蚁 

立 毛 蚁 sp. 1 

印度 立 毛 蚁 

泰勒 立 毛 蚁 

高 黎 贡 蚁 sp. 1 

沃 森 大 头 蚁 

四 结 蚁 sp. 1 

维 硕 努 行军 蚁 

罕 结 蚁 sp, 1 

细 胸 蚁 sp. 1 

条 纹 切 叶 蚁 

拉 帕 铺 道 蚁 

丽 塔 红 蚊 

康 斯 坦 斯 大 头 蚁 

维 希 努 行军 蚁 

优势 种 北 段 

LasiusS e72Q7rgzi72Qatuts 〈Ojlivier) 91. 210 

Pachnycomzdyla utezbpes (Mayr) 

Paratrechzza 如 yLori Forel 

Psexdolasiaus azmzliaris (Smith) 

了 Payratrechnzza Sp. 1 02256 

Paratrechnzzza za2dzca Mayr 

Paratrechzza 1iayiorz FEorel 

Caoligomzgidris Sp. 1 

Pheidole rwatsomi Forel 

上 FormzzcQ Sp. 1 

Dorylxws isn Wheeler 

Steta772772Q SD. 1 27. 660 

Lezptothoraz Sp: 1] 55.349 

Myrmazecz7a striata 上 mery 

Tetra7zoriu772 Lazaru72 Bolton 

AMyrmzzica rzitae Emery 

Phezidole cozzsta7zcziae Forel 

Dorylxs wish Wheeler 

表 3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及 其 百分比 比较 

中 北 段 

85. 877 

41. 481 

14. 815 

23. 706 

39.333 

33.1333 

20.222 

JI 国王 

中 南 段 

22.026 

49. 678 

10.825 

40. 345 

22. 250 

37.215 

南 段 上 

南 段 

50. 566 

26. 148 

26. 341 

72. 195 

89. 573 

从 表 3 看 出 ，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的 优势 种 最 多 且 优 势 种 百分比 最 小 ，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优势 种 最 少 且 北 段 优势 种 百分比 最 大 ; 在 2000m 等 高 线 上 ，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优 

势 种 数量 最 多 ， 北 段 优 势 种 最 少 ; 在 2500m 等 高 线 上 ， 中 北 段 优势 种 数量 最 多 ， 南 段 

优势 种 最 少 且 百分比 最 大 。 总 体 上 看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北 段 优势 种 较 少 且 百 分 比较 大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北 段 优 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南 段 优势 种 较 少 且 百 分 比较 大 。 南 段 与 北 段 的 优势 种 不 同 。 

5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分 析 
西 坡 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蚂 蚁 群落 的 主要 指标 见 表 4。 

558 “。 



表 4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的 几 项 主要 指标 

物种 数 ” 个体 总 数 密度 优势 度 多样 性 ”均匀 度 
人 吉 全 (S) CN) (D) (C) (CD) (E) 

1650 泸 水 县 片 马 北 段 8 1479 295. 8 0.8367662A0 3661j 051760 

1750 腾冲 县 大 塘 中 北 段 8 439 8758 0.7449 ”0.5948 “0.2861 

1500 腾冲 县 上 营 南 段 24 4857 971. 4 0376PTET 5 0.4577 

2000 泸 水 县 片 马 北 段 | 有 1170 234. 2 0.5I050 II508m 024651 

2000 腾冲 县 大 塘 中 北 段 邮 135 27.0 57 史 站 j 二 0325 了 07016 

2000 腾冲 县 沙 坝 中 南 段 13 1866 373. 2 03175- WIIT4620 5700 

2000 腾冲 县 上 营 南 段 205 41.0 0.5907 “0.6633 ”0.4121 

2500 泸 水 县 片 马 北 段 6 47 9.4 0.3907 “1.2092 0.6749 

2500 腾冲 县 大 塘 中 北 段 4 9 防 了 23896 IONUONOAS5 

2500 腾冲 县 沙 坝 中 南 段 6 3708 741.6 0.3508 1.0822 ”0.6040 

2450 腾冲 县 上 营 南 段 6 796 159. 2 0.8069 ”0.4398 :0.2454 

由 表 4 可见 ， 西 坡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表现 出 明显 的 规律 性 : @ 物 种 数 南 段 

多 于 北 段 ;，@ 优 势 度 从 北向 南 依次 减低 ; @@ 多 样 性 和 优势 度 从 北向 南 依次 增高 。 但 是 密 

度 缺 乏 规律 性 ， 南 段 最 大 ， 中 北 段 最 小 。 

西 坡 2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物种 多 样 性 各 项 指标 均 缺 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中 物种 数 最 

多 是 中 南 段 的 沙 坝 ， 有 13 种 ， 最 少 是 南 段 的 上 营 ， 只 有 5 种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缺乏 

规律 性 ， 最 大 是 中 南 段 的 沙 坝 ， 分 别 为 1866 和 373. 2; 最 少 是 中 北 段 的 大 塘 ， 分 别 是 

135 和 27.0。@@ 优 势 度 指 数 在 中 北 段 至 南 段 之 间 从 北向 南 依次 递增 ， 北 段 片 马 出 现 例 

外 。 最 大 是 南 段 上 车， 达到 0. 5907; 最 小 是 中 北 段 大 塘 ， 为 0.2577。 四 多 样 性 指数 在 

中 北 段 至 南 段 之 间 从 北 到 南 依次 递减 ， 北 段 片 马 出 现 例 外 。 最 大 是 大 塘 ， 为 1. 6825; 

最 小 是 上 营 ， 只 有 0. 6633。 外 均匀 度 指 数 在 中 北 段 至 南 段 之 间 从 北 到 南 依次 递减 ， 北 

段 片 马 出 现 例 外 。 最 大 是 大 塘 ， 为 0. 7016; 最 小 是 上 车， 为 0. 4121。 

西 坡 25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物种 多 样 性 表现 出 了 明显 的 规律 性 ， 这 与 该 地 段 森 林 基 

本 保持 原始 状态 有 关 。 中 除 大 塘 外 ， 物 种 数目 均 为 6 种 。 大 塘 的 物种 数 偏 低 ， 与 大 塘 样 

地 的 植被 状况 有 关 ， 该 样 地 代表 性 植被 虽 为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但 有 小 乔木 和 灌木 组 

成 的 植被 占 1/2 多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虽然 缺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但 具有 北部 总 数 和 密度 

较 少 ， 南 部 总 数 和 密度 较 多 的 特点 。 大 塘 的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最 低 ， 可 能 与 其 植被 具体 状 

况 有 关 。 沙 坝 的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最 大 ， 上 和 营 的 总 数 和 密度 反而 降低 ， 可 能 与 该 样 地 位 于 

山体 顶部 ， 常 年 多 风 、 易 出 现 低 温 有 关 。@ 优 势 度 指数 基本 呈现 从 北向 南 逐 渐 升 高 的 趋 

势 ， 但 在 片 马 出 现 例 外 。@ 则 多样 性 指数 基本 呈现 从 北向 南 逐 渐 降 低 的 趋势 ， 在 片 马 出 现 

例外 。@@ 均 匀 度 指数 基本 呈现 从 北向 南 逐 渐 降 低 的 趋势 ， 在 片 马 出 现 例外 。 

综 上 所 述 ，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蚂蚁 群落 表现 出 了 明显 的 规律 性 。 物 种 数 在 1500m 等 高 

线 南 段 多 于 北 段 ， 在 20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 到 南 依次 递减 ， 在 中 南 段 次 生 灌 丛 出 现 例外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物 种 数 趋 于 相等 。 优 势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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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降低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6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分 析 

西 坡 水 平 带 不 同 地 段 蚂蚁 群 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5。 

表 5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9 值 ) 

海拔 /m 相似 性 系数 /q 

1500 泸 水 片 马 北 段 腾冲 大 塘 中 北 段 

腾冲 大 塘 中 北 段 0. 1429 

腾冲 上 营 中 南 段 0. 0323 0. 0323 

2000 泸 水 片 马 北 段 腾冲 大 塘 中 北 段 腾冲 沙 坝 中 南 段 

腾冲 大 塘 中 北 段 0. 100 

腾冲 沙 坝 中 南 段 0. 136 0. 263 

腾冲 上 营 南 段 0. 063 0. 143 0. 059 

2500 泸 水 片 马 北 段 腾冲 大 塘 中 北 段 腾冲 沙 坝 中 南 段 

腾冲 大 塘 中 北 段 OU 

腾冲 沙 坝 中 南 段 0. 000 0. 250 

腾冲 上 营 南 段 0. 000 02TH 0. 二 33 

由 表 5 可 见 ， 西 坡 1500m 等 高 线 上 ，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从 北向 南 ， 相 邻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有 减 小 趋势 。 

在 西 坡 2000m 等 高 线 上 ， 大 塘 与 沙 坝 之 间 蚂 蚁 群落 的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25 一 0. 50， 

达到 了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其 余 样 地 之 间 蚂 蚁 群落 的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为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在 西 坡 2500m 等 高 线 上 ， 大 塘 与 沙 坝 之 间 、 沙 坝 与 上 营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25 一 
0. 50， 处 于 中 等 相似 水 平 ; 其 余 样 地 之 间 蚂 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25， 为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而 且 从 北向 南 表现 出 相 邻 2 个 样 地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逐渐 增 大 的 趋势 。 

总 体 上 看 ， 在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 同 一 等 高 线 不 同位 置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50， 处 于 极 不 相似 至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说 明 高 黎贡山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从 北向 南 蚂 

蚁 群落 存在 明显 差异 。 从 北向 南 ，1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降 

低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升 高 。 

7 主要 结论 与 讨论 

西 坡 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位 置 蚂 蚁 群落 均 有 特有 种 。 但 是 从 北 到 

南 特有 种 数量 缺乏 规律 性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特 有 种 数目 最 多 ，2000m 等 高 线 以 中 

段 特 有 种 最 多 ，25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特 有 种 最 多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北 段 优 势 种 较 少 且 百 分 比较 大 ;，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北 段 优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南 段 优势 种 较 少 上 且 百分比 较 大 。 南 段 与 北 段 的 优势 种 不 同 。 西 坡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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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带 上 蚂蚁 群落 表现 出 了 明显 的 规律 性 。 物 种 数 在 1500m 等 高 线 南 段 多 于 北 段 ， 在 

20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 到 南 依次 递减 ， 在 中 南 段 次 生 灌 丛 出 现 例外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物 种 数 趋 于 相等 。 优 势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 次 降低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降低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在 西 坡 水平 带 上 ， 同 一 等 高 线 不 同位 置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50， 处 于 极 不 相似 至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说 明 高 黎贡山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从 北向 南 蚂 蚁 群落 

存在 明显 差异 。 从 北向 南 ，1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降低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升 高 。 总 体 来 看 ， 在 高 黎贡山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 山 体 上 部 和 山体 下 部 蚂蚁 群落 具有 相反 的 规律 性 。 

2500m 等 高 线 上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表现 出 的 规律 性 与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从 北向 南 地 势 逐 渐 降 低 有 关 。 在 北部 ，2500m 等 高 线 上 的 样 地 位 于 上 体 中 上 部 ， 加 上 

森林 植被 的 庇护 ， 蚂 蚁 群落 较 少 受到 山顶 多 风 、 气 温 多 变 因素 的 影响 ， 因 而 优势 种 较 不 

突出 ;在 南部 ， 随 着 上 体 海拔 逐渐 降低 ，2500m 等 高 线 上 的 样 地 逐渐 接近 山体 顶部 ， 

蚂蚁 群落 容易 受到 山顶 多 风 、 气 温 多 变 因素 的 影响 ， 那 些 最 适应 的 物种 得 到 更 好 的 发 

展 ， 因 而 优势 种 较 突 出 。 

西 坡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表现 出 的 非 规律 性 ， 与 森林 植 

被 普遍 受到 破坏 有 关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东 坡 属于 人 口 密度 较 高 、 农 业 生 产 较 发 达 

地 区 ， 长 期 以 来 对 保护 区 下 部 开发 、 影 响 较 大 。 据 实际 调查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2500m 以 下 地 段 ， 基 本 上 为 人 类 耕作 、 放 牧 或 森林 采伐 区 ， 该 地 段 森 林 已 经 完全 失去 

天 然 特 征 ， 结 构 不 完整 。 片 马 为 结构 较 完整 的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次 生 林 ， 有 放牧 和 采伐 活 

动 ; 大 塘 为 结构 不 完整 的 中 山 湿性 常 绿 益 叶 林 ， 有 砍伐 和 放牧 活动 ; 沙 坝 为 次 生 灌 丛 ， 

森林 已 经 消失 ， 有 放牧 和 耕作 活动 上 营 为 结构 较 完整 的 原始 林 ， 但 有 放牧 活动 。 不 同 

的 干扰 形式 和 不 同 的 次 生化 程度 ， 导 致 西 坡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物种 数目 和 密度 失去 了 原 有 的 

规律 性 。 

2000m 和 2500m 水 平 带 上 北 段 片 马 在 优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指 标 上 表现 出 的 例 

外 说 明 高 黎贡山 西 坡 北 段 蚂蚁 群落 与 其 他 地 段 存在 某 种 客观 差异 ， 该 问题 有 待 今后 进 一 

步 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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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 on the Ant Community of Horizontal 

Band on the West Si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XU Zheng-hui LONG Qirzhen FU Lei LIJrguai 

(Faculty of Resources，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 玉 unming，650224，Chinay) 

Abstract Every ant community has its endemic Species with different position at 

the contour lines 1500m，2000m，and 2500m on the west slope，bnut the number of en- 

demic Species without regularity from north to south. TIhe south section has the maxi- 

mum number of endemic species at the 1500m contour ，in contrast the north section has 

the maximum number of endemic Species at the 2000m and 2500m contours，JDominant 

Specie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sections are different，At 1500m and 2000m contours， 

South section has more dominant Species with a low percentage，and north section has 

]ess dominant Species with a high percentage，But at 2500m contour ，north-middle sec- 

tion has more dominant Species with low percentage，and south section has less domi- 

nant Species with a high percentage，Ant communities shovw distinct regularity at hori- 

Zontal band on the west slope.， Species number of south section is higher than the north 

section at 1500m contour，At the 2000m contour，species number decreases from north 

to South with exception at secondary shrub of the middle-south section。However，Sspe- 

cles numbers of different section tend to be equal at 2500m contour，From north to 

south，Ppredominant indices _ decrease at 1500m contour，but increase at 2000m and 

2500m contours only with exception at the north section。From north to South，species 

diversity and evenness indices increase at 1500m，but decrease at 2000m and 2500m con- 

tours with exception at north section。On the west slope，similarity coefficients between 

ant communities with different position at the same contour line are 0. 00 一 0. 50，which 

appears a extreme dissimilar to median similar level，It means that ant communitie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have obvious difference from north to south at 

horlzontal band on the west slope。From north to south，similarity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adjacent ant communities decrease at 1500m but increase at 2500m contour. 

Key words Ants，Community，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人 Reserve，West slope， 

百 orlzontal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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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比较 研究 

徐 正 会 付 磊 李 继 乖 龙 局 珍 
(西南 林学 院 资 源 学 院 ， 昆 明 ，650224) 

摘 要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差异 显著 ， 同 一 海拔 高 度 上 东西 

坡 共有 的 优势 种 仅 3 种 ， 而 且 在 东西 坡 的 百分比 不 同 。 在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西 坡 ， 东 坡 优势 种 的 百分比 较 小 ;而 在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东 坡 ， 西 坡 优 

势 种 百分比 较 小 。 东 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存在 明显 差异 。 通 常 东 坡 密度 

大 于 西 坡 ， 但 是 中 南 段 西 坡 密度 大 于 东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物种 数目 和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西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物种 数目 和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东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西 坡 优势 度 大 于 

东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东 坡 优势 度 大 于 西 坡 。 均 匀 度 通常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东 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存 在 显著 差异 ， 

相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关键 词 蚂蚁 ， 和 群落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东 西 坡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位 于 云南 西部 横断 山区 怒江 和 龙 川江 之 间 ， 保 山 、 腾 冲 、 泸 水 

3 市 县 交界 处 ， 北 段 西部 与 缅甸 接壤 ， 地 理 位 置 在 北纬 24"56 一 26"09 和 东经 98 "34 一 

98 "50 ， 在 高 黎贡山 山脉 的 中 南 段 。 整 个 保护 区 南北 长 135km， 东 西 宽 约 9km， 呈 狭长 

形 ， 总 面积 为 124 459hm2 。 高 黎贡山 呈 南 北 走 向 ， 具 有 横断 山系 的 典型 特征 ， 高 差 县 

殊 ， 以 生物 气候 垂直 带 谱 著称 。 从 河谷 到 山顶 ， 形 成 了 景色 十 分 明显 的 山地 植被 类 型 垂 

直系 列 〈 薛 纪 如 等 ”1995)。 受 人 为 开明 、 砍 伐 和 放牧 影响 ， 保 护 区 西 坡 海拔 2500m 以 

下 和 东 坡 海拔 2000m 以 下 植被 已 经 次 生化 。 为 了 揭示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差异 ， 本 文 首 次 对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进行 比较 研究 。 

1 人 研究 方法 

采用 样 地 调查 法 分别 于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西 坡 泸 水 县 片 马 ， 东 坡 泸 水 县 

泸 水 ) 、 中 北 段 〈 西 坡 腾冲 县 大 塘 ， 东 坡 泸 水 县 上 江 ) 、 中 南 段 〈 西 坡 腾冲 县 沙 坝 ， 东 坡 

保山 市 世 宽 )、 南 段 〈 西 坡 腾冲 县 上 营 ， 东 坡 保山 市 坝 湾 ) 东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进 行 取 

样 ， 调 查 了 1500m、2000m、2500m、3000m 等 高 线 的 蚂蚁 群落 。 西 坡 大 塘 距 离 片 马 

58km， 沙 坝 距 离 大 塘 32km， 上 营 距 离 沙 坝 51km。 东 坡 上 江 距 离 泸 水 36km， 芳 宽 距 离 

上 江 27km， 坝 湾 距 离 艺 宽 72km。 调 查 样 地 22 块 ， 其 自然 状况 分 述 于 表 1 之 中 。 选 定 

代表 性 植被 的 样 地 ， 每 隔 8m ( 约 10 步 ) 由 下 向 上 或 水 平 线 取 5 个 样 方 ， 样 方 大 小 

lmXlm。 在 地 面 划 定 样 方 范围 后 ， 先 以 小 刮刀 仔细 检查 地 表层 蚂蚁 个 体 和 凡 梨 、 采 集 

标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地 表层 检查 完毕 后 ， 用 小 手 锁 控 掘 土壤 层 ， 深 度 20cm， 检 查 

蚁 梨 及 个 体 、 采 取样 本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最 后 用 2mX2m 的 白色 幕布 平 置 于 样 地 之 
se。 563 



上 ， 振 动 样 方 上 方 的 灌木 及 小 乔木 ， 检 查 并 采集 幕布 上 的 蚂蚁 ， 统 计数 量 并 记录 〈 由 于 

设备 及 条 件 的 限制 ， 暂 无 法 对 高 大 乔木 进行 调查 ) 。 将 采集 的 标本 用 75%% 乙 醇 溶 液 保存 

于 玻璃 容器 内 ， 书 写 标签 ， 带 回 实验 室 进 行 鉴定 分 析 〈 徐 正 会 等 1999) 。 采 用 形态 分 类 

学 方法 将 标本 逐一 分 类 ， 鉴 定 到 种 〈Bingham 1903，Bolton 1994，Holldobler et al. 

1990， 吴 坚 等 ”1995， 唐 觉 等 ”1995)。 

表 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研究 样 地 状况 表 

样 地 点 海 坡 坡 土壤 植被 邦 灌 草 地 地 

地 拔 向 度 类 型 类 型 闭 木 本 被 被 

编 /m 度 -二 站 人 7 症 0 

号 度 ” 度 ”和 闭 ，”， 厚 

/8 克 /7 0 度 国 帮 度 

/%% /cm 

1 ， 泸 水 县 片 马 3000 NW 25” 暗 棕 壤 赛 温 性 竹林 〈 原 始 林 ) ti 3 

2 ， 泸 水 县 片 马 2500 NW 4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70 60 20 100 15 一 20 

3 ， 泸 水 县 片 马 2000 NW 45” 黄 壤 半 湿 润 常 绿 益 叶 林 〈 次 生 林 ) 0580150)QOUOA 95 多 

4 ， 泸 水 县 片 马 1650 NW 40” 黄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60 ,50 册 50 呈 95 中 .3 二 5 

5 ， 泸 水 县 泸 水 3000 SS 40” 暗 棕 壤 寒 温 性 灌 丛 〈 原 始 林 ) 0 951105 本 二 7OUES35 

6 ， 泸 水 县 泸 水 2500 SS 40”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907 TSD 2 

7 ， 泸 水 县 泸 水 2000 SE 40” 黄 红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80 30 25 ”85 3~5 

8 ， 泸 水 县 泸 水 1500 下 40” 红壤 云南 松林 〈 次 生 林 ) 0.30 8 60 上 % 4=~6 

9 ”腾冲 县 大 塘 2500 驶 3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70 “70 有 5 

10 “腾冲 县 大 塘 2000 观 38” 黄 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原始 林 ) 0. 50 .7T20SPlo 50OUERS 坟 

11 腾冲 县 大 塘 1750 NW 25” 黄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85 80 20 9%0， 56 

12 ” 泸 水 县 上 江 2500 SE 3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801010. 5 全 5 5 

13 ” 泸 水 县 上 江 2000 SE 35” 黄 红壤 旱 冬 瓜 林 〈 次 生 林 ) 0.20 “300390NES50 区 三 5 

14 泸 水 县 上 江 1500 SW 40” 红 塘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70 4085 

15 ”腾冲 县 沙 坝 2500 NW 2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80 301 20 有 IO 

16 ”腾冲 县 沙 坝 2000 到 25” 黄 壤 次 生 灌 丛 〈 次 生 林 ) 0. 30，40 20 0 

17 ”保山 市 芒 宽 2500 下 45” 黄 棕 壤 中 山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原 始 林 ) 0.80- 35 45 90 和 5 二 0 

18 ”保山 市 芳 宽 2000 SE 40” 黄 红壤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 半 原始 林 ) 0.80 40， 40 905 一 10 

19 “腾冲 县 上 营 2000 Wi 33” 黄 壤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原始 林 ) 0.8012030 5 98 册 55 

20 ”腾冲 县 上 营 1500 W 33” 黄 红壤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5403 150 50FT SO ES 

21“ 保山 市 坝 湾 2000 SS 40” 黄 红 坏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次 生 林 ) 0.95 50， 10，” 98 5]15 

22 保山 市 坝 湾 1500 SE 30” 红 坏 云南 松林 〈 次 生 林 ) 0580、 155 55 QDIIS 5 



2 几 个 重要 的 群落 指标 

2.1 优势 种 的 确定 

各 样 地 中 的 蚂蚁 优势 种 依据 其 所 占 百 分 比 确定 : 之 10%% 为 优势 种 ， 用 A 表示 ; 

1%% 一 10%% 为 常见 种 ， 用 了 表示; 去 1% 为 稀有 种 ， 用 C 表示 〈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2.2 优势 度 指 数 

根据 Simpson 优势 度 公式 计算 优势 度 指数 〈 马 克 平 等 1994， 王 宗 英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即 

.5 计 3 LU 区 (CNi/N)? 

武 中，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2.3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根据 Shannon_ Wiener 多 样 性 公式 计算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 即 
共生 趟 让 二 成 到 网 PR 

式 中 ，N 是 指 第 ; 个 物种 的 个 体 数 ，N 是 S 个 物种 的 总 个 体 数 。 

2.4 均匀 度 指 数 

根据 Pielou 均匀 度 公 式 计算 均匀 度 指 数 ， 即 

SS 

式 中 : 互 是 Shannon-Wiener 物种 多 样 性 指数 ;SS 是 物种 数目 。 

2.5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公式 计算 相似 性 系数 〈 马 克 平 “1994， 王 宗 贡 等 1996， 徐 正 

会 等 ”1999)， 即 

人 

式 中 : c 为 两 个 群落 的 共同 物种 数 ， ax 和 2 分 别 为 群落 A 和 群落 B 的 物种 数 。 

根据 Jaccard 相似 性 系数 原理 ， 当 9 为 0. 00 一 0. 25 时 ， 为 极 不 相似 ; 当 9 为 0. 25 一 

0. 50 时 ， 为 中 等 不 相似 ; 当 9 为 0. 50 一 0. 75 时 ， 为 中 等 相似 ; 当 9 为 0.75 一 1. 00 时 为 

极 相似 。 

3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优势 种 比较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东西 坡 不 同 海拔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的 优势 种 及 其 百 分 

比 见 表 2。 



表 2，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及 其 百分比 比较 

位 置 海拔 /m 优势 种 西 坡 东 坡 

3000 红 蚁 sp. 4 Myrmzica sp. 4 11. 628 

罕 结 蚁 sp. 1 Stenazzz7za Sp. 1 88. 372 

2500 罕 结 蚁 sp. 1 Stezazzz7jzQ Sp. 1 27. 660 

细 胸 蚁 sp. 1 Leptothoraz sp. 1 55. 391 

红 蚁 sp. 1 Myrmica sp. 1 100. 000 

2000 立 毛 蚁 sp. 1 Paratrechiza sp. 1 70. 256 

北 段 黄 足 厚 结 猛 蚁 PachycozCyla Zxuteizes 请 纤 

片 马 一 泸 水 (Mayr) 

比 罗 举 腹 蚁 Cremzatogaster piroi Mayr 2 项 站 6 

拟 毛 蚁 sp. 2 Psevadolasius sp. 2 汪 3 3 

细 纹 小 家 蚁 Morzomoriumz gracizzzaz77a 
19. 240 

1500 止 缘 毛 蚁 Lasius emzargzizatus (Olivier) 91. 210 

比 罗 举 腹 蚁 Crerzatogaster piroi Mayr 71. 176 

2500 丽 塔 红 蚁 Myrnzica ritae Emery 直到 双 琶 50. 000 

条 纹 切 叶 败 Myrzazecirza striata Emery 33. 333 

窄 结 蚁 sp. 1 Stenazz7jza Sp. 1 38&.333 

拉 帕 铺 道 蚁 Tetraxzorizzz /aparu7z Bolton 22. 222 

平 结 蚁 sp. 2 Prenrolezpis sp. 2 50.000 

中 北 段 2000 印度 立 毛 蚁 Paratrechzrzaa idica Mayr 41. 481 

大 扩 二 疏 江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zizza 如 ytori Forel 14. 815 

高 黎 贡 上 蚁 sp. 1 Gaoligomgidris sp. 1 23. 704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uatsomi Forel 95. 313 

6 机 Pachycozdyla xuteizpes 

亮 红 大 头 蚁 Phezdole eruzda Smith 86. 548 

2500 丽 塔 红 蚁 Myrnzica ritae Emery 225200 100. 00 

康 斯 坦 斯 大 头 蚁 Pheiadole corzstazzciae Forel 3 人 过 过 

平 结 蚁 sp. 1 Prenolepis sp. 1 40. 354 

中 南 自 2000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nina 如 ylLori Forel 22..026 

沙 坝 一 芒 宽 止 结 蚁 sp. 1 Formzica sp. 1 10. 825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uatsomz Forel 49. 678 

尼 特 纳 大 头 蚁 Pheidole mietzeri Emery 36. 552 

维 希 努 行军 蚁 Dorylus wsjnzaz Wheeler 49.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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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位 置 海拔 /m 优势 种 西 坡 东 坡 

2000 印度 立 毛 蚁 Paratrechiza idica Mayr 26. 341 

维 希 努 行 军 蚁 Dorylus wish Wheeler 亿 5 呈 95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zza taylori Forel 59. 387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uatsomi Forel 26. 383 

0 1500 下 0 0 26. 148 OO 

泰勒 立 毛 蚁 Paratrechirza taylori Forel 50. 566 

沃 森 大 头 蚁 Pheidole rwuatsozmi Forel 13. 256 

比 罗 举 腹 蚁 Cremzatogaster piroi Mayr 43. 719 

拟 毛 蚁 sp. 1 Psexdcolasius sp. 1 8715 

由 表 2 可 知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3000m、2500m、2000m、1500m 等 高 线 上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均 没 有 共同 的 优势 种 。3000m 等 高 线 上 西 坡 未 发 现 蚂 蚁 ， 也 无 优势 种 ; 

2500m 等 高 线 上 西 坡 的 优势 种 多 于 东 坡 ; 2000m 等 高 线 上 东 坡 优势 种 多 于 西 坡 ; 1500m 

等 高 线 上 东西 坡 优势 种 数目 相等 。 中 北 段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的 共同 优势 种 只 有 一 种 ， 即 

丽 塔 红 蚁 ， 而 且 在 东西 坡 的 所 占 的 百分比 不 同 。 在 2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西 坡 的 

优势 种 均 大 于 东 坡 ; 1500m 等 高 线 上 东西 坡 优势 种 数目 相等 。 中 南 段 东 西 坡 蚂蚁 群落 
共同 的 优势 种 只 有 一 种 ， 即 丽 塔 红 蚁 ， 但 在 东西 坡 所 占 百 分 比 不 同 。 无 论 在 2500m 

或 2000m 等 高 线 上 ,， 西 坡 的 优势 种 数目 均 大 于 东 坡 。 南 段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共同 的 

优势 种 只 有 一 种 ， 即 普通 拟 毛 蚁 ， 而 且 在 东西 坡 所 占 比例 不 同 。 在 2000m 等 高 线 上 ， 

东西 坡 的 优势 种 数目 相等 ， 均 为 两 种 ;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 东 坡 的 优势 种 数目 大 于 

西 坡 。 

总 体 上 看 ， 高 黎贡山 东西 坡 优势 种 差异 显著 ， 同 一 海拔 高 度 上 东西 坡 共有 的 优势 种 

仅 3 和 种， 而且 在 东西 坡 的 百分比 不 同 。 在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西 坡 ， 东 坡 优 

势 种 的 百分比 较 小 ;而 在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东 坡 ， 西 坡 优势 种 百分比 

较 小 。 

4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比较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东 西 坡 蚂 蚁 群落 的 几 项 主要 指标 见 表 3。 

由 表 3 可 知 ， 北 段 不 同 海拔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特点 : 中 物种 数目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但 在 2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O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只 在 2500m 处 出 现 例 
外 ; @ 优 势 度 指 数 在 上 体 上 半 部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而 在 上 体 下 半 部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四 多 样 

性 指数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只 在 2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加 均匀 度 指 数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在 
2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总 体 上 看 ， 北 段 不 同等 高 线 上 东 坡 蚂蚁 物种 多 样 性 的 各 项 指标 普 

遍 大 于 西 坡 ， 说 明 北 段 东 坡 的 蚂蚁 群落 具有 较 高 的 稳定 性 。 至 于 2500m 处 出 现 例外 ， 
可 能 与 该 处 山体 两 侧 均 为 原始 林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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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比较 

吕 海拔 /m 3000 2500 2000 1650/1500 

on 坡 向 SD WW 西 坡 / 下 东 坡 ”到 西 坡 /下 东 坡 到 西 坡 / 刁 东 坡 双 西 坡 / 眉 东 坡 

物种 数 〈S) 0V2 6/1 12/14 8/41 

个 体 数 CN) 0/43 47/46 1170/1710 1479/9617 

密度 〈D) 0/186 9. 4/9. 2 234. 2/342. 0 295. 8/1923. 4 

下 总 池 灰 优势 度 〈C) 一 /0.7810 0. 3907/1. 0000 0.5105/0. 2402 0.8367/0. 5175 

多 样 性 〈 互 ) 一 /0. 3595 1. 2092/0.0000 1.1508/1.5960 0.3661/1.3294 

均匀 度 〈 刁 ) 一 /0. 5186 0. 6749/0.0000 “0. 4631/0. 6048 0. 1760/0. 3580 

海拔 /m 2500 2000 1750/1500 

坡 向 SD 双 西 坡 / 眉 东 坡 双 西 坡 / 正 东 坡 到 西 坡 / 刁 东 坡 

物种 数 〈S) 41/2 1173 8/8 

个 体 数 CN) 972 135/320 439/394 

ga 密度 〈D) 1.8/0.4 27. 0/64.0 37 

光 元 优势 度 〈C) 0. 2839/0. 5000 0. 2577/0. 9104 0. 7449/0. 7538 

多 样 性 〈 互 ) 1. 3108/0. 6932 1. 6825/0. 2007 0. 5948/0. 5954 

均匀 度 (五 ) 0. 9455/1. 0000 0. 7016/0. 1827 0. 2861/0. 2864 

海拔 /m 2500 2000 

坡 向 SD W 西 坡 / 正 东 坡 双 西 坡 / 正 东 坡 

物种 数 〈S) 6/1 13/7 

个 体 数 CN) 3708/10 1866/290 

中 南 县 密度 〈D) 741. 6/2.0 373. 2/58.0 

2 优势 度 〈C) 0. 3508/1. 0000 0. 3175/0. 3887 

多 样 性 〈 互 ) 1. 0822/0. 0000 1. 4620/1. 1350 

均匀 度 (已 ) 0. 6040/0. 0000 0. 5700/0. 5833 

海拔 /m 2000 1500 

坡 向 SD W 西 坡 / 正 东 坡 到 西 坡 /下 东 坡 

物种 数 〈S) 5/16 24/31 

个 体 数 CN) 205/1012 4857/9211 

南 县 密度 〈D) 41. 0/202.4 971. 4/1842. 2 

TS 优势 度 〈C) 0. 5907/0. 4261 0. 3376/0. 2537 

多 样 性 〈 万 ) 0. 6633/1. 2125 1. 4545/1..8302 

均匀 度 ( 刁 ) 0. 4121/0. 4373 0. 4577/0. 5330 

中 北 段 蚂蚁 群落 物种 多 样 性 具有 以 下 特点 : @ 物 种 数 西 坡 普遍 大 于 东 坡 ， 在 1500m 

处 东西 坡 物 种 数 相等 ;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西 坡 普遍 大 于 东 坡 ， 但 在 2000m 处 出 现 例 外 ; 
包 优 势 度 指数 东 坡 等 于 西 坡 ， 在 1500m 的 低 海 拔 处 东西 坡 相近 ; @ 田 多 样 性 指数 西 坡 普 
届 大 于 东 坡 ， 但 在 1500m 低 海拔 处 东西 坡 十 分 接近 ; @@ 均 匀 度 指数 在 山体 上 部 和 下 部 
东 坡 稍 大 于 西 坡 ， 而 在 山体 中 部 西 坡 显 著 大 于 东 坡 。 总 体 上 看 ， 中 北 段 不 同 海拔 等 高 线 
上 西 坡 蚂 蚁 物种 多 样 性 各 项 指标 普遍 大 于 东 坡 ， 其 规律 性 与 北 段 刚 好 相反 。 而 且 在 山体 
， 568 ， 



下 部 东西 坡 接近 。 至 于 2000m 处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出 现 的 例外 ， 可 能 与 东 坡 为 简单 的 旱 
冬瓜 林 有 关 。 

中 南 段 蚂 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特点 : 中 物种 数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O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 优 势 度 指数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由 多 样 性 指数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加 均匀 度 指 数 在 山 

体 上 部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在 山体 中 部 东 坡 稍 大 于 西 坡 。 总 体 上 看 ， 中 南 段 西 坡 物种 多 样 性 
的 各 项 指标 普遍 大 于 东 坡 ， 其 规律 性 与 中 北 段 相同 。 

南 段 东 西 坡 蚂蚁 群落 具有 以 下 特点 : 中 物种 数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 个 体 总 数 和 密度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 优 势 度 指数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由 多 样 性 指数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名 均匀 度 指数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总 体 上 看 ， 南 段 东 坡 蚂蚁 物种 多 样 性 的 各 项 指标 普遍 大 于 西 坡 ， 其 规律 
性 与 北 段 一 致 ， 而 与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相反 。 

综 上 所 述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4 个 地 段 ， 东 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存在 明显 差异 。 通 常 东 坡 密度 大 于 西 坡 ， 但 是 中 南 段 

西 坡 密度 大 于 东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物种 数目 和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西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物 种 数目 和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东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西 坡 优势 度 大 于 东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东 坡 优势 度 大 于 西 坡 。 均 匀 度 通常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5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相似 性 比较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东 西 坡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见 表 4.。 

表 4 东西 坡 蚂 蚁 群落 相似 性 系数 (9 值 ) 

东 坡 “〈 泸 水 ) 
北 段 

3000m 2500m 2000m 1500m 

3000m 0. 000 

西 坡 2500m 0. 000 

( 片 马 ) 2000m 0. 094 

1650m 0. 021 

东 坡 (上 江 ) 
中 北 段 

2500m 2000m 1500m 

2500m 0. 200 
西 坡 

2000m 0. 000 
(大 塘 ) 

1750m 0. 067 

东 坡 〈 芒 宽 ) 
中 南 段 

2500m 2000m 

西 坡 2500m 0. 167 

( 沙 坝 ) 2000m 0. 053 

东 坡 〈 坝 湾 ) 
南 段 

2000m 1500m 

西 坡 2000m 0. 050 

(上 营 ) 1500m 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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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可 知 ， 北 段 4 个 海拔 高 度 上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均 在 0.00 过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而 且 在 3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相似 性 系数 为 0.000。 说 

明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山 体 上 半 部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之 间 差 异 十 分 显著 ， 山 体 下 半 部 

具有 极 低 的 相似 性 。 中 北 段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00 一 0. 25， 表 现 为 极 

不 相似 。 其 中 山体 上 部 相似 性 较 高 ， 山 体 中 部 没有 相似 性 ， 山 体 下 部 相似 性 较 低 。 中 南 

段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其 中 山体 上 部 

相似 性 较 高 ， 山 体 中 部 相似 性 较 低 。 南 段 东 西 坡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其 中 山体 上 部 相似 性 较 低 ， 山 体 下 部 相似 性 较 高 。 

总 体 上 看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东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存 在 显著 差异 ， 相 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0. 25 ，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6 主要 绪论 与 讨论 

通过 上 述 对 优势 种 和 群落 主要 指标 的 比较 分 析 ,， 得 出 以 下 主要 结论 。 高 黎贡山 东西 

坡 优势 种 差异 显著 ， 同 一 海拔 高 度 上 东西 坡 共有 的 优势 种 仅 3 种 ， 而 且 在 东西 坡 的 百 分 

比 不 同 。 在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西 坡 ， 东 坡 优势 种 的 百分比 较 小 ;而 在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东 坡 ， 西 坡 优势 种 百分比 较 小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存在 明显 差异 。 通 常 东 坡 密度 大 于 西 坡 ， 但 是 中 

南 段 西 坡 密度 大 于 东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物 种 数目 和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西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物种 数目 和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东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西 坡 优势 度 大 于 东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东 坡 优势 度 大 于 西 坡 。 均 匀 度 通常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东 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存 在 显著 差异 ， 相 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因 上 距离 西南 季风 印度 洋 的 发 源 地 较 近 ， 水 气 来 源 充 足 ， 降 水 充 

沛 。 在 特有 的 地 貌 条 件 和 云南 独特 的 大 气 环流 影响 下 ， 风 向 无 季节 转换 ， 全 年 盛行 西南 

风 ， 东 西 坡 气候 因而 差异 明显 。 降 水 量 西 坡 比 东 坡 丰富 ， 湿 度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气 温 东 坡 

略 高 于 西 坡 〈 薛 纪 如 等 ”1995)。 从 优势 种 、 相 似 性 系数 及 其 他 群落 指标 来 看 ， 高 黎 贡 

山上 自然 保护 区 蚂蚁 群落 在 东西 坡 的 差异 显著 ， 同 一 地 段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东西 坡 共有 物种 

仅 占 很 小 的 比例 。 从 光照 和 热量 条 件 来 看 ， 东 坡 优 于 西 坡 ， 基 于 大 多 数 蚂蚁 物种 具有 喜 

温 热 特 点 ，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优势 种 数量 、 物 种 数目 、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西 坡 属 正 常 状 态 。 

至 于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东 坡 优势 种 数量 、 物 种 数目 、 多 样 性 指数 等 指标 小 于 西 坡 ， 具 有 一 

定 不 正常 性 ， 可 能 与 这 两 个 地 段 东 坡 取样 调查 时 间 在 旱季 (3 月 下 旬 ) 有 关 ， 有 待 今后 

补充 完善 。 在 西双版纳 的 调查 表明 同一 地 点 雨季 的 多 样 性 大 于 旱季 (〈 徐 正 会 等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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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nt Communities 

on the West And East Slope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XU Zheng-hui FU Lei LIJrguai LONG Qirzhen 

(Faculty of Resources，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Kunming，650224，China) 

Abstract Dominant species of ant communities have distinct difference on the west 

and east slope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Only 3 common dominant 

Species are observed on both west and east Slopes with the same altitude，however per- 

centages of the 3 species are different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mountain。Dominant Spe- 

cies number of east slop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west slope at north and south sections 

and dominant Species with a ljower percentage on the east slope.， But at north-middle and 

middle-south sections，dominant Species number of west Slop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ast 

slope and dominant Species with a lower percentage on the west Slope，The main targets 

and indices of ant communities differ greatly on west and east slopes with the same alti- 

tude， Density of east slope is usu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west slope but with exception 

at middlje-south section。Species numbers and Species diversity indices of east Slope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west slope at north and south sections，but on the contrary at north- 

middle and middle-south' sections， Predominant indices of west slope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east slope at north and south sections，but on the contrary at north-middle and 

middle-south sections。venness indices of east slope are usu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West Slope.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between ant communities on the west and east Slopes 

with the same altitude are in the range of 0. 00 一 0. 25 which representing a extremely 

dissimilar level at north，north-middle，middle-south and south sections，It means that 

ant communities have great difference on the west and east slopes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Key words ”Ants，Community，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West and 

east slope，Comparison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蚁 科 昆 虫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 结 题 报告 ) 

徐 正 会 杨 比 伦 胡 刚 于 新 文 王仁 师 
(西南 林学 院 资源 学 院 , 云 南 省 昆明 市 ,650224) 

摘 要 采用 样 地 调查 法 首次 研究 了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 东 坡 垂直 带 、 

西 坡 水 平 带 、 东 坡 水 平 带 的 蚂蚁 群落 ， 对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进行 了 比较 研究 。 探 讨 了 东 、 西 

坡 垂直 带 和 水 平 带 蚁 科 昆 虫 属 、 种 的 区 系 成 分 替代 规律 ， 调 查 了 6 亚 科 50 属 164 种 蚂蚁 的 

垂直 生态 位 ， 分 别 研 究 了 属 和 种 的 生态 适应 型 ， 剖 析 了 该 地 区 蚂蚁 种 群 的 社会 结构 。 应 用 

形态 分 类 方法 首次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蚁 科 昆 虫 进行 系 统 分 类 研究 ， 鉴 定 出 8 亚 科 ，50 

属 ，166 种 。 其 中 发 现 新 属 1 属 〈 高 黎 贡 蚁 属 Caoligorzgidris gen. nov. )，1 个 中 国 新 记录 

属 “〈 罕 结 蚁 属 Stenrazzazza Westwood); 发 现 5 新 种 〈 黄 色 猛 蚁 Pomera zaztpa sp nov. ， 片 

马 独 蚁 Pomera ziazzzzaza SPp. nov. ， 坝 湾 猛 蚁 Pomera paruazia SP. nov. ， 双 齿 猛 蚁 Pomera 

aiodonta sp. nov. ， 平 背 高 黎 贡 蚁 Caoligomgiqaris plazodorsa sp. nov. ) ，11 个 中 国 新 记录 

种 ， 以 及 40 个 待定 种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自 然 保 护 区 ， 蚂 蚁 ， 生 物 多 样 性 

1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垂直 带 蚂 蚊 群落 研究 
西 坡 不 同位 置 垂直 带 上 不 同 海拔 植被 类 型 均 有 特有 种 。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以 山体 中 部 特 

有 种 最 多 ， 山 体 上 部 和 下 部 均 减 少 ; 中 南 段 和 南 段 以 山体 下 部 特有 种 最 多 ， 随 海拔 升 高 
特有 种 减少 。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呈 现 随 着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数目 增加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 例 减 小 的 

规律 。 南 段 则 呈现 相反 的 规律 ， 即 随 海拔 升 高 优势 种 数目 减少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例 增加 。 

中 南 段 缺 少 规律 性 。 西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呈现 出 2 个 相反 的 规律 :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以 山体 

中 部 物种 数 最 多 ， 山 体 上 部 多 样 性 指数 大 于 山体 下 部 ， 随 海拔 升 高 均匀 度 增加 ， 优 势 度 
减少 ， 而 在 中 南 段 和 南 段 ， 随 海拔 升 高 物种 数目 、 多 样 性 指数 和 均匀 度 指数 增加 ， 优 势 
度 指 数 减少 。 从 北向 南 2 个 相反 的 规律 是 逐渐 过 渡 的 。 西 坡 垂直 带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 
似 性 极 低 ， 只 有 中 北 段 1650m 处 季风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2000m 处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之 间 达 
到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相 似 性 系数 也 表现 出 2 个 相反 的 规律 性 : 随 海拔 升 高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垂直 带 上 相 邻 的 2 个 群落 间 相 似 性 递减 ;而 在 南 段 随 海 拔 升 高 相 邻 的 2 个 群落 间 相 似 性 
递增 。 

2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 坡 垂直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除了 次 生性 的 旱 冬瓜 林 缺 少 特 有 种 外 ， 不 同位 置 垂直 带 上 各 植被 类 型 均 有 特有 种 。 

其 中 北 段 以 山体 中 下 部 1500m 云南 松林 特有 种 最 多 ， 随 海拔 升 高 特有 种 数量 减少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特 有 种 数量 均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递减 。 东 坡 垂直 带 上 北 段 和 中 北 段 随 海 
fl 人 



拔 升 高 蚂蚁 群落 优势 种 数量 缺乏 规律 性 ， 但 山体 上 部 原始 林内 出 现 了 较 多 的 优势 种 ;中 

南 段 和 南 段 随 海拔 升 高 蚂蚁 优势 种 数量 递减 ， 优 势 种 所 占 比 例 递 增 。 植 被 次 生化 和 栖息 

地 片断 化 通常 导致 群落 中 出 现 单 优 势 种 。 在 东 坡 垂直 带 上 ， 除 了 北 段 山体 中 下 部 1500m 

云南 松林 处 出 现 极端 例外 〈 物 种 数量 达 41 种 )， 均 呈现 随 着 海拔 升 高 物种 数目 和 多 样 性 

指数 递减 的 显著 规律 性 。 随 海拔 升 高 ， 基 本 呈现 出 优势 度 递 增 、 均 匀 度 递减 规律 ， 但 是 

山体 上 部 原始 林内 通常 表现 出 较 高 的 均匀 度 ， 而 植被 次 生化 和 栖息 地 片断 化 通常 导致 出 

现 较 高 的 优势 度 。 在 东 坡 垂直 带 上 ， 除 了 中 北 段 1500m 季风 常 绿 益 叶 林 与 海拔 2000m 

旱 冬 瓜 林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达到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外 ， 其 余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0. 25 的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在 北 段 和 南 段 ， 随 海拔 升 高 相 邻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递减 ; 而 在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 以 山体 中 部 与 中 下 部 相 邻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最 大 。 

3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西 坡 1500m、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位 置 蚂蚁 群落 均 有 特有 种 。 但 是 从 北 到 

南 特有 种 数量 缺乏 规律 性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特 有 种 数目 最 多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特 有 种 最 多 。 南 段 与 北 段 的 优势 种 不 同 。15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 

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北 段 优 势 种 较 少 且 百 分 比较 大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中 北 段 优势 

种 较 多 且 百 分 比较 小 ， 南 段 优 势 种 较 少 且 百 分 比较 大 。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蚂蚁 群落 表现 出 了 

明显 的 规律 性 。 物 种 数 在 1500m 等 高 线 南 段 多 于 北 段 ， 在 20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 到 南 依 

次 递减 ， 在 中 南 段 次 生 灌 从 处 出 现 例外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不 同 地 段 物种 数 趋 于 相等 。 

优势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降低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外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在 1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升 高 ， 

而 在 2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从 北向 南 依次 降低 ， 在 北 段 出 现 例 外 。 在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 
同一 等 高 线 不 同位 置 蚂 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系数 在 0. 00 一 0. 50， 处 于 极 不 相似 至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说 明 高 黎贡山 西 坡 水 平 带 上 从 北向 南 蚂 蚁 群落 存在 明显 差异 。 从 北向 南 ， 

1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降低 ， 而 2500m 等 高 线 上 相 邻 蚂蚁 群 
落 之 间 的 相似 性 逐渐 升 高 。 

4 高 黎贡山 东 坡 水 平 带 蚂蚁 群落 研究 
除 2500m 等 高 线 中 南 段 外 ， 各 等 高 线 的 不 同位 置 均 有 特有 种 。 在 1000m、1500m、 

2000m、2500m 等 高 线 上 ， 普 遍 呈 现 出 南 段 特 有 种 多 于 北 段 的 特点 ， 但 是 1500m 等 高 

线 北 段 泸 水 出 现 特有 种 极端 偏 高 例外 。 从 北向 南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不 同位 置 的 优势 种 差异 明 

显 ， 大 多 数 物种 只 在 1 个 样 地 中 表现 为 优势 种 。1000m 和 2000m 等 高 线 上 北 段 优势 种 

最 多 而 中 北 段 优 势 种 最 少 ，1500m 等 高 线 上 南 段 优 势 种 最 多 ，2500m 等 高 线 上 则 以 

2500m 等 高 线 优势 种 最 多 。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物种 数 表现 出 明显 规律 性 ， 体 现 了 蚂蚁 群落 

在 南北 向 的 差异 性 。 从 北向 南 ，1000m 和 2500m 等 高 线 物 种 数 依次 递增 ， 而 1500m 等 

高 线 物 种 数 依 次 递减 ，2000m 等 高 线 缺 乏 规律 性 。 优 势 度 、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通常 缺乏 

一 致 的 规律 性 ， 仅 在 1000m 等 高 线 上 表现 出 多 样 性 从 北向 南 依次 递增 的 特点 ， 说 明 这 

些 指标 与 植被 性 质 和 结构 密切 相关 。1000m 等 高 线 上 以 南 段 坝 湾 河 谷 稀 树 灌木 草 从 多 

样 性 最 大 (2.5526)，1500m 等 高 线 上 以 中 北 段 上 江 季 风 常 绿 益 叶 林 多 样 性 最 

共和 训 



大 (1. 8302),2000m 等 高 线 上 以 北 段 泸 水 半 湿 润 常 绿 益 叶 林 多 样 性 最 大 (1. 5960)， 

2500m 等 高 线 上 以 中 北 段 上 江 中 山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多 样 性 最 大 (0. 6932) 。 东 坡 水 平 带 

上 同一 海拔 植被 类 型 相似 ， 但 是 蚂蚁 群落 之 间 差 异 显著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00 一 0. 50。 

山体 下 部 1000m 等 高 线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较 大 ， 相 似 性 系数 在 0. 25 一 0. 50， 均 达 

到 中 等 不 相似 水 平 ， 随 着 海拔 增加 ， 同 一 水 平 带 上 和 群落 之 间 相 似 性 减 小 。 相 同 植被 类 型 

之 间 相 似 性 较 大 。 

5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西 坡 蚂蚁 群落 比较 研究 

除 北 段 3000m 西 坡 外 ， 各 地 段 不同 海 拔 东 西 坡 均 有 优势 种 。 同 一 海拔 高 度 上 东西 

坡 共有 种 极 少 〈 仅 3 种 )， 说 明 东 西 坡 优势 种 差异 显著 。 在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西 坡 ， 东 坡 优势 种 的 百分比 较 小 ， 而 在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优势 种 数目 多 于 东 坡 ， 

西 坡 优势 种 百分比 较 小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4 个 地 

段 ， 东 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主要 指标 存在 明显 差异 。 北 段 和 南 段 东 坡 物种 数目 

多 于 西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西 坡 物 种 数目 多 于 东 坡 。 通 常 东 坡 密度 大 于 西 坡 ， 但 是 中 

南 段 西 坡 密度 大 于 东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西 坡 优势 度 大 于 东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东 坡 优势 

度 大 于 西 坡 。 北 段 和 南 段 多 样 性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而 中 北 段 和 中 南 段 多 样 性 西 坡 大 于 东 

坡 。 均 匀 度 通常 东 坡 大 于 西 坡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段 、 中 北 段 、 中 南 段 、 南 段 东西 

坡 对 应 海拔 高 度 上 蚂蚁 群落 之 间 存 在 显著 差异 ， 相 似 性 系数 均 在 0. 00 一 0. 25， 处 于 极 

不 相似 水 平 。 

6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蚁 科 昆虫 区 系 成 分 替代 规律 研究 
在 垂直 带 上 ， 属 级 分 类 阶 元 的 替代 总 体 上 表现 为 喜 炎 热 的 古 热带 成 分 〈 马 来 西亚 界 

成 分 )、 喜 上 暖 热 的 东洋 界 成 分 与 喜 温 凉 的 古 北 界 成 分 之 间 的 替代 。 在 海拔 1000m 以 下 分 
布 着 证 热带 的 典型 属 ， 在 海拔 1000 一 2000m 分 布 着 东洋 界 的 典型 属 ， 而 在 海拔 2000m 
以 上 分 布 有 典型 的 古 北 界 属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南北 长 约 135km， 即 使 在 如 此 有 限 
的 纬度 范围 内 ， 还 是 表现 出 了 热量 分 配 的 差异 以 及 由 此 决定 的 蚁 科 昆虫 属 级 分 类 阶 元 在 
水 平 带 上 的 替代 现象 。 具 体 表 现 为 南部 分 布 、 中 部 分 布 及 北部 分 布 3 类 不 同 的 属 之 间 的 

相互 替代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东西 宽 约 9km， 虽 然 范 围 十 分 有 限 ， 依 然 在 东西 坡 上 
表现 出 属 级 分 类 阶 元 的 替代 现象 ， 具 体 表现 为 西 坡 分 布 和 东 坡 分 布 两 类 。 种 级 分 类 阶 元 
的 蔡 代 同样 表现 在 垂直 带 、 水 平 带 和 东西 坡 3 个 方面 。 有 15 个 属 的 物种 表现 出 垂直 替 
代 现 象 ， 还 有 15 个 属 的 物种 表现 出 水 平 蔡 代 现 象 ， 另 有 13 个 属 的 物种 表现 出 东西 坡 替 
代 现 象 。 

7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蚊 科 昆虫 生态 位 研究 
蚂蚁 的 生态 位 可 划分 为 水 平生 态 位 和 垂直 生态 位 ， 本 研究 限于 调查 垂直 生态 位 。 蚂 

蚁 的 垂直 生态 位 可 进一步 区 分 为 宽 生 态 位 、 中 生态 位 、 罕 生态 位 3 类 。 对 蚁 科 6 亚 科 
50 属 164 种 的 垂直 生态 位 调查 表明 ， 同 属 内 不 同 物种 通常 表现 出 对 生态 位 选择 的 多 样 

性 ， 但 总 体 上 看 以 中 生态 位 和 窄 生态 位 物种 占 多 数 。 对 50 属 164 种 蚂蚁 生态 位 的 详细 

分 析 表 明 ， 同 属 内 同一 类 别 生态 位 的 物种 对 环境 的 进一步 选择 和 分 化 是 一 普遍 规律 ， 这 
574 。 



种 细致 的 选择 分 化 表现 在 更 食 场所 和 筑 巢 场所 的 差异 上 ， 通 常 一 二 个 物种 选择 一 个 方 
向 ， 很 少 有 多 个 物种 选择 同一 方向 的 情况 。 调 查 表 明 ， 有 时 会 出 现 不 同属 物种 对 生态 位 

选择 的 雷同 或 相似 ， 但 因为 不 同属 物种 在 食物 类 别 和 筑 巢 空间 位 置 方面 基本 不 同 ， 所 以 

生态 位 的 雷同 不 会 引起 不 同属 内 物种 间 的 直接 竞争 。 

8 高 黎贡山 目 然 保 护 区 蚁 科 昆 虫 生态 适应 型 研究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土 壤 -地 表 型 和 宽 生 态 位 型 属 占有 绝对 优势 ， 完 全 缺少 植 

物 栖息 型 属 。 同 时 以 亚热带 广 布 亚 型 属 比例 最 大 ， 温 带 分 布 亚 型 属 比例 最 小 。 在 所 有 亚 

型 中 ， 以 宽 生 态 位 型 中 的 亚热带 分 布 亚 型 比例 最 大 ， 有 15 属 ， 该 亚 型 因而 成 为 高 黎 贡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最 为 重要 的 亚 型 。 宽 生态 位 型 中 的 亚热带 温带 广 布 亚 型 是 高 黎贡山 山区 适 

应 性 最 强 的 属 (共有 3 属 : 细 胸 蚁 属 、 大 头 蚁 属 、 败 属 ) ， 土 壤 -地 表 型 中 的 亚热带 温带 

广 布 亚 型 是 适应 性 仅 次 于 前 者 的 亚 型 (共有 5 属 : 厚 结 猛 蚁 属 、 红 蚊 属 、 切 叶 蚁 属 、 盘 

腹 蚁 属 、 平 结 蚁 属 ) 。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蚂蚁 物种 依据 其 垂直 生态 位 可 划分 为 6 个 

生态 型 ， 依 据 其 所 分 布 的 垂直 气候 带 可 进一步 将 各 生态 型 划分 为 5 个 生态 亚 型 。 在 6 个 

生态 型 中 ， 以 土壤 -地 表 型 比例 最 大 有 69 种 ， 地 表 栖 息 型 次 之 有 35 种 ， 以 植物 -地 表 型 

比例 最 小 ， 只 有 4 种 。 在 5 个 生态 亚 型 中 ， 各 生态 型 通常 以 中 北 亚热带 分 布 亚 型 比例 最 

大 ， 只 有 宽 生 态 位 型 以 亚热带 分 布 亚 型 比例 最 大 。 土 壤 - 地 表 型 中 的 中 北 亚热带 分 布 亚 

型 (27 种 )、 亚 热带 广 布 型 (23 种 ) 和 地 表 栖 息 型 中 的 中 北 亚 热带 分 布 型 (22 种 ) 成 

为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的 3 大 物种 群 。 宽 生态 位 型 中 的 亚热带 温带 广 布 亚 型 (1 种 ,四 

结 蚁 sp. 1) 和 土壤 -地 表 型 中 的 亚热带 温带 广 布 型 (5 种 ， 黄 足 厚 结 猛 蚁 、 拉 帕 铺 道 蚁 、 

马 格 丽 特 红 蚁 、 丽 塔 红 蚁 、 康 斯 坦 斯 大 头 蚁 ) 是 保护 区 适应 性 最 强 的 物种 。 

9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蚁 科 昆 虫 种 群 社 会 结构 研究 

9.1 蚁 后 制 

在 被 调查 的 7 个 亚 科 中 ， 猛 蚁 亚 科 为 单 蚁 后 制 ， 只 有 厚 结 猛 蚁 属 偶尔 出 现 双 蚊 后 
制 。 粗 角 蚁 亚 科 、 行 军 蚁 亚 科 、 盲 蚁 亚 科 的 蚁 后 制 尚 不 清楚 。 切 叶 蚁 亚 科 通常 为 单 蚁 后 
制 ， 只 有 举 腹 蚁 属 和 大 头 蚁 属 偶尔 出 现 双 蚁 后 制 ， 小 家 蚁 属 偶尔 出 现 三 蚁 后 制 。 臭 蚁 亚 

科 多 数 属 为 单 蚁 后 制 ， 但 酸 具 蚁 属 的 蚁 后 制 表 现 出 多 样 性 ， 除 单 蚁 后 制 外 还 有 双 蚁 后 制 
和 四 蚁 后 制 。 蚁 亚 科 通常 为 单 蚁 后 制 ， 其 中 平 结 蚁 属 和 立 毛 蚁 属 偶尔 出 现 多 蚁 后 制 ， 以 

拟 毛 蚁 属 的 蚁 后 制 最 为 复杂 ， 有 单 蚁 后 制 、 双 蚊 后 制 、 三 蚁 后 制 、 四 蚁 后 制 4 种 。 

9.2 雄 蚁 的 出 现 

在 被 调查 的 7 个 亚 科 中 ， 雄 蚁 均 为 罕见 型 ， 多 数 情况 下 是 与 具 翅 肉 蚁 同时 于 繁殖 季 
节 出 现 ， 偶 尔 在 没有 雌 蚊 时 出 现 。 

9.3 工 蚊 的 型 

在 被 调查 的 7 个 亚 科 中 ， 猛 蚊 亚 科 、 粗 角 蚊 亚 科 、 盲 蚁 亚 科 、 臭 蚁 亚 科 4 个 亚 科 工 
蚁 均 为 单 型 性 ， 蚁 梨 中 没有 分 化 出 兵 蚁 。 行 军 蚁 亚 科 的 工 蚁 均 为 多 型 性 ， 蚁 梨 中 分 化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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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蚁 且 为 多 态 性 ， 至 少 有 3 个 不 同 大 小 的 型 。 切 叶 蚁 亚 科 中 ， 稀 切 叶 蚁 属 和 大 头 蚁 属 工 

蚁 二 型 性 ， 已 经 分 化 出 1 种 形态 的 兵 蚁 ; 巨 首 蚁 属 工 蚁 为 多 型 性 ， 已 经 分 化 出 二 三 个 形 
态 的 兵 蚁 。 蚊 亚 科 中 有 拟 毛 蚁 属 和 号 背 蚁 属 2 个 属 出 现 工 蚁 的 分 化 ， 为 二 型 性 或 多 型 

性 ， 蚁 偶 中 出 现 单 型 或 多 型 的 兵 蚁 。 

9.4 蚁 蝎 大 小 

在 被 调查 的 7 个 亚 科 中 ， 通 常 建 偶 初期 为 微型 偶 ， 并 有 工 蚁 参与 建 偶 ， 一 些 工 蚁 多 

型 性 的 属 有 工 蚁 和 兵 蚁 参与 建 梨 。 猛 蚁 亚 科 到 后 期 通常 达到 小 型 巢 规 模 ， 只 有 厚 结 猛 蚁 

属 的 一 些 巢 达到 中 型 巢 水 平 。 粗 角 蚁 亚 科 到 后 期 可 达到 小 型 巢 规 模 。 行 军 蚁 亚 科 和 盲 蚁 
亚 科 到 后 期 可 达到 中 型 巢 规 模 。 切 叶 蚁 亚 科 中 ， 角 腹 蚁 属 、 高 黎 贡 蚁 属 、 罕 结 蚁 属 、 细 

胸 蚁 属 、 棒 切 叶 蚁 属 、 盘 腹 蚁 属 可 达到 小 型 巢 规 模 ， 火 蚁 属 、 黎 切 叶 蚁 属 、 巨 首 蚁 属 、 

铺 道 蚁 属 、 红 蚁 属 可 达到 中 型 巢 规 模 ， 举 腹 蚁 属 、 大 头 蚁 属 、 小 家 蚁 属 的 一 些 物 种 可 以 

达到 大 型 梨 水 平 。 具 蚁 亚 科 中 ， 狭 身 蚁 属 、 止 具 蚁 属 、 和 具 蚁 属 可 达到 小 型 梨 规 模 ; 穴 臭 

蚁 属 可 达到 中 型 巢 规 模 ， 酸 具 蚁 属 可 达到 大 型 嘛 水 平 。 蚁 亚 科 中 ， 蚁 属 和 多 刺 蚁 属 可 达 
到 小 型 巢 规 模 ， 刺 结 蚁 属 、 斜 结 蚁 属 、 平 结 蚁 属 、 毛 蚁 属 、 立 毛 蚁 属 、 号 背 蚁 属 可 达到 

中 型 巢 规 模 ， 光 结 蚁 属 、 拟 毛 蚁 属 可 达到 大 型 巢 水 平 。 有 时 同属 内 的 不 同 物种 蚁 巢 级 别 
不 同 。 

10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蚁 科 昆 虫 系统 分 类 研究 
应 用 形态 分 类 方法 首次 对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蚁 科 昆 虫 进行 系统 分 类 研究 ， 鉴 定 出 

8 亚 科 ，50 属 ，166 种 。 其 中 发 现 新 属 1 工 属 〈 高 黎 贡 蚁 属 Caoligomzgiaris gen，nov. )， 

中 国 新 记录 属 1 属 (〈 罕 结 蚁 属 Siexzazz7zza Westwood); 发 现 新 种 5 种 〈 黄 色 猛 蚁 Po7- 

ea Za7 太 0 SP。 nov. ， 片 马 猛 蚁 Pomera pzazzza7a sp。nov. ， 坝 湾 独 蚁 Pomera pazwua7za 

sp. nov. ， 双 齿 猛 蚁 Ponera aiodozta sp， nov. ， 平 背 高 黎 贡 上 及 Gaoligomzgidris 力 1a7z- 

odorsa SPp. nov. ) ， 中 国 新 记录 种 11 种 ， 待 定 种 40 种 。 编 制 了 亚 科 、 属 、 种 的 检索 表 ， 

绘制 了 54 个 物种 的 详细 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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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 步 甲 属 一 新 种 记述 (鞘翅 目 : 步 甲 科 ) 

梁 宏 斌 :Yuki Imura 

《1 中国 科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 北 京 ”100080) 

(2 Shinohara-cho 1249-8，Kohoku-ku，Yokohama，222-0026 ，Japany) 

摘 -要 本 文 记 述 了 采 自 中 国 云南 、 越 南 和 老挝 的 爪 步 甲 属 一 新 种 : 垂 角 爪 步 甲 〈Om~- 

ycholapis zezdulazgulus Liang and Imnura，n.。 sp. ) 。 该 新 种 前 胸 背 板 前 角 垂 直 向 下 方 弯曲 ， 

呈 刺 状 ， 从 而 和 同属 其 他 种 类 明显 不 同 。 新 种 模式 标本 分 别 保存 在 中 国 科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 、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物 所 标本 馆 、 美 国 加 州 科 学 院 标本 馆 〈 旧 人 金山) 、 日 本 自然 科学 博物 馆 
(东京 ) 和 英国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 伦 敦 ) 。 

关键 词 ” 步 甲 科 ， 爪 步 甲 属 ， 新 种 

Ozycholapbis Bates (1873) is one of the genera belonging to the tribe Platynini of the 

family Carabidae。 It was proposed by Bates for a Chinese specles，O. Si7ze1151S Bates， 

which he described based on a single female specimen collected from the banks of the 

Yangzi River in Sichuan Province，China， Since then，eight more taxa belonging to this 

genus have been described: O. zelitopzxs Bates，1892【〈 王 Cazrdzomzera operthzerz Main- 

dron，1899) (India);，O. acxta7zzgwlus Andrewes，1923 〈JIndia ); OO. arrorwz Jedlicka， 

1935 (Philippines) ;，O. /xzozez1szs Jedligka，1935 (Philipplnes); O. aacrozpsg Louwer- 

ens，1955 (Borneo ); OO. sizez1sis 71CRa7zei asahara; 1986 〈Japan) ，O. xezoz Paik and 

Lafer，1995 (Korea) ; and O. vietzza7azzcaws Kasahara，1995 (Vietnam)， All of these spe- 

cies/subspecies are distributed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from India east to Ja- 

pan and south to Borneo (Indonesia ). 

In early 2001，while working in the insect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the first author (Liang) discovered three strange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Northern Vietnam， One of them bore a determination label by 

S.，L. Straneo indicating “Onzychnolapis ? acuta7guLS Andr. ”， Antennomere 3 pubscent 

and four times as long as antennomere 2，mandibles long and claw=like，strlae deep and 

punctate indicated these Vietnamese specimens to be amember of Ozychnolapis，Howev- 

er，careful comparative revievw of other specimens of O，acxwta7zgwLus indicated that they 

had uniquely shaped front pronotal angles，and therefore were not conspecific with 

Andrewes Species。These specimens were then sent to the second author (Imura) for re- 

view，and agreement was reached on their status as a Species new to Sclence， 

x< 本 文 2003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 28 (4): 688 一 691。 



Liang and Imura completed a manuscrlpt describing this nevw taxon and Submitted it 

for publication。 The manuscript was then sent by the journal editor to Dr，David Ka- 

vanaugh for review. 开 avanaugh recognlzed this new Species from 60 specimens which he 

had collected in 1998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China. 

He immediately contacted Liang and offered to include the additional material in the spe- 

cies description。Liang and Imura then with drew their manuscript; and the expanded 

description，including the materials from China and Laos，is provided here. 

The abbreviations used herein are as follows: HW-greatest width of head including 

eyes; PIL-length of pronotum，measured along the mid-line; PW-greatest width of pro- 

notum; PBW-width of pronotal base，measured between the tips of hind angles; 下 上 W- 

greatest width of elytra; 琶 L-greatest length of elytra. 

Ozychnolapzs bpezQxLa72gLUS Liang et Imura，NEW SPECIES (Figs，1 一 6) 

Figs. 1 一 6 Orzychnolapis pezdulazgxwLxus ，Liang and Imura，NEW SPECIES. 

1: Dorsal habitus of holotype.。 2:Aedeagus，lateral view。3:Apical part of aedeagus，dorsal view. 4:Left pa- 

ramere，jlateral view。5:Right paramere，lateral view。6 :Female reproductive tract，ventral view(Pparatype 

from Yunnan). Scale bar: 0. 2mm for Figs. 2 一 5，0. 4mm for Fig. 6 

Types，Holotype: a male，deposited in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lences，Beijing (IOZ) ，labeled: “CHINA，Yunnan Province，Gaoligong Mountalins， 

3aoshan Prefecture，Baoshan County，Bawan，(1040m，24"57. 1 N 98"50.1 E)，8 No- 
人 



vember 1998，Stop# 98-130，D，H. Kavanaugh，C.， E.Griswold，R.、Li 饼 H. -X， He 

collectors”/“CASENT 1008749”/“HOLOTYPE Onpzychnolapis zezCxLa72gULUS Liang 

所 Imura”. 

Paratypes，32 males and 27 females，same collection data as holotype，in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IOZ, and 下 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KKIZ) ;， one male， 

“Tonkin | 三 northern Vietnam ]，Hoa-Binh，Jul 1939，A. de Cooman”in IOZ，one fe- 

male，same locality and collector，but“Mar. 1937”,， in Department of Zoology，Nation- 

al Science Museum，Tokyo，and one female，same locality and collector，but with no 

dateyinIOZ lalsy Tonkin Hoabinh，Jan 1917，R2 V、de Salvaza”，inm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BMNH); 1 male,“Laos，Thadeua，9. II，1918，R. Vital- 

is de Salvaza”, in BMNH; 2 males and 3 female,“Laos，Tha Deua，3. HI. 1918，R，V， 

de Salvaza”, in BMNH; 1 male and 2 females,“Luang Prabang，Ban Samang，20. X[. 

1918，R. V. de Salvaza”,， in BMN 了 . 

Type locality.，Bawan，Baoshan County，Baoshan Prefecture，Yunnan Province， 

China。，Diagnosis。The new Species seems to b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O7zzychnolapzs Qcz- 

ia7gMLS Andrewes，based on the chaetotaxy of pronotum (anterior and posterior lateral 

Setae) ，elytra (two setae on interval 3) and terminal abdominal sternite (one pair of pos- 

terior paramedial setae in males and four pairs in females) ;but the former is readily dis- 

tinguishable from the latter by the uniquely shaped front angles of the pronotum，which 

are nearly perpendicularly bent ventrad and sharply pointed at the tips，The pronotal 

front angles of O.， acauta7zzgxwlxs are rectangularly (or slightly acutely) shaped and 

sharply projected forwards，but not bent ventrad，JIn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enus， 

the pionotal front angles are more or less rounded. 

Description. Length 9. 2 一 9. 8mm (including mandibles). Width: 3. 4 一 3. 8mnm. 

Black though much more brown in teneral individual，partially with faint iridescent lus- 

ter on ventral side; mandibles，labrum and mentum red-brown; antennae，palpi and legs 

light brown。 Head as in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enus，with large and strongly promi- 

nent eyes and remarkably constricted neck; vertex gently convex above with the Surface 

very smooth and shiny，microsculpture partly and sparsely visible，formed as isodiamet- 

Tric mesh; frontal furrows rather deeply concave，almost parallel in front and slightly 

divergent posteriad; outside of frontal furrows longitudinally rugulose; anterior Supra- 

orbital setae inserted before mid-eye level，posterior ones a jlittle before postreye level; 

mandibles long，slender，gently curved inwards and gradually tapered toward tips which 

are not So sharply pointed; terminal segments of maxillary palpl slender，almost as long 

as the penultimate，a little cylindrical in median portion and truncate at apices; terminal 

segments of labial palpi shorter than the penultimate; penultimate segments of labial 

palpi bisetose; median tooth of mentum bifid with each apex sharply pointed; submen- 

tum quadrisetose; antennae filiform，extending to the middle of elytra; relative lengths 

ofoscapeyardrsegimnentsW2et6Yadsollosuidn000200462n12830SRISEBTSUR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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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Pronotum trapezolid，wider than long，widest at apex，and almost as wide as head; 

PWV/HVW approximately 1. 03 (1. 02 一 1.060)，PWVPL 1.24 (1. 21 一 1.27)，PAW/PBW 

6 4 一 1 68) apical margin widely and rather deeply emarginate throughout; 

front angles triangularly produced forwards with the apices nearly perpendicularly bent 

ventrad and sharply pointed at tips to form thorn-like spines; lateral margins finely re- 

flexed above，almost parallel-sided in apilcal third，rather acutely convergent towards 

basal sixth，then gently sinuate before hind angles which are triangularly pointed and 

protruded laterad; two pairs of marginal setae inserted，one at apical seventh and anoth- 

er on hind angles; basal margin obviously bisinuate and unbordered; disc moderately 

convex above，with the surface smooth，though rather sporadically scattered with large 

punctures along basal and lateral portions，microsculpture visibly {forming transVerse 

meshes; median longitudinal line narrovw but distinctly Impressed throughout，laterobas- 

al foveae deep. lytra subovate，moderately convex above，widest slightly posteriad 

middle，much wider than pronotum，with distinct shoulders; EL/EW 1.61 (1.58 一 

1.67)，EW/PW 1. 80 (1.75 一 1.86); basal borders short and gently curved; basal mar-= 

gins wide，oblique and extended to shoulders which are distinct，though roundly arcu- 

ate;i lateral sides almost parallel-sided in basal portions，moderately convergent toward 

apices，slightly but apparently produced just before aplices which are conjointly rounded; 

scutellar striole long，lying on primary intervals，Ppunctate; striae between intervals 

rather deeply Impressed，forming regularly set rows of punctures except apical fourth 

where punctures become indistinct; intervals smooth，microsculpture visibly forming 

transverse meshes，gently convex above in apical half and progressively flatter toward 

apices; a pair of anterior discal pores recognized on the third striae at basal fifth，poste- 

rilor ones visible on the second striae a jlittle behind the middle. Sterna rather coarsely 

punctate and metasterna smooth， Terminal sternite with one seta on each side in male， 

3 一 4 setae in female，Legs long and slender，basal three segments of male protarsi not 

dilated though associated with two rows of adhesive hairs on ventral side，fourth seg- 

ment bifurcated at tip。 Aedeagus long and slender，slightly arcuate at basal third in lat- 

eral view，then almost straightly extending toward apex which is round (Fig. 2); in dor- 

sal view，apical lamella slightly tapered towards apex，mnearly twice as long as wide 

(Fig. 3); left paramere foliate and rounded at apex (Fig. 4); right paramere small and 

narrow，with rounded apex (Fig. 5). Female reproductive tract as in Fig. 6，apical geno- 

coOxite triangular，with four lateral and one dorsal ensiform setae，basal genocoxite with 

apical fringe of eight or nine setae，bursa copulatrix without microtrichia，Sspermatheca 

slightly arcuate，spermathecal gland with spherical apex. 

Distribution。 Presently known from Bawan of Baoshan County，on the eastern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n Western Yunnan Province，China，from HoaBinh 

Province，Northern Vietnam，and from Luang Prabang and Tha Deua，Northern Laos. 

The specimens from Yunnan were collected at night by headlamp from the moist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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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onry walls of a drainage ditch beside the road，The area was shaded by large trees， 

and water was seeping over the walls and from cracks in the stone walls，There was a 

thin layer of algae and mosses on some of the wettest parts of the wal]. 

Etymology。The new species is named for its uniquely shaped pronotal front an- 

gles，Material examined.，A total of 73 specimens (39 males and 34 females) were ex- 

amined (see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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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OPm ycPpolapzs 

Bates ( Coleoptera ，Carabidae) from 

China，Vietnam，and Laos 

LIANG Hong-binl Yuki Imura: 

(1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0，Chinay) 

《2 Shinohara-cho 1249-8，Kohoku-ku，Yokohama，222-0026，Japan) 

Abstract COzychnolapzs pezzdxLa72gULUS Liang and Imura，new Species，1S 

8 下 7 



described from Western Yunnan Province，China，Northern Vietnam and La- 

os，Adults of this species are readily distinguished from members of other con- 

generic Species by the uniquely shaped front angles of the pronotum。 Photo-= 

graph of dorsal habitus，illustrations of aedeagus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tract 

are Drovided. 

Key words Opzycholapzs Bates，Carablidae，new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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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Drypta orgicollis MacLeay and the status 

of the Cenus-group Name，Desera Dejean ，1825S 

(Coleoptera : Carabidae: Dryptini) 

Hong Bin-liang: ，David 再 .Kavanaugh ，Mingyl Tian 

(1 Institute of Zoology，Beijing 100080，China) 

(2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Golden Gate Park，San Francisco，CA 94118，USA) 

(3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The taxonomic status of Dryzpta /omgzicollzs MacLeay，1825，mlstreated as Desera Lozzgz- 

colLis (MacLeay) for over a century，is clarified in this paper as a species of Dryzta Latreille。With 

Dryzta omgicollis as type Species，genus Desera Dejean is a subjective junior Synonym of Drypta; and 

DenaxroceLlas Schmidt-Gobel is the valid generic name for the species with pentinate tarsal claws and pre- 

viously included in Desera。Specimens identified as Dryzpta omzgzco12is MacLeay in Andrewes collecti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re found to represent Desera zzzaent 如 刀 〔〈MacLeay 1825). Additional de- 

Scriptions of Dryzpta omzgzicollis and Desera zzzdentat 〈MacLeay) and photographs of their type speci- 

mens are provlded. 

Desera Hope (1825) is one of the two old world genera currently recognlzed in tribe 

Dryptini of family Carabidae， Its members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 other genus，Dryzpta 

Latreille (1796) ，in having pectinate tarsal claw (Andrewes 1936)，About 18 Desera 

Species have been described (Lorenz 1998a)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astern Asia. 

While sorting specimens of Carabida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IOZ) ，in Beijing，the first author (Liang) discovered Several interesting Desera specil- 

mens collected from Yunnan Province，China，These specimens with brown femora， 

black tibia，and acute outer angles of their elytra，keyed out as Desera LozzgzcoLLzs 

(MacLeay 1825) ，based on the works of Heller (1923) ，Andrewes (1936) and Hansen 

(1976). 了 oowever，Jedli ska's monograph (1963) indicated that，in 刀 .， /Lozgzcollzs Ma- 

cLeay，the“Aussenwinkel der Flugeldecken stumpf”[Louter angles of elytra acute]，In 

an effort to resolve this contradiction，Liang wrote to Dr。，Thierry Deuve in Museum 

National d Histoire Naturelle (MNHN) in Paris to request information about the type 

specimen of this species，Deuve kindly examined the type and informed Liang that the 

outer angle of each elytron in the type of D. Lomgzcollzs MacLeay was rounded (Fig. 1)， 

not acute. 

<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PROCEEDINGS OF 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SIENCES,55(018) :377 一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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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then sent his specimens to the third author (Tian) in MNHN for compari- 

son。Subsequent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revealed that these speclimens Were not iden- 

tical with those of D. omgzcollis. Tian also noticed that the types of Desera [ozgzicolLLzs， 

with simple claws，was actually a member of the genus Dryzptia，the genus in which this 

species was originally described，and not of the genus Desera.。 Subsequently，Liang bor- 

rowed specimens of Desera zx7zzCezztata (MacLeay 1825) and Dryzpta LozgicolLis Ma- 

cLeay 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NHM) in London and MNHN，and deter- 

mined that the specimens from Yunnan were lidentical with Desera zzzdezztata (Ma- 

@jisesy) CRiE 2)》 specimens. 

Fig. 1 一 2 ”了 abitus and labels of type specimens 

Scale lines 一 2. 0mm。 1:Lectotype of Dryzta 1omgicozlis 

MacLeay，1825 (from India). 2: Holotype of Drypta 

unidentata MacLeay，1825 (From Java) 

The fact that Dryzta Lomgicollis McLeay is actually a member of genus Dryzptia La= 

trellle，and not of Desera Dejean，is also problematic because Dozgicolliis is the type 

Species of Desera Dejean。 The valid generic_ name for the Species with pectinate tarsal 

claws，currently included in genus Desere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js: to establish the valid generic name for the Species 

currently included in genus Desera Dejean; (DOD) to remove D7yzptia LozzgzcoLLizs MacLeay 
四 584 四 



from that genus and return it to genus Dryzptia Latreille，and G@) to provide additional de- 

scriptive information that may ai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mens of both Dryzpta 

Lozzgicollis and“Desera”z7zzdeztata， 

The abbreviations used in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Ant 1 三 antennomere 1] 

(scape) ，Ant 3 一 antennomere 3，PL 王 length of pronotum measured along median line， 

PW= 王 Widest width of pronotum，EL 王 length of elytra，EW 王 widest width across both 

elytra. 

Status of the Genus Name Desera Dejean 

Latreille (1796) described genus Dryzpta but did not jlist any included species with 

his original description。 He later designated Carapaxs ez2Q7rgz71attS Gmelin (〈 王 CazraBuS 

dettatus P.， Rossi) as type Species (Latreille 1802). The status of Dryzpta Latreille as 

avalid genus is unquestioned. 

In his description of Dryzpta lomzgzcollzs ，Dejean (1825) listed“Desera Bomzellza7za 

Leach”as a Synonym of that Species; and，at the end of his description，he mentioned 

that Leach had established a distinct genus，Desera，for this Species， A _ review of 

Leach s pertinent published works (Leach 1815,1817) and of his_ classification as re- 

ported by Smouelle (1819) has failed to find any mention of a genus Desera or of a spe- 

clies，Desera BomelLzaza ; So Dejean s assignments must have been based on determina- 

tions in Leach' s collection and not on a published account，Hope (1831) briefly de- 

scrlbed Desera 7iazalezzsis ，but failed to note the presence of pectinate tarsal claws in 

that Species. Later (Hope 1838) ，he cited Leach as the author of Desera and designat- 

ed Czczi7zdela cylz7d7zcollzs Fabricius (三 Cayzapus dzstz7zzctuls P，Rossi) as the type Species 

of the genus，In a subsequent brief description of Desere (Hope，1838:105) ，he once 

again oOmiltted any mention of pectinate tarsal claws。 His apparent failure to appreciate 

thi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rue“Desere”species probably accounts for his selection of 

a true Dryzptae，D.， azstz7zcta (人 ossi) ，as his type Species of Desera. 

The authorship of genus Desera has remained a point of contention，with some au- 

thors (e. g. ，Bousquet 2002 ,Lobl and Smetana 2002) citing Dejean (1825) as the au- 

thor and others (e. g. ，CSsiki 1932，Andrewes 1939,Lorenz 1998b) crediting Hope 

〈1831 沁 于 hope is the author based on his use of name in 1831，then Desera ziaz 加 alezzszs 1S 

the type Species of Desera by monotypy。，If his claim of authorship were based on his 

1838 paper，with his deslgnation of Czczzzdela cylz7zd7zcollzs Fabricius as type Species， 

then Desera would be a subjective junior synonym of Dryzpia Latreille，as was Suggested 

by Andrewes (1939)， In fact，Bousquet (2002) has settled the argument to our satisfac- 

tion，citing Dejean as author，with Article 11.6 of the 1999 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 

logical Nomenclature as the justification，and with Dryzpta Lozgicollis MacLeay as type 

Species by monotypy。This means that Desera is a subjective junior Synonym of Dryzpta 

Latrel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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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846，Schmidt-Gobel described genus Denzdadyrocellxws，jlisted disttnguishing fea- 

tures (including the presence of pectinate tarsal claws)，and included three species. 

Two of these were described as new。The first，PDenarocellus cizscolor ，1Ss new recog- 

nized as a junior synonym of Desera zezbalezlsis Hope. The second，DenzdroceLlas /avz- 

zes ，which Schmidt-Gobel has misidentified as Dryzpta avzzpes Wiedemann and trans- 

ferred to his new genus，is conspecific with and a junior Synonym of Dryzpta ge72zcULata 

Klug， The third species was .gezzicxLata 人 lug itself. Schmidt-Gobel did not designate 

one of these as type Species. 

Chaudoir (1861) first included Dryzpta LozpgzcolLzs MacLeay in DenzadzroceLLxs，and 

several other workers followed (Bates 1892，Andrewes，1919 and 1936，Winkler 

1924，Jedlizka 1963，Hansen 1967). Dupuis (1912) cited Dezarocellxs as a subge- 

nus of Desera in his description of Desera gzLsozz from Taliwan，Andrewes (1939: 133) 

synonymized Desera with Dryptae，based on Hopes (1938) type species designation， 

recognized Dezdzrocellaus as a valid genus name，and selected .dzscolor (三 Desera 7e- 

四 alezzsis Hope) as type Species。 However，DexzadroceLlLxs has been treated as a junior 

synonym of Desera Dejean (or Hope) by most recent workers (e.g. ，Ssee Lorenz 

1998b，La6bl and Smetana 2003). 

Our conclusion that the type Species of Desera Dejean (zi e. ，Dryzpta LozzgzcolLlzs 

MacLeay) should be included in Dryzpta leads us to joint Andrewes (1939) in treating 

Desera Dejean (not Hope) as a synonym of Dryzpta Latreille and DerzarocelLxs Schmidt- 

Gobel as the valid name for the species with pectinate tarsal claws and formerly included 

in Desera Dejean (or Hope [see below ]). 

9Specles 人 edescription 

Drypta Iongicollis MacLeay，1825 (Figs. 1，3 一 4) 

Dryzpta /ozgicollzs MacLeay，1825: 28 (Indiay) 

Dryzpta /ozgzcollis Dejean，1825，I: 185 (India). 

Dezdzrocellus Lozgzcollis Dejean; 1892: 385 (Burmay)， 

Desera /ozgzcollis MacLeay; Jedligka,1963: 486 (Burma，Indiay). 

Specimens examined。 Lectotype (Elg. 1)，a 

FA Nanu | male (MNHN),，“Type，Coll]，Dejean2，、 了 EX 

Museo，Chaudoir”,， “Longizcollis Dej. ，Indes 

一 一 一 ES 二， Orient.”; paralectotype，1 female (MNHN)， 
站 A 2 多 站 。 让 。 Ra 了 xx Museo， Chaudoir” ，、 Loxz5gzcoLLz5 册 可 二 

1825 【lectotype from India) Indes Orient. ”，Both lectotype and paralecto- 

3: Fore-tarsal claws; 4: Outer angle and sutural type are designated here. 

angle of left elytron. Scale bar 王 0. 24mm in Fig. 3 Description。 Tarsal claws in type specl- 
and 1. 00mm in Fig. 4 

mens Simple (Fig.3) and outer angle of each 
es。 DR86 ，。 



elytron round (Fig.4)， Ant 1 with basal third brown，apical two thirds black，Ratio 

Ant 1 : Ant 3 三 4. 20 (paralectotype); ratio PL : PW 王 1. 65 (lectotype)，1. 64 (paralec- 

totype); ratio EL : EW= 三 1.74 (lectotype)，1.78 (paralectotype); ratio 上 EW : PW 王 

2. 30〈lectotype) ，2. 29 (paralectotype).， For additio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fer to Dejean's description (1825: 185 一 186 )， 

Distribution : India and Myanmar ( 王 Burma ). 

Remarks， 7D7ryzpta lomgzcolLis was described by both MacLeay and Dejean in 1825， 

based on the same specimens (in Dejean s collection) from India (MacLeay 1825: 28， 

Dejean 1825: 185). MacLeay s work was several months earjlier than Dejean s，and 

therefore this species name is attributed to MacLeay (Andrewes 1919: 134). 

It is strange that Andrewes，after examination of the type of Dryzpta Lozgzcollzs 

MacLeay，sSstill mistreated it as representing a _Desera Species，He also mistreated Desera 

W72zCe7zztatd 〈(MacLeay) as Dryzpta Lozgicollzs MacLeay (see“Specimens examined”be- 

]ow). 

Desera xnidettata (MacLeay，1825)(Figs.，2，5 一 0) 

Dryzpta x72zdezztata ，MacLeay，1825: 28 (Java). 

Desera zzzdeztata (MacLeay); Andrewes1919: 167 (Java). 

DenzayroceLLxs Lozgizicollis Dejean; Chaudoir， 

1861: 545 (India). 。 
Desera LozgtzcolLis MacLeay; Andrewes，1936 : 

136〈India)， 

Desera LozgizcoLlis Dejean; Hansen，1967: 403 

(Laos). 

一 

Figs. 5 一 6 Desera zzzCentata 〈]MiacLeay 

1825) 〈type from Java) 

5:Forertarsal claws; 6:Outer angle and sutural angle 

Specimens examined. Total 15 specimens. of left elytron。 Scale bar 王 0. 24mm in Fig.5 and 

Holotype，1 female (NHM )，“z7zzCezztata 1.00mm in Fig. 6 

00 有 5 下 /人 和 和 “ 下 放下 再 天 人 580 《5 入 

1] speclimen (CNHM，sex status undeterminable) ,“Bonvouloir collection”,“Desera zx72z- 

aejztata MacLeay，compared with type 瑞 . 了 上 . A.”,“z72zCezltata Macleay (Denzayrocellxs) 

Schmidt Cobel，Java” “了 瑞 ， 了 Andrewes coll. ，B，、M. 1945 之 1997”; 1 female 

(CNHM) ,“Dammerman，N，W. Seomba，Laora 100M，104 IV 1925”“Ex Mus. ，Bu- 

itenZurg”,，“”Desera x7zdentata Macl. ，H. 下 ， Andrewes det.”; 1 male (NHM) ,“An- 

Usinam Is 1915 和 938 Ex COTORBTESNMUOS 下 让 呈 ROOTDGAECGSeE 

back) ，compared with type，H. 了. A. ，Lon the back of the labelj in type the angle of 

Structure ls not dentate”; 1 male (NHM) ,“Annam，Keng trap，May 1917，R. V.， de 

Salvaza”，” Desera ozgicollis Dejean， 瑞 下， Andrewes det.”,“H，E，Andrewes 

Coll. ，B，、M. 1945 一 19972 1 female (CNHM7 “472522 Captn Wimberley”，“And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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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Islands” “Fry Coll. ，1905. 100，“ Desera Lozgicollis Delj. ， 有 ，。、 Andrewes 

det. ”,“Denadrocellus omgicollis Dej. ，Andaman Is. ”; 1 female (MNHN)， “Malacca， 

百 ，Deyrolle”,“Ex Museo，Chaudoir”，“zzzdeztata，Java，C，Gary，Reiche ;1 male 

(MNHN) ,“Java”, “Ex Museo，Chaudoir” “zzzdeztatda，Java，C。Gary，Reiche”; 2 fe- 

males (MNHN) ,“Ex Museo，Chaudoir”“zzazdezztdta，Java，C。、Gary，Reiche”; 1 male 

(IOZ) ,“China，Yunnan Province，Nujiang Prefecture，Lushui County，Liuku Town= 

ship，Liuku，800m”，N25. 86010"，E98. 85155 ，25 一 26 June 2000，Stop 井 00-7，D， 矶 . 

Kavanaugh & H. -B， Liang collectors”; 1 male and 2 females (IOZ),“Yunnan，Men- 

gla”,“20 April 1982，Peiyu Yu collector，by light trap”; 1 female (IOZ)， Yunnan， 

Xishuangbanna，Xiaomengyang，850m”，25 April 1987，Shuyong Wang collector . 

Description。Because Andrewes (1919) gave a qulte detailed redescription，we sim- 

ply add the following: Ratio Ant 1 : Ant 3 三 3. 67 (type) ，3. 26 一 3. 56 (others) ;ratio 

PL : PW= 王 1.62 (type)，1. 50 一 1.76(〈others) ;ratio EL : EW 三 1.07 GEtype aa10 一 

1. 82 (others) ;ratio 上 W : PW= 王 2. 47 (type) ，2. 24 一 2. 52 (others). 

Distribution :Indonesia (Java)，India (Andaman Is. ) ，Vietnam 〈central ) ，China 

(Yunnan). 

Remarks，Specimens of Desera zzdentata (MacLeay)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of all other known Desera species by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 of character 

states: femora brown except for apices (black )，tibia black，outer angles of elytra 

strongly dentate (Fig. 6) ，elytra widened posteriad ，elytral intervals densely pumnctate， 

tarsal claws markedly pectinate with length of individual pectinations〈teeth) subequal 

to width of base of tarsal claw (Fig.5)，Andrewes (1919) gave a redescription of this 

Species; but there are Several errors included，namely: GD this species was reported as 

restricted to java (but present materials indicate that its distribution extends from Java 

north to India，Laos，Vietnam，and China) ;CO) antenomere 3 was described as having 

its base and apex red and separated by a black subapical ring (but in all specimens we 

examlined，the basal half of this antennomere was blackish brown and its apical half{f 

brown);，G@) the prothorax was described as nearly twice as long as wide (but it is only 

1.50 一 1.75 times as long as wide among specimens we have seen); and @) the tarsal 

claws were described as finely pectinate (but they are markedly pectinate in all speci- 

mens that we exami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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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4ristocjproa Tschitscherine (Coleoptera : 

Carabidae: Pterostichini)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VWestern Yunnan Province ，China- 

David HKavanaughl LIANG Hong-bin 

(1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Golden Gate Park，San Francisco， 

CA 94118，U. S. A，and Research Professor，Biology San Francisco State Unliversity San Franclsco， 

California. ) 

(2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ljing 100080，China. )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Aristochzroau Tschitscherine，A. aprxzzpta 天 avanaugh and 

Liang，sp. nov. ，is described from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 

ince，China (type locality: Danzhu He drainage，2830m，Gongshan County). Members 

of this species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abrupt sinuation of the lateral margin of the pro- 

notum in all adults and the long，triangular，right-deflected lamella of the aedeagus in 

males.。 JIllustra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se and other structures。 This species ls unusual 

also in its occurrence at lower elevations (2770m to 3400m) than most other members of 

the genus， 

The pterostichine carabid genus Arzstochnrox was described by TschitscheErine 

(1898) to include a total of five Chinese Species。Since then，12 new Speci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genus (Tschitscherine 1903, Straneo 1938，Xie and Yu 1993, Sciaky and 

Wirase 1997，Zamotajlov and Fedorenko 2000，Liang and Yu 2002). 

In July 2000，while conducting fieldwork for an inventory of the catrabid beetle fau- 

na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China，we collected several 

specimens of Arzstocjhnzroa at localities in each of two separate Tiver valleys on the eastern 

slope of the mountain range，in Gongshan County，Nujiang Prefecture，In May and Sep- 

tember 2002 ，several more specimens of the genus were collected in or near these val- 

leys，Subsequent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of these Specimens with representatives 

and/or descriptions of all other known Species has convinced us that they represent a 

Species previously unknown to sclence。A description of this new Species follows. 

Aristocjzroa aprxpila 下 avanaugh and Liang，sp， nov.(Figs. 1,2,4,6,8，10，,11) 

Types. Holotype，a male，deposited in 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lences，Beiljing (IOZ) ，labelled: “CASENT10065442 和 “China，Yunnan Province，Nu- 

x 本 文 2003 年 发 表 于 PROCEEDINGS OF 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54:238 一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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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Prefecture，Gongshan County，Danzhu He 

drainage，13.5 airkm SW of Gongshan，2830m2”/ 

“N 27. 62947"/E98. 62010"，30 June-5 July 2000， 

Stop 并 00-17K，D. 瑟 ， 下 avanaucmCaEs GTISE 

wold，Liang 再 .-B. ,D，Ubiek，amdJDOngi DZ. 

collectors”,，A total of 21 paratypes (11 males and 

10 females) are deposited in the California Acade- 

my of Sciences (CAS) ,下 unming Institute of Zool- 

ogy (KIZ)，and IOZ (see specimen data below， 

unde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 

Type locality. Danzhu He drainage，2830m， 

N27. 62947"/E98. 62010"，Gongshan County，Yun- 

nan Province，China， 

Diagnosis. Adults of A. aprvptiw SPp。 nov。 can 

be distingulshed from all other known species of 

Arzstochnzroa by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 of char- 

acter states: pronotum with lateral margins deeply 

and abruptly sinuate in posterior one-fifth，parallel 

anterior to base，with four (three or five in a few 

specimens) lateral setae anterior to middle，hind 
Fig.1  ， Digital photograph of habitus 

angles rectangular，basal foveae smooth，impunc- 
of holotype of Arzstocjpnzroa aprxzptc SPp. - 
加 下 tate; pro-，meso-，and metepisterna Smooth，im- 

punctate; elytral interval 3 with two (one in a few 

specimens) discal setiferous pores; elytral intervals 

1，3，95 and 7 strongly convex，microsculpture distinct on all intervals, 

If one were to _ use the key to species of Aristochnzroa provided by Liang and Yu 

《2002) ,speclimens of A，aprxzptia would key out at couplet 13 ，with specimens of A. 

Sg7zatzosa TSschitscherine and A.，7zaazlztarzis Sciaky and Wrase。，However，that key does 

not Include the three Species described by Zamotajlov and Fedorenko (2000) (namely， 

As5sciaRyi，A. dizzzorpha，and A，Razzgaizagesis) and is therefore incomplete.。 We 

choose not to provide a new key to all known species at this time because it seems likely 

that additional new species will continue to be found in the near future，JInstead，we 

Simply mention characters useful for distinguishing A， aprxzpta adults from those of A. 

87Qtz0sQ，A.7atzlzta7is，A. sciaRy，A. aiz7zozrpjPa，and A，Ra7agGi7zge72875。 

Adults of A. aprxzpta are most similar to those of Agratiosa，bnut differ with them 

in having the lateral margin of the pronotum more deeply and abruptly sinuate and less 

crenulate (compare Figs. 2 and 3) ，the lateral longitudinal grooves of the basal foveae 

shorter and slightly S-shaped (long and straight in Agratiosa) ，the subapical sinuation 

of the elytral margin much deeper (compare Figs. 4 and 5) ，and the shape of the ae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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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 in males and the gonostylus of the ovipositor in females distinctly different (compare 

Figs. 6 and 7 and Figs. 8 and 9，respectively). They differ with adults of A. 7zazlzta7zs 

in both pronotal shape and shape of the male aedeagus (compare Figs. 2 and 6 here with 

Figs. 45 and 20，respectively，in Sciaky and Wrase 1997). They differ with A. dzzzor- 

z 思 ha adults in having intervals 1，3，5，and 7 markedly convex (only faintly convex in 

the latter) ，with A. sczaRyz adults in having deeply sinuate lateral pronotal margin (on- 

ly slightly sinuate in the latter) ，and with ARa7zzgdaz7zgelsis adults in having the deep 

Pronotal lateral sinuation (faintly sinuate in the latter) ，smooth basal foveae 〈coarsely 

rugose in latter) ，and distinct microsculpture in intervals 1，3，5 (absent from these in- 

tervals in the latter). 

Figs2 一 7 

Figs. 2 一 3: Pronotum，dorsal aspect。， 2:Aristochroa apbruzpta SP， nov。3: Arzsto- 

chroa gratiosa Tschitscherine，4 一 5: 匡 lytral apex，male，dorsal aspect. 4: Aristo- 

chroa apbrudzbta. 5: Aristochroa gratiosa，Scale line 二 1. 0mm. 6 一 7:Male genitalia: a. 

median lobe，left lateral aspect; bapex of medial lobe，dorsal aspect; cright pa- 

ramere，lateral aspect; dleft paramere。 lateral aspect，6: Arzstochroa Qprzzpta SPp. 

nov.。 7: Aristochzroa gratiosa Tschitscherine。 Scale line 王 1. 0mm 

Description. Total length (measured along midline from apex of longer mandible to 

apex of longer elytron) 12. 9 一 14. 5mm in males and 12. 4 一 14. 6mm in females; width 

(measured across greatest width of elytra) 4. 8 一 5.4mm in males and 5. 0 一 5.7mm in 

females，Antennae,， mandibles，labrum,，femora， tibiae and ventral surface black or red- 

dish black; palpi and tarsi reddish brown; head，pronotum，and elytra with distinct cop- 

pery luster (with faint to moderately distinct green highlights in most individuals，most 

distinct on head and pronotum ). 

Mandible short，faintly rugose on dorsal surface，hooked and pointed at apex， La- 

brum transverse，slightly emarginate at apex，with Six setae。 Clypeus convex。 Frontal 

furrows deep，impunctate，divergent and slightly bifurcate posteriorly。Vertex conVex， 

smooth，impunctate，microsculpture mesh _ pattern transverse，indistinct。 下 yes large， 

convex. Tempora short，oblique，Antennae extended posteriorly to basal one-elighth of 

elytra，pubescent from apical half of antennomere 4，antennomere 3 slightly long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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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ape. Terminal labial palpomere slightly 

dilated _ toward apex， apex truncate. Mentum 

tooth wide，moderately emarginate，Ligula widely 

dilated at apex，with four apical setae. 

Pronotum (Fig. 2) large，transverse，WwWidest 

at or slightly anterior to middle，ratio of pronotal 

width to length (PW : PL) 王 1.33 (range 1. 25 一 

1. 36 in males，1. 26 一 1. 40 in females)，base not 

or only slightly narrower than apex.，Microsculp- 

ture mesh pattern transverse，most distinct in lat- 

eral furrows and basal foveae. Apical margin 

Figs. 8 一 9 Female genitalia。ventral slightly emarginate，apical margination widely in- 

aspect terrupted in the middle。， Apical angles rounded， 

8: Aristochroa abrupbta sp nov 9: Aristo- slightly projected anteriorly。Lateral margins with 
态 tiosa Tschitscherine，left oviposi- 
0 | 四 only a few shallow crenulations，smoothly arcuate 

tor only。Scale line 二 1. 0mm 
from apical angles to onerthird from base，then 

abruptly sinuate to basal angles，Lateral furrow narrow，with four (three or five in a 

few specimens) setae anterior to the middle，one seta neatr the basal angle， Basal angles 

rectangular， Disk convex，Ssparsely and transversely rugose laterally，longitudinally ru-= 

gose at middle both apically and basally，basal area deeply depressed。 Medial ljongitudi- 

nal Impression deep ，except shallow at or terminated before both apical and basal mar- 

glins。 Anterior transverse impression shallow，Pposterior transverse lmpresslion deep. 

Basal foveae smooth，impunctate，outer longitudinal groove slightly S-shaped，one-half{ 

as ]ong as inner groove，Prosternum impunctate，with a longitudinal depression in the 

mliddle，microsculpture mesh pattern transverse，Pro-，mes-，and met-episterna impunc- 

tate，mlcrosculpture mesh pattern distinct，transverse. 

Elytra ovate，convex，widest and highest slightly posterior to the middle，zratio of 

elytral length to width (EL : EW) 王 1. 51 in males (range 1. 45~1.59)，1. 38 in females 

(range 1. 33 一 1. 43)，Microsculpture mesh pattern distinct，isodiametric。，Intervals 1， 

3，5，7 Strongly convexji interval 3 about 2. 2 times as wide as interval 4 in the middle， 

with two dorsal setiferous pores，basal one adjoining stria 3 and apical one (absent in 

some individuals) adjoining stria 2. Stria shallow，punctures indistinct，stria 7 with one 

Setiferous pore near the apex.Scutellum smooth，scutella striola shallow，Pparascutellar 

setiferous pore absent，Humerus well-marked，round，slightly tuberculate。Basal mar- 

gin straight or slightly concave anteriorly，forming an obtuse angle with lateral margin 

at the humerus， Lateral margin markedly sinuate anterior to apex (Fig. 4)， Abdominal 

Sterna Impunctate，Ssparsely rugose laterally。Sternum VII with two pairs of posterior 

paramesial setae in males (one pair or two pairs with a third seta unilaterally in a few in- 

dividuals) ，two pairs of setae in fe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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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with aedeagus distinctly bent at the middle，thickened ventrally anterior to 

apex，apex thin and slightly bent ventrad in lateral view (Fig. 6a); aplcal ljamella long， 

triangular，markedly deflected right and apically narrowed in dorsal view (Fig. 6b). Pa- 

rameres as in Figs. 6c and 6d. 

Female genitalia as in Fig. 8. Gonostylus broad，arcuate.，Spermatheca polinted and 

slightly coiled apically，spermathecal gland elongate，tubular. 

Sexual dimorphism “Males with antennae slightly (about 5% ) longer than females; 

females with elytra relatively wider and with greatest elytral width more distinctly pos- 

terior to middle than in mal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t present known only from the eastern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in Gongshan County，Nujiang Prefecture，western Yunnan Prov- 

ince，China，We have examined a total of 22 specimens (including the holotype and 21 

paratypes) from the following localities: Danzhu He drainage [13. 5 airkm SW of Gong- 

shan，2830m，N 27. 62947"/ 正 98. 62010`，30 June-5 July 2000，Stop # 00-17K，D. . 

IavwanatenC 了 Griswold 有 .Ba Liangw 也 必 bekyand DZ Dong collectors (3 

males and 1 female); 13.5 一 13.8 airkm SSW of Gongshan，2720 一 2840m，N 27. 

63267"/ 下 98. 60861 to N 27.63331 /下 98. 60356"，30 June-5 July 2000，Stop # 00- 

由 DDNIIKESS5naanCE  Griswoldr 再 Biang 了 也 六 苛 Diekwanodii7Z5Doianeol= 

lectors (1 female)]; 13.5 to 15.7 airkm SSW of Gongshan，2700 ~ 3100m，N 

27. 63063 /E98. 62074” to N 27. 62705 / 下 98. 59204" ，30 June-5 July 2000，Stop 井 00- 

17A，D. HKavanaugh，C. 下 Griswold，H. B. Liang，D.，Ubick，and D. Z，Dong col- 

lectors (2 males，1 female)]; Qiqi He drainage [Dongshaofang-Yakou，27?41' 40”N， 

98?28'47“ 下 ,3400m，1 May 2002，G.，D. Yang collector (1 male); No.。 12 Bridge camp 

area， 16. 3 airkm W of Gongshan，N27. 71503"/ 刁 98. 50244 ，2775m，15 一 19 July 2000， 

SOPsEHEOO23Diand 了 ，D. 再。 Kavanatighp CEGHS 交 old HBH iang 四 大 Jbicki 

and D. Z.， Dong collectors (2 males and 5 females) ; same locality，2 May 2002， 五 . B. 

Liang and W. D. Ba collectors (4 males) ]; Pula He drainagel Dabadi，41km W of Gong- 

shan on Dulong Valley Road，3000m，N27. 79655 ，E098. 50562”，27 September to 6 

October 2002，Stop # DHK-2002-031FE，D. H. Kavanaugh，PE，Marek，H. B，Liang， 

X.C.， Liang，& D. Z. Dong collectors，(2 females) ]. Fig. 10. 

Geographical variation. No locality-specific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have been ob- 

served among individuals from the different localities sampled for this Species， 

Habitat distribution。 Adults of this Specie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several locali- 

ties on the eastern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in two different major drainage 

systems: the Danzhu He and Pula He systems.， Compared with most other known spe- 

cies of Arzstochnroa ，the new Species occurs at lower elevations，ranging from 2770m to 

3400m。JMost Arzstochnroa Species are restricted to montane reglons above 4000m (range 

for the genus from 2500 一 5000m) ，with all known records below 4000m confined to are- 

as well north of the known range of A. aprxzpta (in Sichuan and Shaanxi provinces)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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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Map of the Gongshan study area(insert: study area outlined in 

white; black box locates area of enlargement) 

Sites at which specimens of Aristochroa wpruzbta Sp. nov. were collected are iden- 

tified by solid white circles and the type localjity by a star 

cept for Arzstochnzroa ceauwz7zzez15si5s Xie and Yu (1993) ，also from northern Yunnan，with a 

known altitudinal range from 3450 一 4650m。The only species know to occur at eleva- 

tions as low as A. apruzpta is Aristochnzroa azlztaris Sciaky and Wrase (1997) (Cwith a 

known altitudinal range of 2500 一 3300m) ，which occurs at the northern distributional 

limit for the genus in Shaanxi Province (at 33. 51 N). 

At each of the known localities，A. aprxzpta adults have been found in mixed conil- 

fer and broadleaf deciduous forest，either on the forest floor，which includes a moist， 

mossy and shrubby understory，or along road cuts through granitic sandy soils and boul- 

ders，JIn the latter habitat，beetles were collected by hand，mainly at night，on Or near 

large boulders， 

Etymology. The specific epithet is derived from the Latin，aporxzptaus，meaning bro= 

ken off or cut off，in reference to the deep and abrupt basolateral sinuation cut into the 

lateral margin of the pronotu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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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齿 甲 属 六 新 种 
(和 鞘翅 目 : 拟 步 甲 科 ) 

任国 栋 刘 杉 杉 
(河北 大 学 生命 科学 学 院 ”保定 071002) 

摘要， 撞 述 中 国 云南 高 黎贡山 将 甲 属 UIoma Latreille 6 新 牧 ， 模 式 标本 保存 于 河北 大 

学 入 牧 迄 。 

关键 局 ”和 获 通 目 ， 拟 步 甲 科 ， 此 甲 族 ， 新 种 。 中国 

1 多 齿 齿 甲 ， 新 种 UZoxma zzzxlicderzta sp. nov。 (图 1 一 8,，47) 

正 模 4#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59'N，98”37'E; 2540m alt )，2002-04-17， 芥 宕 衣 
采 。 副 模 14 ,云南 高 黎贡山 〈27”46'N，98”39'E; 1510m alt )，200207-25， 采 集 估 

同 正 模 。 
新 种 与 孵 四 齿 甲 〈UIoma iakagii Masumoto, 1986) 在 外 部 形态 上 较为 接近 ， 可 通 

过 体 棕 福 或 背面 罢 色 ， 和 触角 、 口 器 、 足 深 棕色 ， 蒜 亚 有 虚弱 光泽 ， 前 胸 背 板 四 坑 后 缘 有 

3 个 缺口 ， 小 盾 片 三 角形 和 前 足 肥 节 外 缘 有 10 齿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词 源 : 种 名 意 指 前 足 胎 节 具 有 多 枚 齿 突 。 

2 双色 齿 甲 ,新 种 UZoxma versicolor sp. nov。 (图 9 一 16，48) 

正 模 #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59' N，98” 37`"E; 2540m alt )，2002-04-17， 梁 安 

新 种 与 福建 齿 甲 〈UIoma jukiernsis Kaszab. 1954) 在 外 部 形态 上 较为 接近 ， 与 后 

者 的 主要 区 别 为 : 头 背 有 站 形 横 高 四 ， 乱 角 第 5 节 内 侧 非 三 角形 ， 前 胸 背 板 前 缘 有 横 

四 ; 姑 扁 桃 形 和 中 四 ， 四 周 有 环 毛 ; 头 胸部 背面 黑色 ， 菏 运 栗 色 ， 和 触角 、 口 须 、 前 胸 和 

足 瞳 棕色 ， 上 腹面 非 栗 色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己 源 : 种 名 意 指 体 驱 有 多 种 颜色 . 

3 深 氏 齿 甲 ， 新 种 UZoma 1iazgi sp. nov。( 图 17 一 24，49) 

正 模 4#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59'N，98”37'E; 2540m alt )，2002-04-17， 滨 安 计 
。 副 模 24 了 4 ，2 午 人 平 ， 记 录 同 正 模 。 

新 种 与 四 突 齿 甲 〈U7orza ercisa Gebien, 1913) 在 外 部 形态 上 较为 接近 ， 与 后 者 的 

主要 区 别 为 : 前 胸 背 板 四 无 突起 ， 四 的 前 半 部 与 后 半 部 形成 折 角 ， 前 半 部 横 圆 形 ， 后 半 

讨 

*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29 (2): 296 一 304。 



部 扁 圆 形 ， 闫 横 椭圆 形 ， 前 缘 有 缺口 ， 两 侧 有 毛 环 ; 头 部 前 半 部 有 Y 形 凹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词 源 : 种 名 来 自 标 本 采集 人 梁 宏 斌 博士 的 姓氏 。 

4 票 色 齿 甲 ,新 种 ULomma castazzea sp. nov。 (图 25 一 33 ，50) 

正 模 入 _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59'N，98"37'E; 2540m alt. )，2002-04-17， 梁 宏 斌 

采 。 副 模 2 人 人 ，2 衬 守 ， 记 录 同 正 模 ，1 人 ，1 平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8"01 N，98"37 ; 
2540m alt, ) ，2002-04-26; 1 人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47 N，98"35 E， 2020m alt, )， 
2002-04-20;， 1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8"01'N，98?"37' 下;，1606m alt. ) ，2002-10-8; 1 有， 

云南 高 黎贡山 〈27"59'N，98"37'E; 2480m alt, ) ，2002-04-24; 1?，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42'N，98"18 下 ;，800m alt. ) ，2002-07-20; 采集 人 同 正 模 。 

新 种 与 墨 脱 齿 甲 〈UZoma xzetogaza Ren，2003) 在 外 部 形态 上 较为 接近 ， 可 通过 身 

体 背 、 腹 面 均 为 栗色 ， 唇 基 前 缘 扇 隆 ， 冰 中 间 扁 平和 仅 基 侧 有 棱 ， 前 胸 背 板 前 半 部 有 敏 

筑 形 凹 ， 其 前 缘 和 两 侧 有 三 角形 突 ， 后 缘 中央 有 1 对 钝 突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词 源 : 种 名 意 指 体 色 为 栗色 。 

5 贡 山 齿 甲 ,新 种 ULoxmza gozgsPnazzzca sp. nov.。 (图 34 一 40，51) 

正 模 ? 引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44'N，98?"39' 下 ;1500m alt ) ，2002-04-13， 梁 宏 斌 采 。 

新 种 与 墨 脱 齿 甲 〈UZoa nzetogaza Ren，2003) 在 外 部 形态 上 较为 接近 ， 可 通过 身 

体 黑色 ， 唇 基 前 缘 无 突起 ， 闫 中 央 有 V 形状 ， 前 胸 背 板 中 央 无 凹 ， 前 足 肥 节 外 缘 有 5 

枚 弱 齿 和 体 较 大 〈11. 7mm)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词 源 : 种 名 源 自 模式 标本 采集 地 。 

6 亮 黑 齿 甲 ， 新 种 ULomma splenaiada sp，nov。 (图 41 一 46，52) 

正 模 让 ， 云 南 高 黎贡山 〈27"59'N，98"37'E;， 2540m alt. ) ，2002-04-17， 梁 宏 斌 

采 。 副 模 2 平 千 ， 记 录 同 正 模 。 
新 种 与 光滑 齿 甲 【LUZoma zolitae (Wiedemann 1821) ] 在 外 部 形态 上 较为 接近 ， 可 

通过 妇 两 侧 具 纵 凹 ， 前 肥 节 外 缘 有 4 一 5 枚 锐 齿 ， 体 背面 亮 黑 ， 触 角 、 口 器 、 足 和 鞘翅 

假 缘 折 棕色 ， 体 长 短 于 10mm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词 源 : 种 名 意 指 虫 体 黑色 并 发 亮 。 

Gaoligong Mountains，locates in the border between Yunnan in China and Burma， 

1s a reglion of important biological diverslity，Sso it ls concerned in the whole world，We 

found Six new species of ULoxza Latreille，1829 belonging to the tribe Ulomini of 

Tenebrionidae through identifying specimens of this region，and the specimens are col- 

lected by Dr，Liang Hong-Bin in Institute of Zo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ll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Museum of Hebei University. 

1 ULomaa 7zULtzde1lta SP， nov (FEigs，1 一 8 47) 

Male，Body oblong; brown or dark，antennae，labrum，mouthparts and legs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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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 brown; weakly shining in dorsum and on venter。 Head slightly subhexagon; ]a- 

brum transversely elliptic，Prominent to anterior border with sparse long hair; clypeus 

distinctly grooved in flattened Y-shape，front border arcuate-emarginate，feebly elevat- 

ed，rather closely and minutely punctata; mentum cordate，with margin elevated and 

hairy groove in semicircular。， Antennae reaching basal 1/2 of pronotum; 3 segment 

about 1. 14 times longer than 4 由，5u segment to apex gradually widened，7 帆 segment 

sharply prominent to inner border，9m 一 10m segments transverse-oblong，more than 

twice as board as long，terminal segment semicircular; relative length (width) of 2 又 一 

人 Segments。， 8 (1077 12.5 (10.57 1 CI TOOQOILSDD DIE 

T075 (TIT9. 525 10 01775LOCLE72592 10 CTL7:.9050 14550 SEOROEONTEESHCI 

1. 38 times as broad as long; front border broadly emarginate; sides arcuate-curved， 

finely margined，broadest at middle，strongly roundly narrowed {forward，gently nar- 

rowed to rear; basal border weakly bisinuate; front angles relatively prominent，hind an- 

gles obtuse; disc sparsely，finely punctata，roundly excavated at median of anterior por- 

tion，writh close punctures，Scutellum pentagon. 下 lytra distinctly punctater-striate，inter- 

vals nearly flat，finely punctate with fine，transverse wrinkles，Propleuron longitudinally 

wiinkled with coarse punctures。Pretibiae less strongly widened to aplices，inner margins 

emarginate at base，with short，yellow hair; outer margins differently dentate，base of 

each tooth with a process spaced by short hair; supine surface with inequable，reticulate 

punctures; a Tow of small teeth on venter。]Mesotibiae dentate at outer margins。Metati- 

biae smooth at outer margins，relative length of 1* 一 4u of metatarsal segments;， 4. 2 ， 

1.1，1.0，3. 5. Base of aedeagus relatively wide，but apex feebly narrovw and sublinearly 

truncate，the apex of aedeagus bearing one semilunar depression at dorsum，and with a 

dumb-bell form excavation backwards; aedeagus sharply curved in lateral view. 

Figs. 1 一 8 ULoma zzxlidenta sp. nov. ，male 

1 :Pronotum; 2:Antenna;3:Mentum; 4:Tibia and tarsus of forefoot; 5: Tarsus of metafoot; 6 一 7: Apical 

aedeagus in dorsal and ventral view; 8: 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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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length: 13mm; width: 5. 0mm. 

Female:， unknown. 

Holotype 人 ，ML Gaoligong (27"59'N，98"37'E;，2540m alt ) ，Yunnan Province，17 

April 2002，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Paratype 1 人 ，Mt Gaoligong (27"46 N，98"39- 

E; 1510m alt ) ，Yunnan Province，25 July 2002，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Diagnosis，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ULoma ia&agiz Masumoto，1986，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s Tablel. 

Table 1 

Uzoma iakagiiz Masumoto，1986 ULomaa 7maxliaderzta SP，nov， 

1，Light reddish brown，front borders of pronotum，apices of Brown or black in dorsum，antennae， mouth 

femora，base and outer margins of tibiae blackish brown parts，legs blackish brown 

2. Pronotum moderately shining，elytra rather strongly shin- Weakly shining 

ing 

3. Excavation of pronotum without breach Hind margin with 3 breaches 

4. Outer margins of pretibiae with 4 一 6 teeth 10 teeth 

Distribution， China (Taiwan) China (Yunnan) 

Etymology.、From the latin，multidenta，meaning outer margins of pretibiae bearing 

too much teeth. 

DEADerszcotorsp Tov (Eligs 9 一 6 48) 

Male. Body oblong; blackish brown，antennae，labrum，mouth parts，legs and ab- 

domens light brown; weakly shining in dorsum and inventer，Head subhexagon; labrum 

transverse oblong; clypeus distinctly grooved in flattened Y-shape，feebly elevated， 

finely punctate but robustly to hind borders; gena elevated; mentum cordate，somewhat 

Figs. 9 一 16 ”ULoma verszicolor sp. nov. ，male 

9:Pronotum; 10:Antenna; 11:Mentumj; 12:Tibia of forefoot; 13:Tarsus of metafoot;14 一 15:Apical 

aedeagus in dorsal and ventral view; 16: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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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aved in middle portion，with margins elevated and short hair crowded. Antennae 

reaching basal 1/3 of pronotum; 39 segment about 1. 77 times longer than 4"，5m seg- 

ment to apex gradually widened，5u segment slightly prominent to inner border，109 

segment oblong，terminal segment semicircular; relative length (width) of 2 一]] 电 

SEErnents 053K8)9 11.55(879 9625508)5 09009058 9 风光 二 二 二 加 

(15.5)，8 (15)，10 〈14. 5).。 Pronotum about 1. 43 times as broad as long; fromit border 

broadly emarginated; sides arcuate-curved, finely margined; basal border weakly bisinur= 

ate; front angles prominent，hind angles obtuse; transverse oval excavation near front 

margins，with robust punctures; disc with sparse，fine punctate in middle，but boldly 

punctate at both sides，Scutellum pentagon. 下 lytra distinctly punctaterstriate，intervals 

nearly flat，finely punctate with some transverse wiinkles，Propleuron coarsely，longi- 

tudinally wrinkled，Pretibiae less strongly widened to aplces，inner marglins emarglnate 

at base with a row of hair; outer margins bearing about 8 一 10 outer teeth; supine sur- 

face of pretibiae finely punctate，with a lot of small excavations，depressedly concaved 

near apex;i a IOW of 4 一 6 teeth on venter。Mesotibiae dentate at outer margins，relative 

length of 1# 一 4 of metatarsal segments: 3.0，0. 9，0.8，2. 6. Base of aedeagus relative- 

ly wide，but apex obviously narrow and sublinearly truncate，the apex of aedeagus bear- 

ing one Semicircular depression at dorsum，and with a subcircular excavation backwards 

but sublinearly truncate at base; aedeagus slightly curved in lateral vievw。 

Body length 11mm width 5. 0mm, 

Holotype 和 ，Mt. Gaoligong (27"59 N，98"37 下 ; 2540m alt. ) ，Yunnan Province， 

17 April 2002，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Diagnosis。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ULoxza jxRizienszs Kaszab，1954，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s Table 2. 

Table 2 

ULoma juRiersis Kaszab，1954 ULomza versicolor SPD，nov。 

Grooved in transverse flattened Y-shape 
1， Dorsum of head not grooved in transverse Y-shape 

宣 Normal 
2，5m segment of antenna triangular in inner portion 

Transversely emarginated; cordate， conrcaved in 
3，Front border of pronotum not emarginate; margins of 

| middle portion and margins hairy 
mentum without hair 

1 Dorsum of head and thorax dark， elytra bay， 
4.。 Bay，antennae，legs and mouth parts lighter in color 

antennae，mouth organs，prothorax and legs black- 
and rather bright 

ish brown，abdomen not bay 

China (上 E，Yunnan) 
Distribution: China (Fujian，Taiwan) 

Etymology，From the Latin，versicolor，meaning the color of the body is various. 

02 7 ETIGS /9 

Male，Body depressed，oblong; blackish red-brown，antennae，mouth par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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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s lighter red; strongly shining in dorsum and on venter. Labrum trapezoid; head sub- 

hexagon，distinctly grooved in flattened Y-shape; clypeus depressed，sublinearly trun- 

cate in front，closely and finely punctata，but sparse gradually toward posterlor portion; 

gena elevated，with margins obliquely truncate，rather clo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frons 

concaved in middle，coarsely and sparsely punctate; mentum subcordate，Pprominent to 

front border，depressed in middle，a pair of hair-ring in semicircular at both sides，An- 

tennae reaching basal 1/2 of pronotum，35 一 11m segments covered by hair，394 segment 

longus-club，4um segment to apex gradually widened，52 一 10m segments slightly promi- 

nent to inner border，terminal segment transverseoval ，relative length (width) of 2 一 

SEO GCCODRGRCGSDRI7GGIDST CO 六 二 05W(C13.57576 (15776.5 (157， 

ISTLORCI4 PPTonotum about ddCstmnas as bioad as |onca front border 

emarginated，sides feebly arcuate-curved and widely margined，broadest at mlddle， 

strongly narrowed {forward，gently narrowed to rear; basal border weakly bisinuate; 

front angles slightly prominent，hind angles obtuse; pronotum distinctly excavated near 

front border with 2 pairs of small processes located in anterior and posterior edge of the 

excavation Tespectively，and punctures in excavation Sparse and conflicting， disc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but boldly punctate at both sides，Scutellum pentagon，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匡 lytra distinctly punctate-striate，intervals nearly flat， 

finely and sparsely punctate with some transverse wiinkles。 Propleuron coarsely and 

longitudinally wrinkled. Pretibiae strongly widened to apices，inner margins distinctly 

emarginate at base，with a row of short hair，others Sublinearly truncate，not acuate at 

apexji outer margins bearing about 8 一 10 outer teeth，with a small process and several 

short hair at base; Supine surface differently concaved in Size with a depressed excava- 

tion near apexj; a row of 4 一 6 teeth on venter。 Mesotibiae with 5 small teeth at outer 

margins，Metatibiae smooth，not dentate at outer margins，relative length of 1 一 4u of 

metatarsal segments: 2.7,，0.9, 0.8，2.5，basal segment a bit longer than terminal seg- 

1mm 

18~24 

Figs. 17 一 24 ULoma zazz8gz Sp. nov. ，male 

17:Pronotum; 18: Antenna; 19:Mentum; 20:Tibia of forefoot; 21:Tarsus of metafoot; 

22 一 23:Aplical aedeagus in dorsal and ventral view; 24;:Aedeagus in lateral view 

。 60603 。 



ment。Aedeagus sublinearly truncate and slender to apex，feebly elevated at dorsum of 

apices with a shallov excavation，and a concavation downward; aedeagus slightly curved 

in lateral view。 

Body length 11mm; width 4. 5mm. 

Holotype 人 ，Mt. Gaoligong (27"59 N，98"37 下 ; 2540m alt, ) ，Yunnan Province， 

17 April 2002，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Paratypes 2 个 入 ，2 平 平 ，same data as 

holotype. 

Diagnosis，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LULomza ezcisa Geblen，1913，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s table 3. 

Table 3 

Uzoma ezcisa Geblen，1913 UZoma /iazzgi SPD。 nov. 

1. Pronotal excavation with 2 pairs of processes Placed 

in posterior portrion and near anterior edge “Without process，anterior and posterior portion of the exca= 

respect-ively vation formed ripping-angle，anterior portion transversely 

2，Mentum depressedly concaved，sides margins elevat- round，posterior portion depressedly round 

ed with band of hair Transverse-oblong，front margins with breaches，both 

sides hairy 

3，Prehead not grooved in Y-shape Grooved in Y-shape 

Distribution:， China (Fujian，Guang-dong，Taiwan ); China (Yunnan) 

Viet Nam 

Etymology，The new species is named for Dr. LIANG Hong-bin in Institute of Zo- 

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CSLOEOSPD2 DOV: 《REiSS 2 力 一 33 90) 

Male，Body depressed，oblong; blackish red-brown，antennae，mouth parts and 

legs lighter brown。Head transverse，labrum trapezoid; clypeus sublinearly truncate in 

front，distinctly grooved in flattened Y-shape，finely punctate but boldly backward; 

genaslightly elevated，with outer margins feebly arcuate，and closely punctate; mentum 

subcordate，depressed，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with slender grooves in both sides; 

ligula covered with close and short hair。Antennae reaching basal 2/3 of pronotum，39 

Segment about 1. 07 times longer than 4u，5m segment to apex gradually widened，6u 一 

9”segments slightly prominent to inner border，10u segment transverse-oblong，termi- 

nal segment transverseoval; all segments covered with hair，relative length (width) of 

1 SEEntSED SLC7.5) 3 (7J 7.5 (8.57 5 《10 57，72MKTT 7 下 人 休 半生 村 和 

《15)，8.5 〈16)，8.5 (16)，12.5 (14). Pronotum about 1. 34 times as broad as long; 

front border emarginated; sides feebly arcuate-curved and widely margined; basal border 

weakly bisinuatei front angles slightly prominent，hind angles obtuse; a excavation near 

front border，with sparse and fine punctures but boldly backwards，and 2 pairs of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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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located in anterior and posterior edge of the excavation Tespectively，disc 

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but closely punctate at Slides。 Scutellum subcordate， 

sparsely punctate. 上 lytra distinctly punctate striate，intervals {flat，sparsely and finely 

punctate，Propleuron slenderly and longitudinally wrinkled，Protibiae strongly widened 

in apical portion，inner margins distinctly emarginated at base，others Sublinearly trun- 

cate; outer margins bearing big and obtuse teeth，with a small process at base; Supine 

Surface differently concaved in Size; a row of 4 一 5 teeth on venter。 Mesotibiae with 5 

small teeth at outer margins，relative length of 1# 一 4u of metatarsal segments: 2. 2， 

1.0，0.6，2. 2. Apex of aedeagus sublinearly truncate，feebly elevated at dorsum with a 

shallow excavation; aedeagus sharply curved in lateral view. 

Figs. 25 一 33 ”ULoxmma castazzea sp. nov. ，male 

25: Pronotum; 26: Antenna;i 27: Mentum; 28: Tibia of forefoot; 29: Tarsus of 

metafoot; 30 一 31:Apical aedeagus in dorsal and ventral view; 32:Lateral view; 33: 昱 

Stylus in dorsal view 

Body length 11mm; width 4. 0~4. 5mm. 

Holotype 人 ，Mt. Gaoligong (27?"59 N，98”"37 下 ; 2540m alt. ) ，Yunnan Province， 

17 April 2002，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Paratypes 2 和 人 ，2 笠 平 ，Same data as 

holotype; 1 人 ，1 平 ，Mt.， Gaoligong (28"01`N，98"37' 下 ; 2540m alt. ) ，Yunnan Prov- 

ince，26 April 2002; 1 人 ，Mt.， Gaoligong (27"47 N，98"35' 下 ;2020m alt. ) ，Yunnan 

Province，20 April 2002; 1?，Mt.、 Gaoligong (28"01 N，98"37' 下 ; 1606m alt. ) ，Yun- 

nan Province，8 Oct，2002; 1 平 ，Mt.， Gaoligong (27?59'N，98"37- 下 ;2480m alt. ) ， 

Yunnan Province，24 April 2002; 1 平 ，Mt. Gaoligong (27"42 N，98"18 下 ; 800m alt. )， 

Yunnan Province，20 July 2002; 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Diagnosis，This new Species is _ similar to ULoxma 7zetogezma Ren，2003，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s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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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Uzoma metogaza 人 en，2003 ULormma casta7zea SP。 mov. 

1I，Body black at dorsum，red at abdomen Bay-brown at dorsum and abdomen 

2. Front border of clypeus excavated in middle with 2 Depressedly elevated; depressed， with arris at 

tooth-like process base and slides 

3。Mentum with triangular process in middle With dustpan-excavation，triangular proess 

4.、Pronotum with shallow round-excavation In anterlor Located in front border and sides，a obtuse 

portion process located in middle of hind border 

Distribution: China (上 E，Tibet) China (W. Yunnan) 

Etymology。From the latin，castazea，meaning chestnut brown. 

5 ULomaa gozgsna71zca SPD。 nov。 (Figs，34 一 40，51) 

Female。Longitudinally oval; black，antennae，mentum，ligula，mouth parts，legs 

and abdomen lighter red; weakly shining in dorsum and abdomen。 也 ead transverse， 

subhexagon; labrum transverse-elliptic，with sparse and long hair，and prominent to 

front border; clypeus sublinearly truncate in front，finely punctate，with frons-clypeus 

groove distinct; frons and gena feebly elevated，with sides arcuate，differently punctate 

in Size;i eyes transversely broad，with 3 一 4 facets at narrowest point in lateral view; 

mentum cordate，broadly grooved at both sides，V-shape elevated in middlje，with 

coarsely and transversely wrinkled; ligula slightly emarginated in middle of front bor- 

der，with sparsely hairy; maxillary palpi each with securiform terminal segment，An- 

tennae Teaching basal 1/3 of pronotum，39 一 119 segments covered with soft hair，4 

segment Subquadrate，5u segment to apex gradually broad，8u 一 10 segments trans- 

verse-oblong，terminal segment somevwrhat orbiculate，relative length (width) of 2 双 一 

Figs. 34 一 40 ”LUoma gozgsjnazzica SPp. nov. ，female 

34:Pronotum; 35:Antenna; 36:Mentum; 37:Tibia of forefoot; 38:Tarsus of metafoot; 

39 一 40: 昱 Stylus in dorsal and vent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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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17)，8 (14. 5)。 Pronotum about 1. 46 times as broad as long，finely and 

sparsely punctate; front border slightly emarginated，widely margined; slides strongly 

arcuate-curved and broadly margined，broadest at middle，gently narrowed to rear， 

strongly narrovwed forward，basal border weakly bisinuate; Pronotum closely and finely 

punctate，a pairs of oblique depression near base，Scutellum triangle，finely punctate. 

Elytra distinctly punctate-striate，boldly punctate，intervals flat with fine punctures， 

side-margins visible only at both ends in dorsal view。Pygidium with a semlcircular exca- 

vation。 Pretibiae slender，feebly widened at apex，inner margins relatively narrowed at 

base，others slightly bent，with hair in margins; outer marglns bearing 6 wavelike 

teeth，with short hair between teeth; supine Surface robustly concaved;i a row of 6 一 8 

teeth on venter。，Mesotibiae bearing petty Spines。Metatibiae smooth，relative length of 

1]# 一 4u of metatarsal segments: 4.2，0.9，0.9，2. 4. Genital armature of ovipositor 

bearing a long feeling-hair respectively，and some short hair at base. 

Body length 12mm; width 5. 0mm. 

Male， unknown， 

Holotype ?，Mt. Gaoligong (27"44'N，98"39' 下 ; 1500m alt. ) ，Yunnan Province， 

13 April 2002，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Diagnosis，This new Species 1s similar to Loma 7azetoga71a 人 en，2003，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s Table 5. 

Table 5 

UZoxna nzetogamza 人 Ren，2003 ULoxza gozgshna7zzzca SP，nov. 

1. Black in dorsum，slightly red in abdomen Black 

2. Front border of clypeus bearing 2 tooth-like process in middle Without process 

3， Mentum with triangular process in middle With V-shape bridge 

4. Pronotum with shallow round-excavation in middle Without excavation 

5. Outer margins of fore tibiae bearing 7 teeth 5 feebjle teeth 

6. Body length 10. 7mm 11. 7mm 

Distribution: China (上 ，Tibet) China (W.，Yunnan) 

Etymology.， 工 he nevw species is named for the holotype where was collected. 

6 -ULoma-sp1Ezpwazaa sp now (Figs 一 41 一 465502 

Female。Body oblong; obviously bright-black; antennae，labrum，mentum，mouth 

parts，legs and abdomen orange，Head small，subhexagon; labrum transverse-elliptic， 

slightly prominent to front border，with sparse and long hair; clypeus sublinearly trun- 

cate in front，feebly elevated，closely and finely punctate; frons elevated with bold 

punctures; gena slightly elevated，closely and finely punctate，with sides arcuate，exca- 

vated in front of eyes; eyes transverse，with 2 一 3 facets at narrowest point in 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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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mentum slightly prominent in front，elevated in middle，differently punctated in 

size，concaved in all margins，with narrow grooves at both sides; ligula diamond-horn， 

excavated in middle with several hair。，Antennae reaching basal 1/2 of pronotum，35% 一 

11u segments covered with soft hair，3% segment a bit longer than 4 ，5m segment to 

apex gradually board，9%m 一 100 segments transverse-oblong，terminal segment orbicu- 

late，relative length (width) of 2% 一 119 segments: 5 (7)，8 (7)，6 (8.5)，6 (9)，5 

《11025562055 (TD) 26.5 JG12.2576090C133575750055w01455DdOmCL4DRrODOROOTDO RU 

times as broad as long，sparsely punctate; front border deeply emarginated，but margins 

interrupted at middle; broadest in middle，gently narrovwed to rear，strongly narrowed 

. forward，with widely margined; basal border weakly bisinuate; front angles acute，hind 

angles obtuse。Scutellum pentagon-like, finely punctate. 下 lytra distinctly punctate-stri- 

ate，boldly punctate，intervals flat but finely punctate; whole side-margins Visible in 

dorsal view，obviously in humeral portion。 Pretibiae slender，gradually widened to a- 

pex，inner margins evidently narrowed at base，others sublinearly truncate，with a row 

of hair at apices portion; outer margins bearing about 8 一 10 teeth，with a small process 

at base; Supine Surface coarse，depressedly concaved near outer margins，2 一 3 short 

teeth on venter，Mesotibiae coarse，with spinal hair，Metatibiae smooth，relative length 

of 1# 一 4 of metatarsal segments: 2.7，0.9，0.6，2. 4. Genital armature of ovipositor 

bearing a long feeling-hair respectively，and some short hair at base. 

Body length 10mm; width 4. 0mnm， 

Male:， unknown. 

Holotype 平 , Mt Gaoligong (27"59'N,，98"37 下 ; 2540m alt ) ，Yunnan Province，17 A- 

pr 2002，collected by LIANG Hong-Bin。 Paratypes 2 平平 ，same data as the holotype. 

Figs. 41 一 46  Uioma spLenrazada sp. nov. ，female 

红 1:Pronotum; 42:Antenna; 43:Mentum; 44:Tibia of forefoot;45:Tarsus of 

metafoot; 46: 平 Stylus in dorsal view 

Diagnosis， 工 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UZomza zolitd (Wiedemann 1821)，bn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s Tab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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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Uzoma zolita (Wiedemann 1821) Uloma spLenrdiada SP nov. 

1， Mentum grooved in all margins 
Only longitudinally concaved at both sides 

2. Outer margins of pretibiae bearing wavelike teeth 

3。Black 
4 一 5 sharp teeth 

Bright-black in dorsum，antennae，mouth parts，legs 

and epipleura brown 
4。Body length 11 一 12mm 

Distribution， E，&. S，China;， Burma，Indonesia，Ma- 
9 一 10mm 

China (Yunnan) 
laysia，Sri Lanka 

Etymology.。 From the latin，szpezadzda ，meaning bright black. 

50 51 32 

Figs。 47 一 52 

47:ULomza matulicdenta sp. nov. (人 ); 48:U1oma versicolor sp. nov。、 (人 ) ; 

49: ULoma /Liangi sp. nov. (人 ); 50:ULoma castanea sp. nov。 (人 ) ; 

51:ULoma gozgshanica SP. nov. ( 平 ); 52:Uoma splendida sp. nov. (了 ) 

Acknowledgments The authors wish to express their hearty thanks to Dr， LIANG 

Hong-Bin for specimens of Gaoligong Mount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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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Six new Species of Loxza Latreille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of China are described，namely UZoza 7zxlidezta sp。mnov. ，U。， ve 六 

SiCOLor SP。 nov. ，U. Liazgz SPD。 nov. ，U。 casta7iea SP。 noV. ，U。 go118g5SPa72zCQ 

sD. nov。、and U. szplezadizda sp nov. .All type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the 

Museum of Hebel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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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地 区 昨 科 二 新 种 

( 直 翅 目 : 昨 总 科 ) 

郑 哲 民 : 毛 本 勇 
(1 陕西 师范 大 学 动物 所 西安 710062) 

(2 云南 大 理 师范 专科 学 校生 物 系 ，” 大理 ”671000) 

摘 要 记述 采 自 云南 省 高 黎贡山 地 区 昨 科 2 新 种 ， 即 福 贡 柯 昨 〈Cozptotettiz josgomr- 

gensis Sp。 nov. ) 及 贡 山 拟 悠 背 昨 〈Euzparatettizoides gomzgsjhazeztsis SP nov. ) ， 模 式 标本 保 

存 于 陕西 师范 大 学 动物 研究 所 。 

关键 词 ” 直 翅 目 ， 昨 科 ， 新 种 ， 高 黎贡山 

中 图 分 类 号 Q969. 26 

在 鉴定 大 理 师范 专科 学 校生 物 系 1998 年 在 云南 省 高 黎贡山 地 区 采集 的 标本 中 ， 发 
现 有 昨 科 〈Tetrigidae) 昆虫 2 新 种 ， 报 道 如 下 。 模 式 标本 保存 于 陕西 师范 大 学 动物 研 

究 所 标本 室 。 

福 贡 柯 昨 ， 新 种 CoptotettzZz fwgoxzgezszs SD， nov。 (图 1 一 3) 

雌性 ” 体 小 型 ， 头 项 的 宽度 略 狭 于 一 眼 宽 ， 前 缘 圆 形 ， 突 出 于 复眼 之 前 ， 中 隆 线 明 

显 ; 侧面 观 ， 头 项 与 颜面 成 圆 形 ;颜面 隆起 突出 ， 在 中 单眼 处 略 凹 陷 ， 纵 沟 较 宽 ， 与 触 

角 基 节 等 宽 。 复 眼 圆 球形 ， 突 出 。 侧 单眼 位 于 复眼 前 缘 的 中 部 。 触 角 丝 状 ， 着 生 于 复眼 

下 缘 之 间 。 前 胸 背 板 屋 肴 形 ， 前 缘 钝 角形 突出 ; 中 隆 线 呈 片 状 ， 侧 面 观 ， 背 板 上 缘 前 段 

呈 弧 形 ， 后 段 较 平 ; 沟 前 区 侧 隆 线 平行 ， 肩 角 钝 角形 ; 前 胸 背 板 后 突 攀 状 ， 顶 端 到 达 后 

足 股 节 的 顶端 ! 背 板 侧 片 后 缘 具 2 凹陷， 后 角 顶 圆 形 。 前 翅 宽 卵 形 。 后 翅 到 达 后 突 的 顶 

端 。 前 、 中 足 股 节 上 、 下 缘 平 直 ， 中 足 股 节 的 宽度 狭 于 前 翅 能 见 部 分 的 宽度 。 后 足 股 节 

粗 短 ， 长 为 宽 的 3 倍 ， 膝 前 齿 及 膝 齿 钝 。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具 刺 10 个 ， 内 侧 8 个 ， 后 足 肥 

节 第 1 节 长 于 第 3 节 ， 第 1 肥 节 下 之 第 3 垫 大 于 第 1，2 垫 ， 各 垫 顶尖 。 产 卵 斩 长 为 宽 
的 3.8 倍 ， 上、 下 缘 均 具 细 齿 。 下 生殖 板 长 大 于 宽 ， 后 缘 中 央 具 1 个 三 角形 突出 。 体 暗 

神色， 后 翅 黑 色 。 后 足 肥 节 暗 褐色 。 

雄性 ” 体 较 肉 性 狭 而 小 。 身 体 构造 同 峻 性 。 中 足 股 节 略 宽 于 前 翅 能 见 部 分 的 宽度 。 

下 生殖 板 短 锥 形 。 一 体 黄 褐色 。 后 翅 黑 色 。 后 足 肥 节 黄 褐色 。 

体 长 : 人 8. 5mm， 于 10. 0 一 11. 0mm。 

前 胸 背 板 长 : 人 7. 0mm， 平 9. 0 一 9. 5mm。 

后 足 股 节 长 : 人 5mm， 平 6mm。 

x 本 文 2002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27(2)，265 一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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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福 贡 柯 昨 (Cozptotettiz fugomgensis sp. nov. ) 新 种 

1: 背 面 , 衬 ;2: 侧 面 , 平 ;3: 肉 性 下 生殖 板 

正 模 让 ， 副 模 1 4 ，1 平 ， 云 南 福 贡 ，1998-03-21， 徐 吉 山 采 。 

新 种 近似 于 贡 山 柯 昨 〈Cozptotettiz goxzgshnazzezlsis Zheng) 及 印度 柯 昨 〈Cozptotet 工 

zi71dizcus Hancock)， 主 要 区 别 见 表 1。 

表 1L 三 种 柯 昨 的 区 别 

贡 山 柯 昨 福 贡 柯 昕 ， 新 种 印度 柯 昨 

Coztotet 好 工 5O128Sha7ze12Sis Cozbptotettiz xugomzgersis SD。nov。 CozbptotettiZ idicuS 

头顶 与 一 眼 等 宽 头 项 略 狭 于 一 眼帘 头顶 与 一 眼 等 宽 

前 胸 背 板 前 缘 平 直 前 胸 背 板 前 缘 钝 角形 突出 前 胸 背 板 前 缘 平 直 

前 胸 背 板 中 隆 线 低 平 前 胸 背 板 中 隆 线 片 状 突出 前 胸 背 板 中 隆 线 低 平 

侧 观 背 板 上 缘 平 直 侧 观 背 板 上 缘 前 段 弧 形 ， 后 段 平 侧 观 背 板 上 缘 平 直 

后 翅 不 到 达 后 突 顶 端 后 翅 到 达 后 突 顶 端 后 翅 超 过 后 突 项 端 

肩 部 间 具 二 短 纵 隆 线 肩 部 间 不 具 短 纵 隆 线 肩 部 间 具 二 短 纵 隆 线 

页 山 拟 候 背 昨 ， 新 种 下 xzpa7atettzZzozdes 5o71855SPna71e7182S SD。DoOV. 

(图 4 一 6 ) 

雄性 ” 体 小 型 。 头 部 突出 ， 高 出 前 胸 背 板 水 平 之 上 。 头 顶 较 宽 ， 其 宽度 为 一 眼 宽 的 1.3 
.612 ， 



图 4 一 6 贡 了 山 拟 悠 背 昨 (EExzparatettzzozdes gozgshazzezsis SD， nov. ) 新 种 

4: 背 面 ,4 ; 5: 侧 面 : 人 ;6 :雌性 下 生殖 板 

倍 ， 前 缘 略 突出 于 复眼 之 前 ， 具 中 隆 线 ; 侧面 观 ， 头 项 与 颜面 隆起 形成 直角 形 ， 颜 面 隆 

”起 在 触角 之 间 弧 形 突出 ， 纵 沟 的 宽度 与 触角 基 节 等 宽 。 触 角 丝 状 ， 着 生 于 复眼 下 缘 之 

间 。 复 眼 圆 球形 ， 突 出 。 侧 单眼 位 于 复眼 前 缘 的 中 部 。 前 胸 背 板 前 缘 平 直 ， 中 隆 线 呈 片 

状 隆 起 ， 侧 面 观 ， 上 缘 在 前 段 略 呈 弧 形 ， 后 段 较 平 ; 沟 前 区 侧 隆 线 不 明显 ， 略 向 后 收 

缩 ; 肩 角 钝 圆 角 形 ， 在 肩 部 之 间 的 短 纵 隆 线 不 明显 ;后 突 攀 状 ， 略 超过 后 足 股 节 的 项 

端 ! 前 胸 背 板 侧 片 后 缘 具 二 凹 陷 ， 后 角 顶 圆 形 。 前 翅 长 卵 形 ， 后 翅 略 超过 后 突 的 顶端 。 

中 足 股 节 宽 扇 ， 下 缘 略 波状 ， 其 宽度 明显 宽 于 前 翅 能 见 部 分 的 宽度 。 后 足 股 节 粗 短 ， 其 

长 度 为 宽度 的 2.5 倍 ， 上 、 下 侧 中 隆 线 具 细 齿 ， 肤 前 齿 直 角形 ， 肤 齿 直 角形 。 后 足 有 径 节 

外 侧 具 刺 6 个 ， 内 侧 7 个 ， 后 足 跌 节 第 1 节 长 于 第 3 节 ， 第 1 中 节 下 之 第 3 垫 大 于 第 1、 

2 垫 ， 顶 尖 ， 下 生殖 板 短 锥 形 。 

体 黄 褐色 。 后 翅 暗 褐色 。 背 板 中 部 两 侧 具 四 角形 黑 斑 。 

雌性 ” 体 较 雄性 粗大 。 体 暗 褐色 。 身 体 构造 与 雄性 同 。 上 、 下 产 卵 瓣 均 具 细 齿 。 下 

生殖 板 后 缘 中 央 略 凹陷 。 

体 长 : 人 6mm， 税 9mm。 

前 胸 背 板 长 : 人 7.0mm， 科 8. 5mm。 

后 足 股 节 长 : 人 4.8mm， 王 5. 0mm。 

正 模 和 人 ， 副 模 乎 ， 云 南 福 贡 ，1998-03-21， 徐 吉 山 采 。 

新 种 近似 于 广西 拟 悠 背 昨 〈Euparatettizoides guazpgdzie1lsis Zheng)， 主 要 区 别 见 

表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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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贡 山 拟 悠 背 昨 与 广西 拟 悠 背 昨 区 别 

广西 拟 悠 背 昨 贡 山 拟 悠 背 昨 ， 新 种 

下 xparatettiZotdes gaQ72STIe12313 下 xparatettizZzozdes 5o72g5Sha7ze12S1S SPD。 Dov。 

处， 头顶 为 一 眼 宽 的 1. 45 倍 人 ， 头 顶 为 一 眼 宽 的 1. 30 售 

侧 观 ， 头 项 与 颜面 隆起 形成 钝 圆 形 侧 观 ， 头 项 与 颜面 隆起 形成 直角 形 

前 胸 背 板 中 隆 线 低 平 前 胸 背 板 中 隆 线 片 状 隆起 

侧 观 背 板 上 缘 平 直 侧 观 背 板 上 缘 前 端 略 弧 形 ， 后 段 平 

背 板 后 突 不 到 达 后 股 节 顶 端 背 板 后 突 略 超过 后 足 股 节 顶 端 

后 翅 不 到 达 后 突 项 端 后 翅 略 超过 后 突 的 顶端 

主要 参考 文献 

蒋 国 芳 ， 郑 哲 民 . 1998. 广西 蝗虫 ， 桂 林 : 广西 师范 大 学 出 版 社 ，1 一 390 

梁 铬 球 ， 郑 哲 民 . 1998. 中 国 动物 志 ， 昆 虫 岗 ， 第 12 卷 ， 直 翅 目 ， 昨 总 科 . 北京 : 科学 出 版 社 . 1 一 278 

郑 哲 民 ， 毛 本 勇 . 1997. 滇 西 横断 山地 区 昨 总 科 的 调查 .华东 昆虫 学 报 ，6 (1): 5 一 11 

郑 哲 民 . 1992. 直 翅 目 : 昨 科 .横断 山区 昆虫 ， 第 1 册 . 北京 : 科学 出 版 社 ，82 一 94 

郑 哲 民 .，1994. 昨 科 一 新 属 二 新 种 〈 直 翅 目 : 昨 总 科 )， 四 川 动物 ，13 〈4) : 146 一 1491 

Hancock J I，1915.， Indian Tetrigidae (Acrydiinae)。 Records of the Indian Museum，11 (1):， 55 一 138 

Shisodia M S 1991.， Taxonomy and Zoogeography of the Tetrigidae (Orthoptera: Tetrigoidea) of North Eastern 

India，Rec Zool Surv India Occ Paper，No。140，1 一 204 

Two New Species of Tetrigidae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Region 

(Orthoptera: Tetrigoidea ) 

ZHENG Zhe-Minl MAO Ben-Yong: 

(1 JInstitute of Zoolog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 

《2 Department of Biology，Dali Teachers College，Dali 671000)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aper，two new species of Tetrigidae are described， Type 

speclmens are kept in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Coptotettix ugomgeftsis Sp. nov. (Figs.， 1 一 3 ) 

工 his new Species is allied to Coptotettirz gomzgsjhnazie7z5sis Zheng and Cozptotetiiz zzCi- 

cs Hancock. It differs from both in :GDwidth of vertex slightly narrower than the width 

of an eye; (Danterior margin of pronotum obtuse angular; @) median keel of pronotum 

lamellar; 由 without two short longitudinal keels between shoulders;G) hind wing reac- 

hing the top of hind femur; GO) in profile，upper margin of pronotum arc in anterior part 

and stralght in posterior part 

。 614 。 



Length of body: 人 8. 5mm， 平 10. 0 一 11. 0mm。 Length of pronotum: 和 7. 0mmy 平 

9. 0 一 9. 5mm。Length of hind femur: 人 5mm， 秆 6mm. 

Holotype 于 ，paratype 1 水 ,1 站，Yunnan ，Fugong(27 1 N， 98"6 E) ，21 Mar. 

1998，collected by XU Jr-Shan， 

正 KDParatettixoides go118gS1zia1fte1lS1S Sp. n0V。( 上 lgSs，4 一 6) 

This new species is allied to Exuzpaxrateltzzozdes gua7zgZzie11325 Zheng，but differs in; 

(width of vertex 1. 3 times the width of an eye; CO)in profile，vertex and frontal ridge forming 

aright angle;@)median keel of pronotum lamellar; Gin profile，upper margin of pronotum arc 

in anterior part and straight in posterior part; CO)hind process of pronotum slightly reaching be- 

yond the top of hind femur; (Ohind wing reaching beyond the top of hind process. 

Length of body: 和 6mm， 和 对 9mm， Length of pronotum: 人 7. 0mm， 平 8. 5mm. 

Length of hind femur: 人 4. 8mm， 税 5. 0mm. 

Holotype 人 ，paratype 人 哇 ，Yunnan ，Fugong (27"1 N，98"6 E)，21 Mar，1998， 

collected by XU J-Shan. 

Key words Orthoptera, Tetrigidae,New species，Gaoligo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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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西 害 竹 的 一 种 新 时 量 ， 
( 同 起 目 : 大 叶 蝉 科 ) 
杨 集 昆 
(北京 农业 大 学 ) 

近年 云南 省 西部 发 现 一 种 罕见 的 大 叶 蝉 ， 在 保山 地 区 的 腾冲 县 和 保山 县 的 竹子 上 数 

量 相当 多 ， 成 虫 及 若虫 群集 于 细 枝 与 叶 丛 吸食 为 害 。 惊 动 后 ， 成 虫 飞 起 又 停 落 竹 上 ， 虽 

然 虫 体 较 大 ， 但 其 色 墨 绿 间 杂 而 颇 似 栖 境 ， 不 加 注意 尚 难 发 现 。 

在 德 宏 州 的 瑞丽 县 作者 也 见 此 虫 ， 那 是 在 姐 相 公社 广 双 大 队 山中 的 溪流 处 ， 清 澈 的 

溪 间 有 一 片 砂 洲 ， 上 面 除 散 堆 砾石 外 并 无 植物 。 当 追 捕 沙滩 上 的 虎 甲 时 ， 竟 惊 起 这 种 大 

叶 蝉 ， 于 是 挥 网 赶 动 、 竟 比比 皆 是 ， 低 飞 不 远 又 返回 “ 岛 ” 上 ， 未 久 得 二 十 余 只 ， 的 为 

雄 虫 。 四 周 并 无 但 子 ， 这 种 远 途 飞 集 的 现象 ， 只 能 解释 是 雄 虫 来 喝 水 的 。 溪 流 昌 长 ， 但 

两 岸 陡峭 ， 唯 “ 岛 ” 上 平缓 ， 砂 粒 间 湿润 ， 宜 于 停息 痛 饮 。 肉 虫 显然 无 此 习性 ， 这 在 保 

山 得 以 证 实 ， 从 一 从 竹子 上 采 的 25 只 中 仅 有 3 雄 ， 在 竹 上 栖息 的 也 绝 大 多 数 都 是 雌 虫 ， 

当然 是 便于 产 卵 繁殖 了 。 

这 种 害 竹 的 大 叶 蝉 经 鉴定 为 Namsazgia 属 的 一 个 新 种 ， 此 属 仅 有 印度 的 模式 种 

N，&garialis， 系 Distant (1907) 所 记述 。 其 原意 不 详 ， 权 以 “ 南 无 僧 ” 来 谐音 作为 

Nazzsazgia 属 特异 叶 蝉 的 专 名 。 

人 竹 南 无 僧 叶 蝉 Namazsazzgia pazzpxsae ， 新 种 

长 头 大 型 种 ， 活 体 黄 绿色 具 多 少 不 等 的 黑色 部 分 ， 雌 大 且 色 淡 ， 雄 小 而 色 暗 ， 死 后 

不 见 绿色 ， 变 为 橙黄 至 橘红 。 新 种 以 干燥 的 针 插 标本 来 描述 。 

雄 虫 : 体 长 〈 达 翅 端 ) 14mm， 个 别 近 15mm。 头 部 前 伸 成 长 角 突 ， 其 端 部 上 雹 ， 

头顶 宽阔 微 目 ， 有 一 对 黑色 的 纵 脊 ; 单眼 在 脊 的 外 侧 ， 复 眼 在 头 侧 向 后 凸 出 ， 覆 在 前 胸 

侧 角 上 ， 二 单眼 间 的 距离 大 于 各 自 至 复眼 的 间距 ;， 头 侧 状 明 显 ， 在 触角 窝 的 前 上 方形 成 

钝 齿 突 ， 由 此 向 前 沿 头 的 前 伸 部 分 构成 角 突 侧 缘 的 锐 边 ， 均 呈 黑 色 ; 头 的 腹面 膨 凸 ， 除 

侧 脊 的 黑 边 外 ， 角 突 的 端 部 为 黑色 ， 展 基 长 而 宽 ， 仅 前 唇 基 中 央 带 些 褐色 ;触角 第 一 节 

色 淡 、 盘 状 ， 第 二 节 球 形 、 与 刚毛 状 的 鞭 节 均 为 深 色 。 

前 胸 背 板 近 梯 形 ， 后 缘 内 止 成 角 ， 侧 缘 具 糊 边 ， 背 板 多 横 皱 、 前 区 两 侧 具 凹 窝 ; 小 

导 片 略 呈 三 角形 ， 比 前 胸 背 板 短 ， 在 横 沟 的 前 边 有 一 对 小 褐 点 。 前 翅 狭 长 ， 伸 过 腹 端 ， 

散 面 较 粗糙 ， 端 室 4 个 ， 内 侧 者 极 狭 长 、 其 基部 靠近 爪 片 的 末端 ， 后 翅 短 而 宽 ， 具 围 

脉 ， 横 脉 2 条 ， 有 3 个 端 室 。 前 翅 色 淡 褐 ， 端 室 及 部 分 端 前 室 较 淡 ， 后 翅 则 呈 黑 褐色 ， 

脉 为 黑色 ;， 重 和 时 ， 前 翅 衬 透 后 翅 呈 黑色 ， 但 边缘 仍 为 淡 褐 色 。 足 细 长 ， 肥 节 均 具 细 刺 

< 本 文 1984 年 发 表 于 《昆虫 分 类 学 报 》 6(2、3) :197 一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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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 3 ”人 竹 南 无 僧 时 蝉 C(Nazxnzsazgzia pazzzpxsae Yang,sp.n. ) 

人 , 背 视 ;2: 其 头 部 , 侧 视 ;3: 一 , 背 视 

列 ， 附 节 褐 色 ， 肥 节 前 中 足 均 为 褐色， 后 足 则 仅 基 部 带 褐色 ， 前 足 的 腿 节 中 段 也 有 

褐色 。 

头 和 前 胸 及 小 盾 片 的 黑色 部 分 多 变化 ， 一 般 头 顶 只 有 一 纵 的 橙黄 色 和 条纹， 复眼 内 侧 

为 一 橘红 色 的 斑 ; 前 胸 背 侧 在 前 区 也 为 一 对 大 橘红 色 斑 块 ; 小 盾 片 或 全 部 橘红 色 ， 或 横 

沟 以 后 褐色 ， 或 沟 前 中 部 黑 宰 ， 甚 至 整个 呈 黑 褐色 。 

腹部 背 板 全 为 黑色 ， 腹 板 则 呈 橙 黄色 。 

雌 虫 : 体 长 16， 个 别 几 达 17mm。 头 胸 与 雄 虫 相似 ， 但 色彩 不 同 。 头 部 栖 黄 ， 仅 侧 

兰 及 一 对 中 兰 黑色， 胸 背 橘红 ， 前 胸 除 侧 脊 黑色 外 ， 背 面 有 一 对 黑 斑 ; 小 盾 片 则 只 有 横 

沟 前 边 的 一 对 小 褐 点 ， 基 部 的 一 对 黑 斑 则 被 前 胸 所 覆盖 、 仅 微 透露 。 前 翅 橙 黄 ， 后 翅 黑 

褐 ， 重 三 时 则 衬 透 起 来 呈 灰 褐色 。 足 的 颜色 也 淡 ， 仅 中 节 端 部 褐色 ， 前 足 中 节 褐 色 ， 有 

时 肥 节 也 呈 黑 神色。 腹部 背面 大 部 分 黑色 ， 但 两 侧 仍 有 宽 的 黄 边 ， 腹 面 全 为 黄色 。 

正 模 入 ， 配 模 ?， 副 模 1 和 、21 平 守 ， 云 南 省 保山 县 (1981-V-11， 杨 集 昆 ); 同 地 

副 模 1 和 4 、10? 衬 〈 李 法 圣 ) ， 腾 冲 县 8 人 和 (1981-IV-28， 李 法 圣 、 杨 集 昆 )， 瑞 丽 县 

21 人 4 4 (1981-V-1， 杨 集 昆 、 李 法 圣 )。 

若虫 : 老 熟 时 体 长 约 11mm， 橙 黄色 ， 体 背 两 侧 具 黑 褐色 纵 条 ， 背 中 也 有 不 显著 的 

纵 斑 带 两 条 ， 体 狭长 ， 形 状 似 成 虫 ， 翅 芽 渐 尖 ， 伸 达 第 三 腹 节 中 部 。 四 月 底 若 虫 长 成 ， 

为 羽化 初期 ， 在 腾冲 县 采 到 大 量 若 虫 和 刚 羽 化 的 成 虫 ， 系 何 俊 华 同 志 发 现 后 相 告 的 ， 在 

此 顺 表 谢意 。 

新 种 确 知 为 害 毛竹 ， 故 以 寄主 来 命名 为 parpxusae， 与 印度 的 garialis 极 相 似 ， 但 

该 种 体型 要 更 大 〈 长 19mm) ， 且 头 前 伸 的 角 突 的 端 部 膨大 而 显然 不 同 。 

需要 指出 的 是 Distant (19072: 59) 在 原始 记述 时 所 用 的 唯一 模式 标本 是 不 很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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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前 足 径 节 以 下 、 中 后 足 附 节 均 缺 ， 且 无 触角 ， 同 时 也 未 说 明 性 别 〈 由 所 描述 来 看 应 

为 雄 虫 ) 。 更 主要 的 是 该 书 的 插图 (Fig. 166 ) 是 与 次 页 的 插图 (Fig. 167) 对 调 了 。 

这 一 技术 性 错误 使 他 在 校 稿 时 发 生 误 解 又 加 了 一 个 多 余 的 脚注 ， 解 释 后 者 绘图 用 的 标本 

前 足 有 径 节 断 掉 ， 而 实际 是 完好 无 缺 的 。 

新 种 的 模式 标本 中 有 2 对 选送 西北 农学 院 周 尧 教 授 处 ， 其 余 均 保存 在 北京 农业 大 学 

昆虫 标本 室 。 

A New Species of Na7samgia from Yest 

Yunnan Injuring Bamboo 

( Homoptera: Cicadellidae ) 

YANG Jr-kun 

(Bei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Holotype 和 ， allotype 平 ，and paratypes 2 人 人，21 对 千 . (1981-V-11) 

from Baoshan Co.，8 个 个 (1981-IV-28) from Tengchong Co.，all in Baoshan Pr. ，and 

21 人 人 (1981-V-1) from Ruili Co. ，of the Dehong Dai-Jingpo Aut， Pr. ，Yunnan Prov= 

ince。Allied to the type Species of this genus Ngarialzs Distant (1907) from India， 

head with a long and recurved process，but the apex is not ampliated and spatulate as 

the type Species，Length of body including the tegmina 14 一 15 mm. (人 处 ) and 16 一 

17mm.。( 平 ) whereas in the Ngarialis it is 19mmn. 

The male (Fig. 1) is darker in colour than the female (Fig. 3) ，head，pronotum and 

scutellum with orange red markings，but this is variable in specimens，as the female 1s 

chiefly orange red and with blackish striae and markings only。、The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Insect collections of the Bei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and two pairs of 

them in the Northwester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Namzsa7zzgza paz20USae ，New specles，We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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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怒江 峡谷 的 蝴蝶 资源 ” 

童 大 志 大生 下放 请- 尝 李 了 全、 
(1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云 南 昆明 650223) 

(2 美国 加 州 科学 院 ， 旧 金山 “94118) 

(3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云 南 “昆明 650224) 

摘 要 报道 云南 怒江 峡谷 的 蝴 锻 共 11 科 115 属 225 种 。 同 时 提出 改造 怒江 峡谷 为 贿 

蝶 峡 谷 、 开 办 蝴蝶 牧场 、 发 展 蝴蝶 贸易 、 建 立 科 普 园地 、 加 强生 态 环境 的 恢复 和 蝶 类 资源 保 

护 等 5 点 建议 。 

关键 词 ”蝴蝶 资源 ， 怒 江 峡 谷 ， 云 南 

中 图 分 类 号 Q 969. 438. 1 

文献 标识 码 和 A 

1 概述 

位 于 云南 西部 的 世界 第 二 大 峡谷 一 一 怒江 峡谷 。 是 在 历次 造山 运动 ， 特 别 是 喜 马 拉 

雅 造山 运动 高 原 抬升 ， 河 谷 下 切 ， 长 期 侵蚀 和 和 剥蚀 后 形成 。 怒 江 由 北向 南 ， 奔 腾 怒 吼 ， 

水 流 庙 急 。 高 黎贡山 、 怕 落雪 山 纵 贯 南 北 ， 山 势 狗 哦 陡峭 ， 峰 刘 重 压 ， 最 高 海拔 

4649m， 最 低 海 拔 738m， 高 差 达 3911m， 平 均 深 度 2000m， 一 般 坡度 40" 左 右 。 山 高 谷 

深 ， 地 势 起 伏 剧 烈 ， 气 候 环境 多 样 。 由 于 独特 的 地 形 地 貌 和 丰富 多 彩 的 自然 环境 ， 导 致 

了 一 系列 的 生物 效应 。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极 大 地 吸引 着 许多 中 外 学 者 的 关注 。 

由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和 加 州 科学 院 组 成 的 高 黎贡山 生物 多 样 性 考察 

队 对 怒江 州 的 六 库 、 泸 水 、 福 贡 、 贡 了 山 等 地 区 动 植物 进行 了 考察 ， 共 收集 动 植物 标本 约 

2 万 余 号 ， 其 中 昆虫 和 其 他 节肢 动物 标本 约 1 万 余 号 ， 现 将 已 鉴定 的 急 类 方面 情况 报道 

如 下 。 

2 色 江 峡谷 屿 类 资源 情况 

怒江 峡谷 包括 六 库 、 泸 水 、 福 贡 、 贡 山 县 境地 带 。 该 地 区 的 地 瑶 特 点 形成 了 独特 的 

植物 生态 垂直 景观 ， 从 江 边 的 河谷 热带 雨林 季 雨 林 依 次 往 上 为 山地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 

低 山 亚 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 中 山 温 暖 混交 林 、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 高 山 草 旬 等 6 个 植物 垂直 带 

景观 〈 董 大 志 1992)。 由 于 以 上 自然 生态 特点 ， 形 成 峡谷 两 侧 明显 的 昆虫 垂直 景观 ， 

昆虫 资源 十 分 丰富 。 该 地 区 的 蝶 类 据 有 关 资 料 报道 ， 已 发 现 有 11 科 80 属 107 种 。 根 据 

我 们 调查 有 11 科 115 属 225 种 ， 比 原 已 知 种 类 增加 118 种 ， 其 中 珍稀 特有 种 8 种 ， 在 

< 本 文 2002 年 发 表 于 《西南 农业 大 学 学 报 》，24(4): 289 一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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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名 后 附 有 说 明 ， 具 体 名 录 如 下 。 

2.1 凤 蝶 科 (Papilionidae) 10 属 22 种 

中 华 尉 凤 蝶 (Acjhnillides piazor Cramer)， 巴 黎 凤 蝶 (A.，zpars L. )、 柑 橘 凤 屿 

(Pazpizlio zuthaus L. )、 怕 凤 钠 (了 ，piaztor Cramer)、 人 金 凤 蝶 〈(P.，7zachaom 革 . )、 琅 

斑 凤 蝶 〔(P.，jPelenxs L. )、 蓝 凤 蝶 (Menrelaiades protenror Cramer)、 黄 缘 凤 蝶 (〈M. 

zezbjhelus Boisduval) 、 玉 带 凤 蝶 (M.， polytes L. )、 红 基 蓝 凤 蝶 (M. alcmexzor (CC. 把 

R. Felder) 、 藏 东 良 风暴 (Byasa daemmomixs Alpheraky) 、 廊 风 屿 〈B.，zpolyexctes Dou- 

bleday) 、 瑰 丽 麻风 归 〈B.， latreillei Donovan) 、 茶 褐 斑 凤 蝶 大 陆 亚 种 〈Cjhazlasa agestor 

restrictor Leech) 、 蓝 带 青 风 屿 (Graphnizza sarpedom . ) 、 长 尾 青 凤 暴 指名 亚 种 “〈C. 

cloazztjhas cloazatjhas Westwood)、 达 摩 凤 蝶 (Prizceps demolexs L. )、 和 白带 藻 尾 凤 蝶 

(Lazzazprotera caritus FEabricius)、 剑 凤 蝶 中 国 亚 种 (Pauzala glLycerioz 7a072CQa7z71Q 

Oberthur) 、 瓦 山 剑 凤 急 〈P. tianzerianaws Oberthur)、 四 纹 绿 凤 蝶 〈Pa 太 ysa agetes 

Westwood) 、 五 纹 绿 凤 蝶 〈P.， azzzpjpates Cramer) 。 

2.2 绢 虹 科 (Parnassidae) 1 属 2 种 

普通 红 绢 蝶 (Pearmassius cezpjpnalaus Gr. -Grsh. ) 、 黑 缘 小 绢 蝶 〈 忆 ,szzzo Gray) 。 

2.3 粉 嵘 科 (Pieridae) 16 属 32 种 

黄 翅 绢 粉 蝶 (Aporia agathom Gray) 、 大 翅 绢 粉 蝶 (ALargeteawi Oberthur) 、 箭 

纹 绢 粉 典 〈(A.， govtellei Oberthur) 、 小 蚁 绢 粉 则 〈(A. 1ppia Bremer)、 三 黄 绢 粉 蝶 云 

南亚 种 LA.，lasraldei mautazs (Oberthur)]、 猫 斑 绢 粉 蝶 黑 色 亚 种 〈A. acraea 1oiis 

Leech) 、 不 丹 绢 粉 虑 〈A. Larraladei Oberthur) 、 妹 粉 蝶 〈Mesazpia peloria Hewitson)、 

菜 粉 风 东 方 亚 种 (Artogeia rapae oriexttalis Oberthur) 、 褐 脉 菜 粉 蝶 〈A.，、7zaelete Men- 

etries) 、 多 点 菜 粉 蝶 〈A. cazzzaia Sparrman)、 大 菜 粉 蝶 尼 泊 尔 亚 种 〈Pieris grassicae 

7nezpalex2zs Doubleday) 、 阿 萨 姆 菜 粉 蝶 (Apzpias Lalasge Doubleday)、 迁 粉 蝶 〈Catozp- 

SilLzia zo7172072Q Fabricius) 、 淡 紫 异 粉 蝶 〈Cepora xiaadizza Lucas)、 权 脉 豆 粉 蝶 中 华 亚 种 

(CColias reldi cjhzzezsis Oberthur) 、 斑 纹 豆 粉 蝶 中 华 亚 种 〈C.，erate szzezl5s1s Verity)、 

褐 基 斑 粉 蝶 (Delias pasithoe L. ) 、 权 肩 斑 粉 蝶 〈D.， pelladonzaa Fabricius) 、 里 黄斑 粉 

蝶 〈D. agostiza Hewitson) 、 红 缘 斑 粉 蝶 〈(D. jyparete L. ) 、 维 氏 斑 粉 蝶 〈D.，zwilLe- 

72C7i jordan) 、 普 通 黄粉 蝶 〈 正 xzrexaza hecape 革 . ) 、 无 标 黄粉 蝶 〈 下 prigitta Stoll) 、 和 扼 

翅 粉 蝶 〈PDercas verhuelii Hoeven)、 橙 翅 方 粉 蝶 〈(D.，7mzzza Mell)、 橙 翅 鼠 李 粉 蝶 

(Cozezpteryz az72t7a Blanchard) 、 淡 色 鼠 李 粉 蝶 〈G，aszpasia Menetries ) 、 黑 缘 杰 粉 

蝶 (〈Tzias byrene L. )、 花 粉 蝶 〈Ponmtia daplidice L )、 锯 粉 蝶 〈Priomeris 太 esty2i5 

Doubleday) (珍稀 特有 种 ) 、 褐 顶 粉 蝶 〈 五 epomoia glaxcipzpe L. ) (珍稀 种 )。 

2.4 斑 蝶 科 (Danaidae) 4 属 9 种 

金 斑 蝶 (Anzosia chzrysippus L. ) 、 蜡 形 紫 斑 蝶 指名 亚 种 [Euzplioea zzaxlciper 72UL- 

czpoer (Cramer) |]， 线 纹 紫 斑 蝶 (下 7zwliciper Cramer)， 蓝 点 紫斑 蝶 〔〈 瓦 772izCaza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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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珍 稀 种 )， 褐 肪 紫斑 蝶 南 亚 亚 种 下 coregodarzi Lucas、 小 青 斑 蝶 〈Pazramtzca 

aglea Stoll) 、 后 褐 青 斑 蝶 (P. sita Kollr) 、 橙 青 斑 蝶 〈P. zelazevs Cramer) 、 粗 脉 棕 

斑 蝶 [Dazazs gezxtia (Cramer) ] 。 

2.5 眼 蝶 科 (Satyridae) 9 属 34 种 

拟 网 纹 荫 眼 蝶 (Neozpe sizzxulazs Leech)、 网 纹 荫 眼 蝶 LN， chnrisi (COberthur)]、 

黑 点 荫 眼 蝶 (N. 7pzxwzrheaaii Felder) 、 金 色 荫 眼 蝶 (CN. zzppnonzca Bulter) 、 灰 黑 荫 眼 

蝶 (N，yazza Moore) 、 黄 斑 荫 眼 蝶 台 湾 亚 种 CN.， zulahna aiaia Fruhstorfer) 、 从 条 林 

眼 屿 〈Aulocera zzazlzza Oberthur)、 直 带 林 眼 蝶 (A.，zadmza Kollar)、 罕 点 林 眼 蝶 

(4A. sypilliza Oberthur) 、 艳 眼 蝶 波 里 亚 种 〈Callerepiza oriza zolyzpjpemaxs Oberthur)、 

双 瞳 艳 眼 蝶 〈(C.，zerocellata Wkt. ) 、 米 勒 袋 眼 蝶 (Lethe pzoeller 下 lwes) 、 银 纹 黛 眼 蝶 

(L. azcersozi Atkinson) 、 白 带 黛 眼 蝶 〈 工 . coz fusa Aurivillius) 、 玉 带 黛 眼 蝶 〈 工 ev- 

ropa Fabricius) 、 深 山 集 眼 蝶 〈 工 zasaza Kollar) 、 小 银 斑 黛 眼 蝶 〈 工 .Jalaxrida 

Niceville) 、 暗 纹 伐 眼 蝶 〈 工 .mazaitzya Niceville) 、 四 纹 集 眼 蝶 〈 工 . mrze&ara Moore) 、 二 

瞳 伐 眼 蝶 〈 工 ，prozizza Leech)、 黄 环 伐 眼 蝶 〈 工 .ropnrzia Fabricius) 、 大 化 眼 蝶 〈 工 . 

SU7a Doubleday) 、 紫 线 袋 眼 蝶 〈 工 verzza Kollar)、 玉 山 黛 眼 蝶 [ 工 .，72azzteRa7zza (Mat- 

sumura) ]、 暮 眼 蝶 (Meazaztis /eda L. ) 、 黑 募 眼 蝶 (CM.，zpjpedzzza Crazzer)、 替 氏 丑 眼 

蝶 (Mycalesia hors Fieldz Moore)、 无 瞳 眉 眼 蝶 (M. Lezpchna Moore)、 无 纹 眉眼 昌 

CM. persexus Fabricius) 、 隐 纹 稻 眼 蝶 〈Orsotrziaeza aedus FEabricius) 、 山 带 眼 蝶 〈Pca- 

rarge ebpzseobpalis Oberthur)、 双 瞳 带 眼 蝶 〈P.， 7zzzzscwla Oberthur)、 普 通 煌 眼 蝶 

(Yptjpizzaa paldua Fabricius) 、 迅 速 羔 眼 蝶 〈(Y.， droxzoz Oberthur) 。 

2.6 环 蝶 科 (Amathusiidae) 2 属 3 种 

白 锦 箭 环 蝶 〈SichopjPtipalzza PupstorFerz 人 Rober， 珍 稀 种 类 ) 、 路 易 箭 环 蝶 〈'S. 

loxisa Wood-Mason) 、 灰 翅 串 珠 环 蝶 指明 亚 种 [Farxnis aeropeaerope (Leech) ]。 

2.7 峡 蝶 科 (Nymphalidae) 456 属 83 种 

芝麻 峡 蝶 〈Acraea zssoria Hubner) 、 端 黑 角 峡 蝶 (Adaoiiar airtea Fabricius) 、 荨 

麻 峡 蝶 (Aglazs urticae [. ) 、 荨 及 峡 蝶 中 华 亚 种 〈A.，xwrticae chnizzexzlsis Leech)、 印 度 

紫 峡 蝶 (Apatura a7zpzica Kollar)、 白 条 紫 上 峡 蝶 指名 亚 种 | A，cpneuana chneuaza 

(Moore) ]、 紫 闪 峡 蝶 〈A. zirzs 世 . ) 、 拟 蒙 峡 蝶 〈Araschnaza 加 rorsoides Blarnchard) 、 斐 

豹 峡 屿 (Argyexs 关 perpius L. ) 、 老 豹 峡 蝶 (A.、vaodice Pallas) 、 波 缘 葛 有 上 蝶 〈Ar- 

aa7e a7iad7e 革 . ) 、 异 形 豹 峡 蝶 [Daxnzora sagaza (Doubleday) ]、 青 豹 峡 蝶 〈D.， sa- 

ga7a Doubleday) 、 奥 峡 典 浴 绿 亚 种 (Axzap&ia dazaza Leech)、 彩 衣 佛 峡 紧 〈Pazrasaz- 

za hoxrpertz Oberthur) 、 金 纹 带 时 蝶 〈A 友 ya cazza Moore) 、 玄 珠 带 峡 蝶 〈A.，zperius 

L. ) 、 相 思 带 峡 蝶 云南 亚 种 (Azerire asite Moore)、 白 条 带 上 峡 歇 台 湾 亚 种 〈(A. 7zza 

Satteteri Fruhstoder) 、 小 豹 峡 蝶 〈Brentihis dappnzae Denis et Schiffermuller) 、 银 斑 小 葛 

屿 蝶 (Boloria exzplrosyne [L. ) 、 白 带 锯 时 蝶 [Cezhosia cyaze (Drury)]、 红 锯 峡 蝶 指 明 

亚 种 LC.， wzplis pz0L5 (Drury) ]、 肃 峡 蝶 [Suwzzzalza caraza (Doubleday) ]、 巡 峡 崔 

LChalzzga eluesi (Oberthur)]、 大 银 豹 峡 蝶 [Chzldrena chiladrenri (Gray)， 珍 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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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珍 峡 蝶 指 明 亚 种 [Clossiaza gomg gozg (Obertur)]、 丝 纹 时 蝶 〈Cyrestas 雪 yo-= 

aazzaas Boisdwuoal) 、 了 矛 尉 峡 蝶 景 东 亚 种 〈 下 wztLPalza acozthea Rz7zgtage11815 Lee)、 自 裙 

层 峡 蝶 (ELepidae Buthler) 、 嘉 辱 峡 蝶 [下 ，Rardaxza (Moore)]、 红 斑 滩 时 蝶 【 开 . 

1zxpentiza 〈(Cramer)]、 纹 尉 峡 蝶 [下 alLppeada (Godart) ]、 芒 时 遇 〈Eurzzpxs ayctel1zzs 

Doubleday) 、 雇 殿 峡 蝶 [E，arzosic (Moore) ]、 西 藏 滩 峡 蝶 〈 正 .zjzpetazza Poujade)、 

凸 纹 豹 时 蝶 (Fapriciana adipzpe 二. ) 、 凹 纹 豹 峡 氏 (FE meripzpe Felder. ) 、 由 夏 黄 纹 峡 

蝶 〔〈 百 erozma zazatlxs Doubleday)、 溪 流 拟 斑 峡 紧 〈 互 eszzzza ?aa Doubleday) 、 拟 斑 

脉 上 峡 屿 〈 互 ， perszzzilis Westwood) 、 深 紫 峡 蝶 〈 互 ypolizzzzas golz7a 工 ) 、 拟 金 斑 上 峡 虹 

( 互 .zizszppus 二 ) 、 琉 璃 峡 屿 (KazzzsRa cazace 世 . ) 、 蝶 形 白 斑 峡 屿 〈 工 z 友 mga cottz7ai 

Oberthur)、 墨 脉 网 峡 蝶 (Melitaea araesia Bremer)、 藏 东 网 上 屿 上 屿 (M， 7jezepel 

Oberthur) 、 圆 翅 网 峡 蝶 (M.， yuenty Oberthur)、 白 珠 上 紧 (Modxvza procrzs Cra- 

mer) 、 宽 环 峡 蝶 (Neptlis aahexzdza Moore)、 森 环 峡 屿 〈N，7zemzorz7a Oberyhur)、 德 

环 峡 蝶 (Ndcejeani Oberthur) 、 中 环 峡 蝶 台 湾 亚 种 〈N. APylas ucxlerta Fnruhstorf- 

er) 、 弥 环 峡 蝶 〈N.， 7nian Moore) 、 基 环 峡 蝶 〈N.，7?ashora Swinhoe)、 小 环 峡 蝶 〈N. 

sabpzpjho Pallas， 珍 稀 特 有 种 ) 、 娜 环 峡 蝶 〈(N，mzata Moore)、 金 时 峡 蝶 [LPanztazporia 

Ahordozia (Stoll) ]、 狭 线 星 点 峡 蝶 〈Payra 态 ya vezata Leech) 、 拟 豹 纹 峡 蝶 〈PHhcza7= 

ia ppjPazaztlua Drury) 、 银 钩 角 屿 蝶 (Polygonmizia caLpxz7z 工 . ) 、 金 钩 角 峡 紧 〈 已 caax7ze- 

z770 [. ) 、 热 带 双 尾 虹 蝶 (PolLyura atpazzas Drury)、 单 列 双 尾 峡 屿 〈(P. coloz West- 

wood) 、 大 双 尾 峡 蝶 〈(P. exdcaxzzzpzpxs Doubleday)、 针 双 尾 峡 蝶 〈(P.， zarcaea Hewit- 

son) 、 孔 和 尖 眼 纹 时 蝶 (Precis aaaza 工 . ) 、 蓝 斑 眼 时 蝶 〈P.，jazerte Fabricius) 褐色 眼 

纹 峡 蝶 (P. ;ippita Cramer) 、 柠 檬 眼 峡 蝶 (P. /emoxaizas L. ) 、 凤 蓝 眼 上 峡 蝶 〈 忆 or 万 

Aya [. ) 、 尉 赣 眼 峡 媒 凸 形 亚 种 〈P. oriz 雄 ya isocratia Hubner)、 假 莉 及 峡 蝶 〈Psexa- 

ergolis zedd 记 Kollar) 、 朴 黑 眼 时 蝶 (CRopnaza pazrisatis Westwood) 、 东 方 帅 上 峡 蝶 〈Se- 

zjPazsa chna7zzd7za Moore)、 白 点 黑 峡 内 | Siipocjpioma mioea (Gray) ]、 绿 纵 带 峡 蝶 〈Szzz- 

alia daraza Dbldy) 、 金 带 断 时 上 屿 〈Symzpzeztjpia 1Azzppoclw Cramer)、 假 尾 峡 蝶 〈(Vz- 

Sg7c75 egzisia Cramer) 、 绿 裙带 上 峡 嵘 LTanzaecia 1z0 (Lesson) ]、 全 球 赤 峡 蝶 〈Vaznessa 

cazdzwi L. ) 、 印 度 赤 峡 屿 (Viadizca Herbst) 、 角 权 翅 峡 蝶 〈Vindawla erota Fabricius， 

珍稀 特有 种 ) 。 

2.8 吃 蝶 科 (Libytheidae) 1 属 2 种 

棒 纹 晓 蝶 〈Lipythea 7ayrrha Godart， 珍 稀 特 有 种 )， 棒 纹 吃 蝶 血 斑 亚 种 〈 工 . 

177 妃 Q Sa72gWz72Q01s Fruhstorfer， 珍 稀 特 有 种 ) 。 

2.9 申 蝶 科 (Riodinidae) S$ 属 13 种 

曲 带 褐 暑 则 (Apisara apzoz2zs Moore) 、 方 裙 褐 申 蝶 〈(A， freda Bennett) 、 黄 带 

神 昭 蝶 LA.，yulia (Westwood)]、 白 带 褐 归 蝶 [LA.， fylioides (Moore)]、 长 尾 褐 昭 

蝶 LA. nzeopjpzrom (Hewitsan)]、 黑 敬 尾 申 虹 〈Doaona deodata Hewitson) 、 大 斑 尾 申 

蝶 〈D. egeoz Westwood) 、 白 藻 尾 申 蝶 〈D.，Hhenrici Holland) 、 银 纹 尾 昭 蝶 〈(D. ev- 

gezes Bates) 、 斜 带 缺 尾 昭 蝶 云南 亚 种 〈D.， ouida palay Fruhatoifer)、 喇 嘛 小 昭 歇 

。622 。 



(Polycaexia Lazza Leech)、 白 申 蝶 中 越 亚 种 〈Sizpoges 72y71a 加 pidiza elodz7zza Fruhsterf- 

er) 、 波 视 蝶 [Zemeros Fegyas (Cramer) ] 。 

2. 10 ” 灰 蝶 科 (Lycaenidae) 8 属 10 种 

灰 暴 西 藏 亚 种 (ALpuliza orpitula pjheretes Hoffmansegg) 、 尖 翅 银 灰 蝶 〈Cuxzetis 

acuia Moore) 、 雄 蓝 黄 灰 蝶 〈 瑟 eliopjhorus yaphir Blenchard) 、 古 铜 黄 灰 蝶 〈 五 ，praA- 

72Q Moore) 、 浓 紫 彩 灰 凤 | 五. ;iiacade (de Niceville) |]、 橙 红 昔 灰 屿 〈Lozxra atyzz7225 

Cramer)、 丽 罕 菜 灰 蝶 (elieia 1 Oberthur)、 点 染 敬 灰 蝶 [Repala Susa 

(Moore) ]、 豆 粒 银 线 灰 蝶 指 明 亚 种 [Spizzdasis syazaza syazza (Horsfiedld) ]、 青 白 琉璃 

灰 蝶 〈Uaara dilecta Moore) 。 

2. 11 和 弄 蝶 科 (Hesperiidae) 13 属 1S 种 

尖 翅 弄 蝶 [Badaaxnia ezclaxaatioazs (Fabricius) ]、 黄 斑 银 弄 屿 〈Carterocejpalacs 

alijioiades Lee)、 和 斜 带 星 弄 蝶 [Celaenzorrhizaxs axwriuittatus (Moore)]、 绿 弄 歇 

[LChoaszpes pezzjaz22i (Guerin-Meneville) ]、 墨 弄 蝶 台湾 亚 种 [Danzzxo te 妨 ys mazooz 〈Ma- 

bille) ]、 尖 翅 郁 和 弄 蝶 [Gazgara Roadea (Hewitson)]、 纬 带 趾 弄 蝶 [ 瓦 asora Vitta 

(Butler) ]、 双 带 弄 蝶 [Lopocla pi fasciata (Bremer et Grey)]、 毛 脉 弄 蝶 [Maoreaza 

trichozzexra (FEelder et Felder)]、 曲 纹 袖 和 弄 蝶 [Notocryzpta curui ascia (Felder et 

Felder) |]、 营 提 赭 型 蝶 [LOchniodes poxddjia (Mabille)]、 雪 山 赭 弄 蝶 | O szva 

(Moore) ]、 白 斑 赫 弄 蝶 LO. suxphyaliza (Bremer et Grey)]、 中 华 谷 弄 蝶 〈Perozpidas. 

Sz71e11518 Mabille) 、 花 弄 蝶 [LPyrguws maacxlatas (Bremer et Grey) ] 。 

3 建议 
从 上 可 以 看 出 怒江 峡谷 的 蝶 类 资源 是 相当 丰富 的 ， 根 据 该 地 区 的 地 形 、 地 瑶 、 气 

候 、 植 被 、 海 拔 及 资源 优势 等 ， 特 提出 如 下 几 点 建议 。 

3.1 改造 怒江 峡谷 为 蝴蝶 峡谷 

盘 江 峡谷 特殊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壮观 地 貌 形态 的 垂直 景观 产生 了 独特 奇异 的 生物 群落 ， 
是 动 植 物 生长 繁衍 的 优良 场所 ， 孕 育 着 丰富 的 蝶 类 资源 。 经 初步 调查 ， 该 地 区 的 蝶 类 有 
11 科 ，115 属 ，225 种 ， 但 还 有 许多 种 类 尚未 发 现 ， 估 计 该 地 区 的 蝶 类 约 有 400 余 种 。 
虽然 到 目前 为 止 还 未 发 现 有 国家 L, 开 级 蝶 类 保护 动物 ， 但 国内 已 知 的 11 个 科 的 蝶 类 ， 

该 地 区 都 有 分 布 ， 可 见 该 地 区 的 蝶 类 资源 是 十 分 丰富 的 。 因 此 ， 特 提出 建议 将 怒江 峡谷 
改造 成 蝴蝶 峡谷 ， 为 该 地 区 旅游 业 和 经 济 发 展开 辟 道 路 。 

3.2 开办 蝴蝶 牧场 

以 畜牧 业 与 蝴蝶 饲养 相 结 合 ， 在 该 地 区 开办 多 个 蝴蝶 牧场 ， 以 当地 的 蝶 类 资源 为 
主 ， 引 入 一 些 其 他 地 区 有 分 布 的 珍贵 蝶 类 ， 如 晓 凤 蝶 、 褐 凤 蝶 等 ， 进 行 饲 养 繁殖 ， 加 工 

制作 成 各 种 工艺 美术 品 ， 打 和 人 国际 市 场 。 

3.3 发 展 蝴蝶 贸易 

当今 的 蝴蝶 贸易 业 发 展 较 快 ， 自 20 世纪 60 年 代 以 来 ， 国 外 在 一 些 国 家 兴起 的 “ 蝴 
让 2 人 



蝶 饲 养 场 ” “蝴蝶 公园 “蝴蝶 牧场 ”等 ， 如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开办 的 蝴蝶 饲养 场 ， 繁 殖 

了 许多 举世 稀有 的 “ 巨 凤 蝶 ”。 国 内 南方 的 一 些 省 份 ， 如 广东 等 地 也 正在 兴起 ， 效 益 较 

突出 的 是 台湾 ， 开 办 了 几 十 家 蝴蝶 加 工厂 ， 每 年 出 口 蝴蝶 标本 和 蝴蝶 工艺 品 换取 外 汇 收 

和 人 达 2500 万 美元 。 云 南 的 西双版纳 、 大 理 等 地 的 蝴蝶 饲养 场 也 取得 明显 效果 ， 所 以 开 

办 蝴蝶 牧场 或 加 工厂 在 蝴蝶 资源 开发 利用 上 具有 较 广 阔 的 前 景 。 

3.4 建立 科普 园地 

在 一 些 交通 比较 方便 的 地 区 建立 科普 园地 ， 利 用 蝴蝶 或 其 他 昆虫 ， 介 绍 有 关 科 学 知 
识 ， 为 认识 蝴蝶 、 植 物 与 环境 等 关系 ， 向 青少年 和 国内 外 旅游 观光 者 提供 科研 、 教 学 、 

环境 保护 等 方面 的 天 然 科 研 园地 。 

3.5 加 强生 境 的 恢复 和 蝶 类 资源 保护 

虽然 怒江 峡谷 的 蝶 类 资源 十 分 丰富 ， 种 类 较 多 ， 数 量 也 较 大 ， 但 近 几 年 来 资源 破坏 

严重 ， 原 因 是 森林 植被 日 渐 破 坏 ， 造 成 生态 平衡 失调 ， 使 蝶 类 赖 以 生存 的 生活 环境 及 食 
物 来 源 受到 严重 影响 ， 加 上 近年 来 对 许多 经 济 蝶 类 的 过 度 捕 杀 ， 使 许多 蝶 类 的 数量 大 为 
减少 ， 如 人 金 裳 凤 蝶 、 吃 蝶 、 环 蝶 、 樟 青 风 蝶 、 廊 风 蝶 、 巴 黎 凤 蝶 等 蝶 类 日 渐 减 少 ， 如 不 
尽快 加 强生 境 的 恢复 和 资源 保护 ， 这 些 珍贵 的 蝶 类 将 面临 着 濒危 和 绝 灭 的 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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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he present paper describes 225 species of butterfly，involving 11 fami- 

lies and 115 genera，recorded in a survey in Nujiang Canyon of Yunnan Province。EFive 

proposals are offered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butterfly resources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Nujiang Can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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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 黄 胡 蜂 属 一 新 种 ( 膜 翅 目 : 胡 蜂 科 ) 

董 大 志 ” 王 云 珍 ” 何 远 辉 王 瑞 武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动物 研究 所 ， 云 南 昆明 650223) 

摘 要 记述 采 自 云南 怒江 的 黄 胡 蜂 属 〈(Vespula) 一 新 种 : 怒江 黄 胡 蜂 〈Vesztpula zx- 

Jiaztgezsis sp， nov. ) 模式 标本 保存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究 所 。 

关键 词 ” 膜 翅 目 ， 胡 蜂 科 ， 黄 胡 蜂 属 ， 新 种 ， 怒 江 

中 图 分 类 号 S 969. 554. 4 

文献 标识 码 A 

怒江 黄 胡 蜂 〈Vespxla zztjzazzgezsis Dong et Wang) 新 种 〈 图 1) 

雌 : 体 长 15mm。 体 中 型 ， 棕 色 ， 有 黄色 和 黑色 斑纹 。 额 下 部 中 央 两 触角 窗 之 间 至 

唇 基 有 1 倒 梯形 黄斑 ， 斑 下 部 中 央 有 1 褐色 小 斑 。 两 复眼 内 缘 凹 陷 部 分 和 下 至 唇 基 ， 上 

至 头顶 各 1 紧邻 复眼 罕 带 状 斑 黄色 。 后 颊 黑色 ， 紧 邻 两 复眼 后 缘 顶 部 至 上 额 基 部 各 具 1 

宽带 状 黄斑 。 触 角 支 角 突 、 柄 节 黑 色 ， 鞭 节 背 面 黑色 ， 腹 面 锈 色 。 单 眼 棕色 。 唇 基 黄 

色 ， 基 部 中 央 1 纵 斑 和 近 端 部 两 侧 各 1 小 弧 形 斑 淡 褐 色 。 上 频 黄 色 ， 近 基部 处 各 具 1 淡 

褐色 圆 班 ， 端 齿 黑 色 。 前 胸 背 板 黑色 ， 端 部 边缘 邻接 中 胸 青 板 两 侧 各 具 1 黄色 罕 纵 带 。 

中 胸 背 板 完全 呈 黑 色 。 小 盾 片 黑色 ， 基 部 具 1 两 侧 宽 中 间 罕 的 黄色 横 带 。 后 小 盾 片 黑 

色 ， 基 部 具 1 弧 形 窍 黄 色 横 带 ， 两 侧 各 具 1 黄色 小 斑 。 并 胸 腹 节 黑 色 。 中 胸 侧 板 黑色 ， 

中 央 具 1 黄色 纵 斑 。 后 胸 侧 板 完全 呈 黑 色 。 翅 基 片 黄色 ， 外 侧 中 央 有 1 褐色 小 斑 。 翅 呈 

棕色 ， 前 翅 前 缘 色 略 深 。 前 、 中 、 后 足 黄色 ， 基 节 、 转 节 、 股 节 基 部 各 具 1 黑色 小 斑 ， 

股 节 基 半 部 棕色 。 第 1 腹 节 背 板 棕色 ， 端 部 具 1 中 央 凹 陷 的 黄色 横 带 ， 腹 板 棕色 ， 端 部 

两 侧 各 具 1 黄色 斑 。 第 2 腹 节 背 板 棕色 ， 基 部 具 1 中 央 辕 后 突出 的 黑色 横 带 ， 端 部 边缘 

具 1L 中央 凹陷 的 黄色 横 带 ， 腹 板 棕色 ， 端 部 具 1 黄色 横 带 。 第 3 一 5 节 背 、 腹 板 均 棕色 ， 

基部 各 具 1 黑色 横 带 ， 端 部 边缘 各 具 1 黄色 横 带 。 第 6 节 背 、 腹 板 棕色 。 基 部 有 1 黑色 

横 带 。 

头 部 〈 图 1~3) ， 横 宽 ， 刻 点 细 ， 毛 密 ， 较 胸部 翅 基 片 处 宽 。 两 触角 窝 之 间 稍 隆 

起 ， 额 沟 浅 不 明显 。 额 和 头顶 具 细密 刻 点 和 深 棕 色 密 长 毛 。 后 颊 光滑 ， 履 棕色 长 毛 。 单 

眼 呈 三 角形 排列 ，OOD 是 IOD 的 0.3 倍 ，OCD 是 OOD 的 1.2 倍 。 触 角 丝 状 ， 向 端 部 

逐渐 变 细 ， 末 端 稍 尖 ， 第 1 园 节 是 第 2 鞭 节 长 的 1.8 倍 (图 1)。 展 基 (图 1 一 5) 稍 隆 

起 ， 宽 大 于 长 ， 端 部 中 央 微 止 陷 ， 近 截 形 ， 两 侧 齿 不 明显 ， 具 浅 刻 点 和 稀 棕 色 长 毛 。 上 

额 粗壮 ， 端 部 具 3 个 宽 短 齿 ， 中 齿 刃 状 ， 内 此 短 而 宽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长 毛 。 前 胸 背 板 前 

< 本 文 2004 年 发 表 于 《西南 农业 大 学 学 报 》，26(4): 144 一 147。 



图 1 一 6 妈 江 黄 胡 蜂 (Veszwla ?zxJiazgensis Dong et Wang,sp. nov. )( 平 ) 

1 :触角 ,侧面 观 ;2: 腹 部 ,背面 观 ;3: 头 部 ,正面 观 ;4: 胸 部 ,正面 观 ;5: 唇 基 正 面 观 ;6: 后 足 

肥 节 与 第 1,2 中 节 ,侧面 观 

缘 呈 圆 形 突出 ， 两 肩 角 不 明显 ， 具 细密 刻 点 和 棕色 密 长 毛 。 中 胸 背 板 稍 隆 起 ， 青 面 稍 

平 ， 中 央 具 1 细 纵 状 ， 近 友基 片 两 侧 各 具 1 短 纵 状 ， 具 细密 刻 点 和 长 毛 。 小 盾 片 稍 隆 

起 ， 和 矩 形 ， 背 面 与 中 胸 背 板 平 行 ， 中 央 具 1 细 纵 沟 ， 密 布 细 密 刻 点 和 长 毛 。 后 小 盾 片 横 

带 状 ， 向 下 垂直 ， 端 部 中 央 呈 弧 形 ， 密 布 细密 刻 点 和 长 毛 。 并 胸 腹 节 强 度 向 下 倾斜 ， 中 

央 具 明显 纵 沟 ， 具 细密 刻 点 和 长 毛 〈 图 1 一 4) 。 中 胸 侧 板 不 隆起 ， 具 细密 刻 点 和 长 毛 。 

后 胸 侧 板 罕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翅 基 片 光滑 ， 帮 稀 刻 点 和 短 毛 。 翅 透明 ， 前 翅 痣 三 角 

形 ， 长 是 宽 的 1.2 倍 ， 径 脉 自 翅 疙 下 中 部 处 发 出 ， 第 3 肘 室 宽 ， 近 方形 ， 第 1 肘 室 较 第 

2、3 肘 室 之 和 长 。 足 细 长 ， 后 足 (图 1~-6) 第 1 中 节 是 第 2 路 节 长 的 5.8 倍 ， 各 足 爪 

均 光 滑 ， 无 齿 。 

腹部 第 1 节 背 板 短 宽 ， 长 是 宽 的 0.4 倍 ， 基 部 截 形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细密 短 毛 ， 腹 

板 稍 平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第 2 腹 节 背 板 长 ， 较 第 1 节 背 板 稍 宽 ， 长 是 宽 的 0.6 倍 ， 

具 黎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腹 板 平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第 3 一 5 节 背 、 腹 板 向 末端 逐渐 收缩 ， 

均 光 滑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第 6 节 背 、 腹 板 三 角形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图 1: 2)。 

雄 不 详 。 

正 模 有 ， 云 南 怒 江 六 库 ，1996. IV，5， 董 大 志 采 ,海拔 1100m。 北 纬 24"98' ， 东 经 
98”55  。 

本 新 种 与 台湾 黄 胡 蜂 [Vespula zzzuta arisaza (Sonan)]，1929 相似 ， 但 主要 区 别 

是 : 本 新 种 体 长 1jmm; 头 较 胸 宽 ; 唇 基 中 央 有 1 淡 褐 色 斑 ; OOD 是 IOD 的 0. 3 倍 ， 

OCD 是 OOD 的 1.2 倍 ;中 胸 背 板 完全 呈 黑 色 ;， 后 足 第 1 中 节 是 第 2 叶 节 长 的 5.8 倍 ; 

第 2 一 5 节 背 、 腹 板 棕色 ， 基 部 有 黑色 横 带 。 

主要 参考 文献 

李铁生 ，1985， 膜 翅 目 ; 胡 蜂 总 科 . 中 国 经 济 昆 虫 志 〈 第 30 册 ) 北京 : 科学 出 版 社 ，33 一 46 



李铁生 .1986. 中 国 黄 胡 蜂 记述 〈 膜 翅 目 : 胡 蜂 科 ).， 动物 学 集刊 ，(4): 201 一 206 

Akre R D，Greene A，MacMonald J F，et al，1980. The yellow jackets of American north of Mexico USDA Agricul- 

ture Handbook. 102，552 

Archer M E.，1981. The Euro-Asia species of the Vesztuxla mx group (Hymenoptera，Vespidae) with descriptions of 

two new Species and one new Subspecies。 开 ontyu，49: 54 一 64 

Archer M E.，1982.，A revision of the subgenus 尺 wgoveszpxla nov。of the genus Vesbpula ( Hymenoptera，Vespidae). 

Kontyu，50: 216 一 269 

Christopher K Starr。 1992. The social wasps( Hymenoptera: Vespidae) of Taiwan。 Bulletin of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3: 39 一 138 

Greene A，1991. Dolzchoveszpxla and Vesbpuxla，In: Ross 下 G，Matthews R W. op cit，263 一 308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Vespula 

(Hymenoptera: Vespidae) from Nujiang 

of Yunnan Province 

DONG Da-zhi WANG Yun-zhen HE Yuan-hul WANG Ruli-wu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Kunming，Yunnan 650223 ，Chinay) 

Abstract ”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Veszpxla i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VeszpzxlLa 

7U1zIQ7ge71S15 SD。 nov。 The type speclimen is deposited 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Veszpula 7U1za725e71818 Dong et Wang，Sp。 nov。(Figs. 1 一 6 ) 

The new species is allied to Veszpxwla 772z7Uta a7zsa71Q (Sonan)，1929，but differs 

from it in a body length of about 15mm; slypes with a median longitudinal brownish 

mark; head wider than thorax，ODD 0. 3 times as long as IOD，OCD 1. 2 times as long 

as OOD; mesoscutum wholly black; metabasitarsus 5. 8 times as long as the 2nd tarsus; 

abdominal segments 2 一 6 brown，with blackish transverse band on the base. 

Length of body about 15mm. 

Holotype 平 ， Nujiang Liuku，Yunnan，Alt.， 1100m.。25"58”N、98"65 ”下 .Septem- 

ber 5，1996 ，Coll，Dong Dazhi. 

Key words “” 有 ymenoptera，Vespldae，Vespxla ，New Species，Nujiang 

。627 。 



云南 贡 山 黄 胡 蜂 属 一 新 种 
( 膜 翅 目 : 胡 蜂 科 ) 

董 大 志 ” 梁 醒 财 王 云 珍 何 远 逻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 云 南 昆明 650223) 

摘 要 本 文 报道 云南 贡 山 黄 胡 蜂 属 (Vespwla) 一 新 种 ， 即 贡 山 黄 胡 蜂 〈Veszxla gam- 

gshazzer1sis SD， nov. ) 新 种 。 

关键 词 ” 膜 翅 目 ， 胡 蜂 科 ， 黄 胡 蜂 属 ， 新 种 

在 整理 鉴定 2002 年 采 自 云南 贡 山 县 黄 衣 蜂 标 本 时 ， 其 中 有 黄 胡 一 新 种 ， 记 述 如 后 ， 

模式 标本 保存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 

贡 山 黄 胡 蜂 VWespwla gozgshazzezszs Dong 新 种 〈 图 1 一 5) 

雌 蜂 : 体 中 等 大 小 ， 黑 ， 有 淡 黄 色 和 棕色 斑纹 。 头 部 除 单眼 周围 黑色 外 ， 其 余额 、 

头顶 、 后 颊 全 呈 淡 黄色 。 展 基 黄 色 ， 边 缘 棕色 。 上 上 显 黄 色 ， 端 部 齿 棕 色 。 复 眼 黑 色 。 触 

角 柄 节 棕 色 ， 支 角 突 、 鞭 节 黑 色 。 前 胸 背 板 棕色 ， 仅 上 后 角 边 缘 具 窄 黄色 带 。 中 胸 背 板 

黑色 ， 中 央 有 1 止 型 棕色 纵 斑 ， 近 翅 基 片 处 两 侧 各 有 1 基部 与 凹 型 斑 相 连 的 弧 形 棕色 纵 

带 。 小 盾 片 、 后 小 盾 片 、 并 胸 腹 节 全 呈 黑 色 。 中 胸 侧 板 黑色 ， 后 缘 和 上 角 棕 色 。 后 胸 侧 

板 黑色 。 友 基 片 棕色 。 翅 呈 棕 色 ， 前 翅 前 缘 色 略 深 。 所 有 足 棕 色 ， 仅 中 、 后 足 股 节 大 部 

黑色 。 第 1 腹 节 背 板 黑色 ， 端 部 边缘 具 1 棕色 横 带 : 腹 板 黑色 。 第 2 腹 节 背 板 全 呈 黑 

色 ;， 腹 板 棕色 ， 基 部 中 央 和 两 侧 黑色 ， 杂 有 淡 黄 色 斑 。 第 3 腹 节 背 板 黑色 ， 近 端 部 有 1 
宽 淡 黄色 横 带 ， 带 中 央 两 侧 各 有 1 蔡 形 黑 斑 ， 上 缘 中 央 凹 陷 ， 端 缘 棕色 ;， 腹 板 黑色 ， 两 

侧 各 有 1 棕色 横 斑 。 第 4 腹 节 背 板 黑色 ， 端 缘 棕色 ， 近 端 部 中 央 两 侧 各 具 1 近 正 方形 淡 

黄色 斑 ， 近 边缘 两 侧 各 有 1 四 形 横 斑 ; 腹 板 棕色 ， 两 侧 各 有 1 黑色 小 斑 。 第 5 节 背 板 黑 

色 ， 端 部 边缘 棕色 ， 腹 板 棕色 ， 两 侧 各 具 1 黑色 小 斑 。 第 6 腹 节 背 板 棕色 ， 基 部 黑色 ; 

腹 板 棕色 ， 两 侧 各 具 1 黑色 纵 斑 。 

头 部 (图 1) 横 宽 ， 光 滑 、 发 亮 、 毛 稀 ， 较 胸部 翅 基 片 处 稍 窜 。 两 触角 之 间 强 隆 

起 ， 额 沟 浅 可 见 。 额 与 头顶 光滑 ， 几 乎 无 刻 点 ， 毛 稀 。 后 头 中 央 强 凹 人 ， 后 头 养 细 ， 达 

上 颖 基 部 。 后 颊 较 复 眼 横 径 稍 窜 ， 光 滑 ， 毛 稀 。 单 眼 呈 三 角形 排列 ，OOD 是 IOD 的 2 

倍 ，OCD 是 OOD 的 0.5 倍 。 触 角 (图 3) 丝 状 ，12 节 ， 向 端 部 逐渐 收缩 ， 顶 鞭 节 末端 

稍 尖 ， 第 1 鞭 节 是 第 2 鞭 节 长 的 3 倍 。 唇 基 稍 隆起 ， 宽 大 于 高 ， 端 部 中 央 止 陷 ， 两 侧 呈 

齿 状 突出 ， 光 滑 ， 具 极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上 上 颗 粗 壮 ， 端 部 具 3 个 稍 尖 齿 ， 中 部 刃 状 ， 上 

部 有 1 小 钝 齿 。 

胸部 〈 图 2) 前 胸 背 板 前 缘 弧 形 ， 两 肩 角 圆 形 ， 具 极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中 胸 背 板 

稍 隆起 ， 中 央 有 1 浅 纵 沟 。 具 细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小 盾 片 隆起 ， 约 与 中 胸 背 板 后 缘 平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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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具 1 纵 沟 。 有 具 细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后 小 盾 片 垂直 向 下 ， 三 角形 ， 基 部 中 央 有 1 短 纵 

沟 ， 端 部 中 央 呈 角 状 突出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柔 毛 ， 两 侧 毛 较 长 。 并 胸 腹 节 三 角形 ， 向 下 垂 

直 ， 中 央 有 1 纵 沟 ， 基 部 有 1 三 角形 凹陷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后 胸 侧 板 稍 隆起 ， 光 

滑 ， 几 乎 无 刻 点 ， 才 稀 短 毛 。 翅 基 片 光滑 ， 有 稀 短 毛 。 翅 透明 ， 前 翅 痣 三 角形 ， 长 是 宽 

的 2.5 倍 ， 径 脉 自 翅 痣 下 近 中 部 稍 后 方 发 出 ， 第 3 肘 室 稍 宽 ， 人 倾斜， 第 1 肘 室 较 第 2，3 

肘 室 之 和 稍 长 。 足 细 长 ， 后 足 第 1 踊 节 是 第 2 中 节 长 的 3.3 倍 (图 5)， 各 足 爪 光滑 ， 

无 齿 。 

腹部 (图 4) 第 1 节 背 板 基部 截 形 ， 短 ， 长 是 宽 的 0.3 倍 ， 较 第 2 节 背 板 稍 罕 ，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两 侧 有 长 毛 ， 腹 板 守 ， 具 细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第 2 节 背 板 长 ， 中 部 

宽 ， 长 是 宽 的 0. 5 倍 ， 光 滑 ， 具 分 散 刻 点 和 短 毛 ， 腹 板 稍 平 ， 有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第 

3 一 5 节 背 、 腹 板 均 光 滑 ， 均 具 稀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第 6 节 背 、 腹 板 强 收缩 ， 近 三 角形 ， 具 

细 浅 刻 点 和 短 毛 。 
体 长 ， 22mm。 

图 1~5 贡 山 黄 胡 蜂 (Vestpula gozgshazensis sp. nov. ) 新 种 

1: 头 部 ,正面 观 ;2: 胸 部 ,背面 观 ;3: 和 触角, 侧面 观 ;4: 腹 部 ,背面 观 ;5: 后 

足 肥 节 和 距 节 1,2, 侧 面 观 

雄 蜂 体形 较 雌 蜂 小 ， 头 、 胸 、 腹 均 有 密 长 毛 。 头 部 黑色 ， 两 触角 之 间 隆 起 部 分 ， 

两 复眼 凹陷 处 下 部 ， 展 基 黄 色 。 触 角 黑 色 ， 柄 节 下 缘 黄 色 。 腹 部 橘 黄色 ， 第 2 腹 节 基部 

有 1 三 角形 黑 斑 ， 腹 板 基 部 黑色 ， 端 部 边缘 黄色 ， 第 3 一 5 节 背 板 黄色 ， 两 侧 近 基 部 各 

具 1 点 状 黑 斑 ， 腹 板 基部 黑色 ， 端 部 黄色 。 第 6 节 背 板 黄色 ， 中 央 有 1 黄色 小 斑 。 触 角 

到 > 用 部 7 书 ， 

体 长 16mm。 

工蜂 ”体形 小 ， 颜 色 变化 较 大 ， 腹 部 多 为 橘红 色 ， 有 黑色 小 斑 ， 毛 密 。 体 长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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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m， 检 查 标 本 385 号 。 

正 模 ?， 配 模 和 人 ， 副 模 386? 侍 ， 云 南 贡 山 ，2002. 11.1， 海 拔 2950m， 北纬 27- 

47' ， 东 经 98”" 30 ， 董 大 志 ， 梁 醒 财 采 。 
生物 学 : 该 蜂 于 地 下 筑 梨 ， 巢 穴 多 建筑 在 岩石 、 枯 树 根 、 竹 类 和 茧 类 植物 下 的 土 洞 

内 。 梨 壳 较 薄 ， 巢 盘 不 等 ， 一 般 5 一 7 盘 ， 蜂 群 1000 一 3000 头 。 成 虫 活动 于 山林 和 高 山 

草 旬 之 间 ， 以 植物 花蜜 和 昆虫 、 蜂 蛛 等 为 食 及 饲 喂 幼 虫 。 

这 个 种 与 北方 黄 胡 蜂 [Vespula ru mx (Linnaeus) ] 十 分 相似 ， 但 其 主要 区 别 

是 : 本 种 体 长 22mm， 触 角 柄 节 棕 红色 ， 唇 基 宽 大 于 高 ， 后 头 中 部 强 凹 陷 ，OOD 是 
IOD 的 2 倍 , OCD 是 OOD 的 0.5 倍 。 后 足 第 1 中 节 是 第 2 足 节 长 的 3.3 倍 ; 额 、 头 

顶 、 后 颊 全 呈 黄 色 。 中 胸 背 板 中 央 有 1 止 型 棕色 斑 和 相连 的 弧 形 斑 ; 小 盾 片 、 后 小 盾 

片 、 并 胸 腹 节 全 呈 黑 色 及 腹部 斑纹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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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YesPprlia 

(Hymenoptera: Vespidae) from Gongshan 

Yunnan ，China 

DONG Da-zhil LIANG Xing-cail WANG Yun-zhen HE Yuan-hui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Academia Sinica，Kunming Yunnan 650223 ，Chinay) 

Abstract ”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VeszpulLa of Gongshan，Yunnan，Veszpzxla 

go7185Sha7e1131S SD， nov。 ji l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Its types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VeszpuxlLa 5omgshnazez151s Dong，SsSp。 nov。(Figs， 1 一 5) 

This Species resembles Vespxla ma (Linnaeus)，1758，but can be easily separated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characters: Length of body about 22mm; scape of antenna 

brownish-red; Clypeus wider than high; occiput strongly cocave medically; OOD 2 times 

。630 。 



as long as IOD，OCD 0. 5 times as long as OOD; hind legs 1lst tarsus 3. 3 times as long 

as 2nd tarsus; front，vertexy, temple wholly yellow; mesoscutum with“U”shaped and 

curve brown markes; sutellum ,metasutellum and propodeum black，and marks of abdo- 

men etc. 

Length of body about 22mm. 

Holotype 平 ，allotype 人 和 ，paratype 386 千 干 ，Gongshan，Yunnan。Alt，2950m， 

27*47'N ,98"30 下 上 ，October 1，2002，Coll，Dong Dazhi and Liang Xingcai， 

Key words “再 ymenoptera，Vespldae，VeszpxlLa ，New specles，Gongshan，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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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古 时 属 四 新 种 
( 原 尾 纲 : 古 蚁 目 ) 

谢 荣 栋 “ 尹 文英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昆 虫 研究 所 ， 上 海 ” 200025) 

摘 要 本 文 报道 了 在 云南 新 发 现 的 4 种 古 归 : 热 海 古 时 〈Eoseztozzoz rehaierzse ) 、 腾 

冲 古 归 (已 .tenrgchozgerse)、 大 和 孔 古 时 〈( 正 .7nregastig7a) 和 古永 古 归 〈 正 gxyozgertse) 。 

它们 的 腹 板 IV 一 VII 毛 序 都 是 6/9 型 的 。 

关键 词 ” 原 尾 纲 ， 古 时 目 ， 古 时 属 ， 云 南 

中 图 分 类 号 Q969. 11 ”1 

文献 标识 码 A 

文章 编号 0254-5853 (2000) 02-0149-06 

云南 是 我 国 原 尾 虫 种 类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已 陆续 报道 40 余 种 ， 其 中 古 时 属 的 种 类 较 

多 ， 而 且 包含 腹部 第 IV 一 VII 节 腹 板 毛 序 为 6 /9 的 特殊 类 型 〈 世 界 各 地 古 师 腹部 第 

IV 一 VII 节 腹 板 毛 序 均 为 6/10 型 )， 如 秀美 古 时 〈Eosentomon pe12z) (Yin 1982) 和 演 

古 时 〈 下 dizaz) (Yin。 Xie，Imadate 1995) 。 本 文 报道 在 云南 新 发 现 的 4 种 古 归 : 热 

海 古 归 〈 下 .7rehaiezse)， 腾 冲 归 〈 正 .tiemzgchozgezzse)、 大 和 孔 古 时 “〈 下 72egasig720) 和 

古永 古 师 〈 开 .gxuyozgense) 。 它 们 的 腹 板 IV 一 VII 节 毛 序 都 是 6/9 型 的 。 模 式 标本 保 

存 于 中 国 科学 院 上 海 昆 虫 研究 所 。 现 分 别 记 述 如 后 。 

1 执 海 十 归 Eosezztoz7zo7 rehnaziezzse SPD。nov .。 (图 1，A 一 也) 

体 长 886pm。 头 长 87pm， 宽 91sm。 假 眼 圆 形 10xm， 头 眼 比 三 8.6。 前 中 节 长 

74pm， 爪 长 18k&m， 哇 爪 比 =4. 1; 垫 爪 比 王 0.9。 背 面 感觉 毛 fl1， 棍 棒 形 ， 基 端 比 三 

0.9; ft-2 细 长 ，t-3 短 棒 形 。 外 侧 感觉 毛 a 和 <c 长 度 相等 ;，b 柳 叶 形 ， 比 a 和 fc 长 ; d 棒 

形 ，e 和 g 为 姨 形 ，f-]1 柳 叶 形 ，f-2 短小 。 内 侧 感 觉 毛 a 细 长 ， 端 部 超过 b -2 的 基部 ; 

缺 b -1，b -2 棒 形 ，c 短小 。 中 距 节 长 36pm， 爪 长 11pm; 后 踊 节 长 44pm， 爪 长 

12pwm。 后 胸 气 孔 直径 9um。 胸 腹部 毛 序 见 表 1。 

表 1 热 海 古 时 BEosemztomo1zz rejaienrse sp。nov。 毛 序 表 

胸部 腹部 

CT Ta TENTYTATWTEIES 机 
Wiialianailana[saa[aialss[ ea 

XII 

< 本 文 2000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21(2)，149 一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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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A4 
和 人 

图 1 热 海 古 时 (五 . rehazerse sp. nov. )(A 一 下 ) 和 腾冲 古 归 ( 五 . iemrgchozgertse sp. nov. ) (上 一 开 ) 

A: 假 眼 ;B: 前 中 外 侧面 观 ;C: 前 中 内 侧面 观 ;D: 腹 部 V 一 VII 节 背 面 观 ;E: 气 孔 ;F: 假 眼 ;G: 前 哮 外 侧面 观 ; 

HH: 前 中 内 侧面 观 ;I: 腹 部 V 一 VII 节 背 面 观 ;J: 气 孔 ;K: 肉 性 生殖 器 

正 模 : 1 人 ， 云 南 腾冲 热 海 〈 肖 守 年 ”1996)。 

热 海 古 归 〈 开 .rehazerse) 的 假 眼 、 腹 部 第 V 一 VII 节 背 板 毛 序 以 及 前 中 感觉 毛 t-2 

和 等 特征 与 已 知 的 秀美 古 时 〈 开 .pel0i) (Yin 1982) 和 汗 古 时 〈 开 diaz) (Yin，Xie 

and Imadate 1995) 不 相同 。 以 产地 热 海 命名 。 

2 腾冲 古 归 Eosezztozzozz tiezzgchozagez1se SPD。 nov，( 图 1: 上 一 开 ) 

体 长 710~820km。 头 长 (93~103)pnmX (78~87)xm。 假 眼 圆 形 9 一 10km， 头 眼 

比 王 10 一 11。 前 踊 节 长 72 一 74xm， 爪 长 13 一 17pm。 中 爪 比 =4.5 一 5.4。 垫 爪 比 王 

0. 9 一 1.0。 背 面 感觉 毛 fl 棍棒 形 ， 基 端 比 =0. 9 一 1. 0。t-2 柳 叶 形 ，t-3 短 棒 形 。 外 侧 

感觉 毛 a 比 ec 长 ; b 细 长 ，d 较 粗 ， 长 度 超过 t+-3 基部 ，e 和 g 为 匙 形 ，f-1 短 棒 形 ， 拷 2 
Sa 



短小 。 内 侧 感觉 毛 a 棒 形 ， 长 度 可 达 t-2 基部 ，b -2 柳 叶 形 ， 缺 b -1 和 c 。 中 距 节 长 

36~41pm， 爪 长 10pm; 后 跨 节 长 4 一 51xm， 爪 长 11pm。 后 胸 气 孔 直径 9um。 胸 腹 

部 毛 序 见 表 2。 

表 2 腾冲 古 虹 Boserztomzo1z iefzgcjorgerise sp nov。 毛 序 表 

胸部 腹部 

人 TY 
本 本 RICEOEICOCIREIEG 
ENENENIIEIEIEIEIEICIEIEG 

全 模 : 2 说 了 ， 云 南 腾 冲 热 海 〈 肖 宁 年 等 1996); 1 人， 云南 腾冲 猛 连 “〈 肖 宁 年 

1996) 。 

腾冲 古 时 “〈 正 .tezgchnozgerse) 的 假 眼 、 腹 部 第 V 一 VII 节 背 板 毛 序 以 及 前 踊 感 觉 

毛 c 缺少 ， 而 与 已 知 的 秀美 古 时 〈 开 .pel02) 和 汗 古 时 〈 下 .diaz) 不 相同 。 以 主要 产地 

腾冲 命名 。 

3 大 扎 古 时 下 osezzto7zozz zegastig720 SP 。 nov。 (图 2，A 一 下) 

体 长 920pm。 头 长 113wm， 宽 97pm。 假 眼 卵 圆 形 16pm， 头 眼 比 一 7. 3。 前 踊 节 长 
85um， 和 爪 长 18sm， 路 爪 比 三 4.7; 垫 爪 比 二 1.0。 背 面 感觉 毛 fl 棍棒 形 ， 基 端 比 三 
1.0; t-2 柳 叶 形 ，t-3 细 长 。 外 侧 感觉 毛 a 和 长 度 相等 ，b 细 长 ，d 细 长 ，e 和 g 为 是 
形 ，f-1 棒 形 ，f-2 短小 。 内 侧 感 觉 毛 a' 细 长 ， 端 部 可 达 b'-2 的 基部 : 缺 b-1，b'-2 柳 叶 
形 ，c' 缺 ， 中 跌 节 长 44pm， 爪 长 13kmi 后 跨 节 长 53nm， 爪 长 14pm。 后 胸 气 孔 直径 
12. 4um。 胸 腹部 毛 序 见 表 3。 

表 3 大 孔 古 时 Eoserztomor megastig7mza sp，nov。 毛 序 表 

正 模 : 1 & ， 云 南 腾冲 热 海 〈 肖 宁 年 ”1996)。 
大 和 孔 古 时 〈 下 7negastig72a) 以 后 胸 气 孔 大 ， 前 中 感觉 毛 tr3 和 d 细 长 ， 并 缺 “以 

及 腹部 第 V 一 VII 节 背 板 毛 序 等 特征 与 已 知 的 秀美 古 时 〈E，Uel2i) 和 汗 古 里 (已 di- 
4a72) 不 相同 。 因 气孔 大 而 命名 。 

4 古永 古 归 Eosezztomzozz gwyozzgezzse sSp。nov。 (图 2: 下 ~ 了 

体 长 645jm。 头 长 107jpm， 穷 78pm。 假 眼 127m， 头 眼 比 =8.90。 前 距 节 长 

72pm， 爪 长 19pm， 距 爪 比 三 3.8; 垫 爪 比 =0.96。 背 面 感觉 毛 ft1 棍棒 形 ， 基 端 比 三 
。 0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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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 孔 古 时 瓦 .mpegastigza sp. nov. (A 一 下 ) 和 古永 古 时 

正 . gxyO7ge71Se SD. DOV。( 上 一 也) 

A: 假 眼 ;B: 前 中 外 侧面 观 ;C: 前 中 内 侧面 观 ;D: 腹 部 V 一 VI 节 背 面 观 ;也 : 气 

孔 ;E: 前 中 外 侧面 观 ;G: 前 中 内 侧面 观 ; 百 :腹部 V 一 VII 节 背 面 观 ;I: 气 孔 

1.1;， t-2 柳 叶 形 ，t-3 短 棒 形 。 外 侧 感 觉 毛 a 和 长度 相 等 ;b 细 长 ，d 长 柳 叶 形 ，e 和 
g 为 且 形 ，f-1 柳 叶 形 ，f-2 短小 。 内 侧 感觉 毛 a 粗 长 ， 端 部 可 达 d 的 基部 ， 缺 b-1，b/- 
2 棒 形 较 小 ，c' 缺 。 中 踊 节 长 41pm， 爪 长 10pm; 后 中 节 长 52pm， 爪 长 11pm， 后 胸 气 
孔 直径 10pm。 胸 腹部 毛 序 见 表 4。 

表 4 古永 古 时 开 oserztomoz gxyozgerse sp。 nov。 毛 序 表 

正 模 : 1 人 ， 云 南 腾 冲 古 永 “〈 谢 荣 栋 和 肖 宁 年 ”1996)。 



古永 古 上 下 gwyomgense 前 中 感觉 毛 C 缺 ， 上 腹部 第 IV 一 VII 节 背 板 毛 序 明 显 不 同 
于 已 知 的 秀美 古 时 下 pe1a 和 滇 古 时 下 .diaz。 以 产地 古永 命名 。 

主要 参考 文献 

尹 文 美 . 1982. 中 国 原 尾 量 的 研究 : 云南 省 的 十 二 种 古 上 . 动物 学 研究 ，3(1): 11 一 30 



高 黎贡山 派 模 蛛 属 一 新 种 

CharlesE. GRISWOLDI 万 春 林 > Gustavo HORMIGAY 

(1 加 利 福 尼 亚 科学 院 昆虫 研究 室 ， 美 国 旧金山 ”94118) 

(2 中 国 科学 院 尾 明 植物 研究 所 ，、 尾 明 650204) 

(3 乔治 华盛顿 大 学 生物 学 系 ， 美 国 华盛顿 ”20052) 

摘 要 本 文 描述 了 采 自 中 国 云南 高 黎贡山 常 绿 阁 叶 林 下 派 模 蛛 科 (Pimoidae) 派 模 蛛 

属 (Pioa) 的 一 个 新 种 - 李 氏 派 模 蛛 (Pizoa Liiengae) (本 新 种 以 首次 中 美 高 黎贡山 生物 多 

样 性 联合 考察 队 队 长 李 恒 研究 员 的 名 字 命名 )。 从 雄 蛛 和 肉 蛛 外 肉 器 的 结构 来 看 . 本 种 相似 

于 产 于 印度 及 尼泊尔 喜马拉雅 山区 的 派 模 蛛 属 蜂 蛛 。 

关键 词 ” 李 氏 派 模 蛛 ， 派 模 蛛 科 .新 种 、 高 黎贡山 

分 类 号 Q 949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extend north-south along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dividing the watersheds of the Irrawaddy (Dulongjiang) and Salween (Nu- 

jiang) rivers。Because of its physical isolation and long stand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 

”area ls less disturbed than most other reglons in Yunnan。 Two nature reserves。 the Nu- 

jiang Nature Reserve and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Pprotect parts of the 

range. Large tracts of old growth forest persist in the mountains。、This area，part of the 

“East Himalayan Reg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area of biotic richness and endem- 

Ism (Myers 1988).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of 1998 the first Sino-American expedition to the Gaoli- 

gong Mountains aimed to collect plants and animals endemic to the native mlixed hard- 

wood/conifer forests of these mountains。 Among the material collected by authors Gris- 

wold and Long and colleague David 氏 avanaugh were males and females of a new species 

of pimoid spider。，Pimoids live in the Himalayas，the Alps and Cantabrian Mountains 

(northern Spalin) ，and western North America、 Twenty one Species of zzizmzoid were 

known previously: the discovery of this species brings the total to twenty two species- 

Pazzzoa azatolica Hormiga has been previously described from Tsuyung( 楚 雄 )，Yun- 

nan，a locality close to the capital of Yunnan (Hormiga 1994).、Thiscovery of a second 

了 ?zzzoa Species In Yunnan from the far eastern Himalayas underscores the potential rich- 

ness of the Himalayas in new Paozdae as suggested by Hormiga (1994: 19)、JIn the 

structure of male and female genitalia Pizazoa jherngae new Species 1S most similar to the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XID) : 91 一 98. 



India-Nepal Himalayan species Pizzzoa crisbpa (Fage)，P. gazdjhiziz Hormiga and 成 ， 记 =- 

discreta Hormiga，rather than to 也. azatolica，highlighting the Himalayan character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blota. 

Females of Pizzoa Lijezgae nevw Species were collected from sheet webs woven be- 

tween large boulders along a large, fast moving stream in good，mixed hardwood forest. 

Some of these webs were more than 45cm across the exposed edge. Spiders hung be- 

neath the sheets: during the night they ventured to near the outer edge of the web but 

during the day remained under that part of the web hidden within dark recesses between 

boulders。，Males were found through general collecting by beating or hand picking from 

the vegetation. 

This is _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from the _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CaAS) 

Center for Biodiverst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CBRI). 

1 Materials and Methods 

Prior to examination with a Hitachi S520 Scanning 下 lectron Microscope all struc- 

tures were critical point dried.，Vulvae were cleaned by exposure to trypsinmn，bleached in 

Chloral Bleach ，stained with Chlorazol Black，and mounted in Hoyer s Medium for ex- 

amination and photography。xamination was via Olympus SZH and Leitz Ortholux 工 

microscopes。Small structures were examined in temporary mounts as described in Cod- 

dington (1983). 

The description and conventions follow Hormiga (1994). Abbreviations are listed 

in Table 1. Figures in this paper are jlisted as“Plates”，all those from other papers as 

“Plates”， All measurements are in mm。 The position of the metatarsal trichobothrium I 

1S expressed as in Millidge (1980:105): the ratio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base of the 

metatarsus to the trichobothrial base divided by the length of the metatarsus。Specimens 

measured were chosen to encompass largest and smallest individuals. 

2 工 axonomy 

Pimoldae Wunderlich 

Pimolidae Wunderlich 1986: 119. 

Pimoidae，Hormiga 1993，1994. Platnick 1993: 339; 1997: 311. 

Diagnosis. Pzzzozdae ls the sister group of Linyphiidae and shares with that family 

the synapomorphies of stridulatory striae on the ectal side of the chelicerate，autospasy 

of the legs at the patella-tibia junction ，and a sticky silk sheet web。Pimoids may be dis=- 

tingulished from linyphiids by having the paracymbium continuous with the base of the 

cymbium (Plate II:8，V:17)，having a retrolateral pimoidcymbial sclerite (PCS: Plate 

JI:10,V:15) and denticulate process (CDP: Pl ate III:8, V:15，17) on the cymbium， 

and jacking an embolic division of the palpal bulb. 

科 的 描述 ” 派 模 蛛 科 〈 新 拟 ，Pimoidae) 是 四 网 蛛 科 〈Linyphiidae) 的 姊妹 群 , 它 
38 



人 

们 的 鳌 肢 外 侧 发 音 器 呈 突 触 状 ， 步 足 的 膝 节 与 有 径 节 连 接 处 具 箭 罕 ， 用 黏 丝 布 水 平 网 。 派 

模 蛛 科 与 阵 网 蛛 科 所 不 同 的 是 中 盘 基 部 具 副 中 舟 〈Plate II: 8，V: 17)， 踊 舟 后 侧 部 
具 派 模型 舟 状 骨 片 (Plate III: 10，V: 15) 及 齿 突 (Plate II: 8，V: 15，17) ， 揪 入 

器 简化 。 
Pzzzoa Chamberlin and Ivie 

Metella Fage 1931: 195 一 197，1946: 387.Roewer 1942: 920. Bonnet 1957: 2820. 

[Preoccupied by MeteLla Miiller 1839 |]. 

Pizzzoa Chamberlin and Ivie 1943: 9 一 10. Brignoli 1983: 231. Crawford 1988: 23. 

Roth 1i988:,; 45.Platnick 1989，275; 1993:， 339; ,1997:，311. Hormiga 1993: 534， 

1994:。;19. 

Loxvisfagea Brignoli 1971: 161， 163. Ribera 1980: 226. Platnick 1989 : 

259. Hormiga 1993: 534 (regarded as junior synonym of PPz7zzoa ). 

了 Piz7zoa Lijezgae ，new Species，Plates I 一 V 

Types. Male holotype and paratype from mnative forest at Nankang pass over 

Gaoligong Mountains at 2100 m，24"50 N，98"47 下 ，36km from Bawan Township， 

Baoshan Prefecture，Yunnan China，collected 4 一 7 November 1998 by C. Grlswold，D. 

Kavanaugh，and C. -L，Long. Holotype male deposited in Biology Department，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China，paratype male in CaAsS， 

Etymology. It is our pleasure to _ name this specie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 Heng， 

leader of the first Sino-American expedition to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Diagnosis. The male palp ls most like that of P. crzspa(Fage) (Hormiga 1994) in 

having a hook-shaped pimoid cymbial sclerite (PCS) and a large，blunt cymbial denticu- 

late process (CDP) with many consplicuous denticles ( Plate V:15，17)，bnut differs from 

this species in having the 达 longer than the PEP (Plate V:15)，having the pedipalpal 

tibia no longer than wide (Plate V:15~17)，and having the MA (media apophysis ) 

more slender (Plate III:9，V:17)， The female genitalia are most like those of 已 ，ga7z- 

djhiz 有 ormiga (Hormiga，1994) and P. zaizscreta Hormiga (Hormiga，1994) in having 

the copulatory ducts (CD) contiguous or fused along the midline: PP. Lzpezgae differs 

from these in having the spermathecae (S) inconspicuous，only slightly raised (Plate V: 

21，22)，the CD narrowly contiguous both distal and proximad of the S (Plate V:20， 

21)，and the CD (Plate V:21) more strongly curved than in 忆 .，gaxzdjpizz and less curved 

than in 已，z72CazscretaQ. 

特征 描述 ” 雄 蛛 触 肢 器 具 一 钩 状 的 派 模型 舟 状 骨 片 及 一 钝 圆 形 的 舟 状 齿 突 ， 齿 突 上 

明显 具有 多 数 小 齿 ， 近 似 于 Piznzoa crispa (Hormiga，1994，Plate 233,， 234) 。 但 所 不 同 

的 是 ， 本 种 插入 器 长 于 派 模式 插 和 人 器 盾 板 突起 (Plate V: 15)， 触 肢 肥 节 不 长 于 其 宽度 

(Plate V: 15~17)， 大 壶 状 腺 较 纤细 (Plate III; 9，V: 17)。 本 种 雌 蛛 外 雌 器 与 忆 . 
gazdhniz Hormiga (Hormiga 1994) 及 PP. zzaadizscreta Hormiga (Hormiga 1994) 的 十 分 

相似 ， 具 有 黏合 的 或 沿 中 线 融 合 的 交合 管 (Plate V: 20, 21)。 但 本 种 受精 囊 不 明显 ， 

仅 有 少许 隆起 ， 交 合 管 仅 与 受精 吉 的 远 侧 和 近 侧 黏合 (Plate 20，21)， 交 合 管 较 
。 639 。 



P，grazdjii 的 弯曲 但 曲率 不 如 P. indiscretae， 从 而 易于 区 别 。 

Pizzoa crispa(Hormiga，1994,); 也， ga7zCjii Hormiga (Hormiga，19947); 忆 ?77= 

aiscreta Hormiga (Hormiga，1994); 尸 .8g7ra72QjPzz; 也 27272Gz5c7etaQ. 

Note. Males of the new species 忆 . /zjezgae key out to male couplet 9 in Hormiga 

(1994) ，they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己 ，7zemzatozdes Hormiga by having the CDP 

blunt Plate V :16) and lacking thick spines on the proximal third of femur I，from 己 . 

Si710OSQ Hormiga by not having the CDP curved toward the PCS，and from both of these 

species by having more than 15 conspicuous denticles on the CDP (Plate V:15)， Fe- 

males key out to female couplet 6 in Hormiga (1994) ，having the apex of the eplgynum 

rounded (Plate III:4，6,V:18).， They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已 ，Peszpera (Gertsch 

and Ivie) and P.， 7zozo Hormiga by having the CD length greater than the spermathecal 

width (Plate V: 20，21) and from 忆 ，jPadem Chamberlin and Ivie and 已 7eLLzsoxi 

(Gertsch and Ivie) by having the ventral plate of the epligynum (VP) oval and taper ing 

distally rather than keyhole-shaped (Plate III:6，V:21). 

Male， (holotype)，Total length 6. 67. Cephalothorax 3. 13 long，2. 58 wide，1. 03 

high; carapace yellow-brown，dusky on ocular area，Ppars cephalica with dark longitudi- 

nal band extending between PER and thoracic fovea，narrowest posteriorly; clypeus and 

lateral margins of pars thoracica mottled dusky gray。Sternum 1. 93 long，1. 64 wide; 

sternum，labium and coxae yellow=brown，sternum dusky gray at sides，Ppalpal coxae 

with transverse dusky mottling，leg coxae with dusky mottling spreading broadly on an- 

terodistal surface and forming narrow proximal band.，Abdomen 3. 93 long，2. 58 wide， 

2.58 high; dark gray except paler around pedicle，dorsum with four transverse light 

marks，anterior two and fourth paired，third entire across abdomen，venter with paired 

longitudinal light marks，AME diameter 0. 13. PME 1. 25，PLE 1.50，ALE 1. 62 times 

one AME diameter， AME separation 0. 46 times their diameter，PME separation 0. 80 

times their diameter。PME-PLE separation 0. 90 times one PME diameter，AME-ALE 

separation 0. 46 times one ALE diameter，Clypeus height 2. 87 times one AME diame- 

ter。 Chelicerae with 2 prolateral teeth and three minute retrolateral denticles。，Cheliceral 

strlidulating files conspicuous。 Legs orange-brown，femora III and IV with basal，medi- 

an and distal dark annuli，Leg measurements (Femnur 十 Patella 十 Tibia 十 Metatarsus 

二 全 和 SU 三 氏 全 ctaj)5TI7533 计 下 相 9 二 5330 727 于 有 53 二 区 6.064RITR7T LS 

15207 OO 06539323 242261， JI 4253 -二 10580 35607 攻 OO 

L14. 40];IV: 6.07 十 1.00 十 (missing) 十 (missing) 十 (missing) 一 [?]; Palp: 1.07 

十 0236 十 0.43 十 (absent) 十 0.87 王 [2.73]， Legs (of paratype) 1423 ，FemaurnI 2027 

times length of cephalothorax， Legs covered with short setae， Metatarsus I trichoboth- 

rlum 0. 86. Palpus as in Plates II:, 3，III: 7 一 10，V: 15 一 17; tibia as wide as long，with 

3 retrolateral and 2 prolateral trichobothria; cymbium with PC hook-shaped，CDP with 

more than 15 cuspules，PCS spindle-shaped，with fine transverse striae; bulb with PEP 

simple，shorter than filiform 下 ，C broad，covered with filiform processes，largely h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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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like MA . 

Female， (from ESE of Pianma). Total length 7. 58. Cephalothorax 3. 06 long，2. 42 

wide，0. 87 high; markings as in male. Sternum 1. 61 long，1. 45 wide; sternum，lablium 

and coxae yellow-brown，unmarked， Abdomen 4. 52 long，3. 42 wide，3. 55 high; mark- 

ings as in male except dorsum 到 有 three pairs of procured，transverse light marks 

(Plate :1). AME diameter 0. 19. PME 0. 92，PLE 1. 00 and ALE 1. 00 times one AME 

diameter， AME separation 0. 50 times their diameter，PME separation 0. 9] times their 

diameter。PME-PLE separation 1. 09 times one PME diameter，AME-ALE separation 

0. 58 times one ALE diameter. Clypeus height 1.67 times one AME diameter，Cheli- 

cerae with three large prolateral and three small retrolateral teeth.，Cheliceral stridula- 

ting files inconspicuous，Legs orange-brown，femora and tibae with basal，median and 

distal dark annuli (Plate I: 2)， Leg measurements (Femnur 十 Patella 十 Tibia 十 Meta- 

SS 人 0 3 07 二 2540 吉 癌 % 60] 7 

00 三 吉 人 08| IT SSE 093 6 2.8 和 

加 可 20 60 EL OO 100 和 380 SO0 人 上 3540 PLD OCT 

OSITEORSEGCabsen 世 人 40 二 上 3.27Eegs 4123. FemuniI 1 742tmnesilength)aof 

cephalothorax， Leg setation as in male，Metatarsus I trichobothrium 0. 86. Spinnerets as 

in Plates IV: 11 全 14， PMS and PLS lacking AC spigots。Epigynum as in Plates II 

4 一 6,V:18，19，longer than wide，tapering to rounded tip; DP gradually narrowed 

distally。Vulva as in Plates V: 22 一 22，S inconspicuous，only slightly raised，CD 

-Strongly curved and narrowly contiguous both distad and proximad of the S， 

VARIATION. -Male cephalothorax (N=2) ranges in length from 2.61 to 3. 13，fe 

male (N= 王 10) from 2.58 to 3.68. The abdominal dorsum may have one or two tran 

Ssverse，PpIrocurved light bands，and these bands may be divided (Plate 1) or meet in the 

middle. 

Additional materiai examined. CHINA: Yunnan: Nujiang Prefecture: Lushui Coun- 

ty，mnative forest at 9. 5 road km ESE Pianma，25"59'N，98"40' 下 ，elev。 2500m，15~- 

18. X. 1998，C。、Griswold，D.，Kavanaugh，C.。L，Long; Baoshan Prefecture:， Bawan 

Township，Ppass over Gaoligong Mountains at 2100m，Nankang，36 air km SE Teng- 

chong，24"50'N，98"47' 下 ，native forest，4 一 7. XI，1998，C.，Griswold，D. Kavanaugh， 

C，、L.Long，17 females，9 in Biology Department，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 

sawChina， 8 in CaAsS: 

Distribution. Known from native forest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between 2000 

and 2500m and from 26"N to 24"5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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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Anatomical Abbreviations Used in the Text and Plates 

AC aciniform gland spigot | 呈 多 flagelliform gland spigot 

AG aggregate gland splgot(S) MAP major ampullate gland splgot 

ALE  ， anterior lateral eyes mAP minor ampullate gland spigot 

AME anterior median eyes 总 合 paracymbium 

G conductor PCS “pimoid cymbial sclerite 

@ 间 copulatory duct PEP “pimoid embolic-tegular process 

CDP cymbial denticulate process PER ”posterior eye TOW 

合 自 copulatory opening | piriform gland spigot(Ss) 

人 党 cylindrical gland spigot(s) PLE posterior lateral eyes 

DR dorsal plate of the epigynum PME posterior median eyes 

也 embolus 号 spermatheca 

FED fertilization duct X 正 ventral plate of the epligy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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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ider of the Cenus Poa from Caoligong 

Mountains, Yunnan，China(Araneae， 

Araneoidea，Pimoidae ) 

Charles E.GRISWOLDI LONG Chun-lin” Gustavo HORMIGAS 

(1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San Francisco，California 94118) 

(2 上 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3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ington，DC 20052) 

Abstract  A new plmold splider，Pizzzoa /zjezzgae，is described from the montane 

forest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of western Yunnan Province，China，The structure 

of male and female genitalia suggests that this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_Pzzzoau from 

the Himalayas of India and Nepal. 

Key words Pioa /1ezgae，New specles，Pzzzozdae，Gaoligo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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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古 重 属 三 新 种 记述 
( 重 目 多 毛重 科 ) 

解 宝 瑚 ” 履 正 达 
(云南 省 流行 病 研 究 所 ) 

摘 要 本 文 报告 高 黎贡山 古 蚤 属 (Palaeopsyllae) 3 新 种 : 宽 指 古 蚤 (Pazidigita 

sp。nov. ) ， 属 购 赃 种 团 〈soricirgroup); 多 坏 古 重 (P.， zolyszpira sp. nov. )， 属 偏远 种 团 

(rezotw group); 中 突 古 蚤 〈(P.， 7nredzizzzza sp nov. ) ， 属 短 额 种 团 〈prevz Proatatwgroup)， 

据 新 种 形态 与 有 关 的 种 团 特 征 做 了 比较 和 讨论 。 

关键 词 蚤 目 ， 多 毛 蚤 科 ， 古 重 属 ， 新 种 

笔者 等 于 1985 年 10 月 ， 从 云南 西北 部 贡 山 县 高 黎贡山 (海拔 约 3200m) 采 到 重 类 

标本 一 批 ， 经 鉴定 发 现 属于 古 蚤 属 (PaaeopsyLla) (Wagner 1903) 的 三 个 新 种 ， 现 予 

以 记述 。 模 式 标本 全 部 存 作 者 所 在 工作 单位 。 

宽 指 古 重 ， 新 种 Palaeopsylla /aziaigzita SP nov，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以 其 额 突 下 的 肉 骨 化 带 窗 ， 前 胸 梯 刺 较 直 〈 仅 背 方 几 根 微 弯 ) 以 及 类 模 的 特 

殊 形 态 与 网 博 种 团 (soricirgroup) 的 奥 塞 梯 古 重 (P. oseticae) (Ioff 1953) 〈 仅 有 和 于 

记述 ) 接近 。 但 据 以 下 特征 可 与 后 者 和 本 属 的 其 他 成 员 区 别 : 四 子 第 7 腹 板 后 缘 有 三 角 

凹 ， 上 叶 宽 、 截 形 ， 下 叶 较 圆 ，@ 人 4 可 动 突 较 宽 ， 尤 以 端 段 为 然 〈 本 新 种 即 据 此 命名 )， 

其 长 度 仅 为 最 宽 处 的 3. 0 一 3. 6 倍 。 

形态 记述 

头 部 〈 图 1 一 2) ，” 额 突 和 额 内 突 均 发 达 。 额 突 下 内 骨 化 带 很 窗 ， 骨 化 较 弱 。 眼 退 

化 ， 仅 留 痕迹 。 类 榜 第 1 刺 端 圆 ; 第 2 刺 长 于 第 1 刺 短 于 第 3 刺 ， 末 端 或 多 或 少 呈 铲 

形 ; 第 3 刺 在 中 部 之 后 逐渐 变 窗 ， 不 形成 窗 长 的 端 段 。 后 头 暴 3 列 、 为 2、2 (3)，5 

根 。 下 展 须 约 达 前 足 基 节 的 4/5。 

胸部 ”前 胸 背 板 背 缘 微 凸 , 具 1 列 5 根 桶 。 前 胸 榜 刺 人 18 根 、 平 16 根 、 背 刺 明显 

长 于 背 板 。 中 胸 背 板 颈 片 内 侧 假 肾 两 侧 共 4 一 6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有 肾 2 列 共 5 一 6 〈7) 

根 ， 其 气门 宽度 短 于 或 等 于 长 度 。 前 足 基 节 外 侧 紧 约 30 根 。 前 、 中 、 后 足 第 51 中 节 各 

有 5 对 侧 旷 上 迄 和 1 对 亚 端 紧 ， 第 1 对 侧 旷 紧 位 于 第 2 对 之 间 。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具 1 列 6 根 

< 本 文 1989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14(1):，106 一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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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宽 指 古 重 ,新 种 PalaeopsyLla aziaigita sp. nov. 

1: 早 头 和 前 胸 背 板 , 配 模 ;2:&4 颊 榜 , 正 模 ;3:84 变形 节 , 正 模 ;4: 子 变形 节 , 配 模 ; 

5: 平 第 7 腹 板 变异 , 副 模 

聂 ， 背 缘 有 7 个 切 刻 ， 每 一 切 刻 均 生 有 2 根 肾 。 后 足 第 2 叶 节 端 长 聂 超过 第 3 中 节 

末端 。 

腹部 ”各 背 、 腹 板 表 面 有 网 纹 ， 其 后 缘 虽 有 很 小 的 齿 ， 但 不 形成 饮 形 ， 而 且 不 易 见 

到 。 第 1 一 7 背 板 各 有 2 列 紧 。 第 1 一 6 背 板 后 缘 端 小 刺 两 侧 共 4 一 7，6 一 9，5 一 7， 

2 一 7,2 一 4，0 一 2 根 。 各 气门 端 尖 或 略 尖 。 民 前 紧 3 根 。 变 形 节 人 4 (图 3) 第 8 腹 板 近 腹 

缘 处 具 侧 紧 4 一 5 根 ;， 后 缘 被 一 角形 凹陷 分 为 两 叶 、 上 背 叶 大 而 长 ， 其 背 缘 有 锯齿 ; 下 

叶 小 而 短 。 不 动 突 无 线 纹 ， 长 大 于 宽 ， 末 端 钝 圆 。 基 节 自 不 与 柄 突 基部 连接 。 可 动 突 自 

基部 向 上 逐渐 增 宽 ， 具 圆 突 的 后 端 角 。 柄 突 自 基 部 渐 窜 、 未 端 微 向上 疙 。 第 9 腹 板 后 臂 

甚 短 于 前 臂 ; 亚 背 缘 有 小 刺 紧 1 列 6 一 7 根 ， 端 肾 4 根 ， 其 中 2 (1) 根 为 长 紧 。 阳 荟 见 

图 3。 衬 〈 图 4~5) 第 7 腹 板 具 不 整 2 列 紧 共 8 一 9 根 ， 其 中 后 列 4 一 5 根 为 长 聂 。 第 8 

背 板 下 部 具 侧 肾 3 一 4 根 ， 后 缘 具 大 小 肾 共 5 一 6 根 。 肛 锥 长 为 宽 的 4~5 倍 ， 具 1 工 根 长 

端 肾 和 2 根 短 的 亚 端 紧 。 

标本 记录 

正 模 人 入 ， 配 模 平 ， 副 模 2 和 人 2 平平 ， 自 背 纹 殉 凡 〈Sorez cylzzdricaxda )，1 王 自 

长 尾 哆 情 〈Sorez caxdatxuls)，1 富 上 自 普通 殉 央 〈Sorez ernzexws)， 体 长 和 1.6 一 2. 1mm 

于 训导 8 二 2270 汪 



多 坏 古 重 ， 新 种 PalaeozpsyLla zolLyszpz7za SP nov.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以 其 额 突 下 内 骨 化 带 较 窗 ， 骨 化 较 弱 ;站 几 第 2 刺 长 于 第 1 刺 而 末端 尖 或 较 

尖 ;， 前 胸 榜 基线 向 前 弧 拱 及 两 性 变形 节 的 形态 与 偏远 种 团 〈remotae-group) 的 长 指 古 重 
(P.， 71omgidigita Chen，Wei et Li) 颇 为 接近 。 但 据 以 下 特征 可 与 后 者 和 本 属 其 他 成 员 

区 别 : @ 站 档 第 1 刺 端 圆 ，@ 前 胸 背 板 背 缘 显 然 较 该 种 者 长 ; 8& 第 9 腹 板 后 臂 自 基部 

向 未 端 渐 窗 ， 背 缘 有 1 列 22 一 25 根 小 刺 暴 〈 本 新 种 即 据 此 命名 ); 抱 器 不 动 突 较 该 种 者 

宽 ; 图 第 7 腹 板 后 缘 斜 直 ， 无 上 端 角 。 

头 部 (图 6 一 7) ， 额 突 和 额 内 突 均 发 达 。 眼 退化 ， 仅 留 痕迹 。 冰 榜 第 3 刺 长 为 宽 

的 4~5 倍 ， 最 宽 处 在 中 部 之 前 ， 其 后 变 窗 ， 具 窦 而 长 的 端 部 。 后 头 紧 3 列 ， 为 2、2、 

5 根 。 下 唇 须 约 达 前 足 基 节 的 2/3 强 。 

胸部 ”前 胸 背 板 具 1 列 5 根 紧 ， 背 缘 较 长 ， 为 前 胸 梢 背 刺 长 的 1.5 一 1.7 倍 。 前 胸 

榜 刺 16 根 ， 除 背 方 几 根 端 国外 其 余 各 刺 端 都 尖 . 中 胸 背 板 颈 片 内 侧 假 紧 两 侧 共 6 一 7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有 紧 2 列 共 4 根 ， 其 气门 宽度 小 于 或 接近 其 长 度 。 前 足 基 节 外 侧 紧 约 

25 根 左 右 。 前 、 中 、 后 足 第 5 中 节 各 有 5 对 侧 旷 紧 ， 第 1 对 位 于 第 2 对 之 间 。 近 扑 有 1 

对 亚 端 暴 。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具 1 列 6 根 紧 ， 背 缘 有 7 个 切记 后 足 第 2 中 节 端 长 紧 接 近 或 

达到 第 3 节 未 端 。 

腹部 ”各 背 、 腹 板 在 其 近 背 、 腹 缘 处 有 网 纹 ， 后 缘 不 形成 锯齿 。f8 第 1 一 和， 子 第 

1 一 7 背 板 各 有 2 列 紧 ，《4 5 一 7 背 板 只 有 1 列 紧 。 第 1 一 5 背 板 端 小 刺 两 侧 共 4 一 5 〈7)， 

3 一 6，2 一 4、2、0 (2) 根 。 第 2 一 7 背 板 气门 下 方 均 有 1 根 长 里 。 各 气门 端 尖 ,， 履 前 野 

3 根 。 

变形 节 8 人 (图 8) 8 腹 板 近 腹 缘 处 具 侧 暴 4 一 5 根 ， 后 缘 具 一 弧 形 后 腹 凹 、 上 方 钝 

圆 或 较 圆 。 不 动 突 有 线 纹 。 可 动 突 明 显 高 于 不 动 突 ， 上 部 宽 于 下 部 ， 末端 截 形 或 略 圆 。 

柄 突 较 直 。 第 9 腹 板 后 臂 有 腹 缘 肾 9 一 10 根 ， 后 端 2 根 稍 长 。 阳 蔡 见 图 8。 平 〈 图 9) 

第 7 腹 板 较 高 ， 前 背 角 约 与 第 7 背 板 气门 呈 水 平 ， 其 侧 肾 1 列 5 长 3 短 暴 。 第 8 背 板 下 

部 仅 有 1 长 桶 ， 后 缘 有 短 肾 6 根 。 第 8 腹 板 端 部 棍 形 ， 末 端 有 小 紧 5 根 。 肛 锥 较 长 ， 长 

为 宽 达 3. 7 一 4.5 倍 ， 具 1 根 端 胎 和 1 一 2 根 亚 端 紧 。 

标本 记录 

正 模 4 ， 配 模 ?， 副 模 3 4 4 自 长 尾 购 睛 ; 另 副 模 2 4 4 自 多 此 更 眼 Nasillus gr 
czilis; 1 不 目 普通 网 户 。 体 长 和 1.7 一 2. 1mmi 平 2. lmm。 

中 突 古 重 ， 新 种 Palaeopsylla medimazzza sp。， nov。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以 其 额 突 下 内 骨 化 带宽 而 骨 化 较 弱 ， 覆 第 4 刺 基 几 与 额 缘 连接 ， 前 胸 檬 刺 
。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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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一 9 多 环 古 重 , 新 种 PalaeozpsyLla zolyszpzza sp. nov. 

6: 胖 头 和 前 胸 捐 板 , 配 模 ;7:4 颊 机 , 正 模 ;8:4 变形 节 , 正 模 ;9: 平 变形 节 , 配 模 

直 而 端 尖 与 短 额 种 团 〈2prevz frontata-group) 的 短 额 古 重 〈(P.，、preui froxztata Chang) 

(Wu and Liu 1984) 和 鹅 头 形 古 重 〈(P. arserocepsoides Chang，Wu et Liu 1984) 

( 仅 有 子 记 述 ) 接近 。 但 据 以 下 特征 可 与 该 两 种 和 本 属 其 他 成 员 区 别 : 中 额 突 下 的 内 骨 

化 带 在 近 口 角 处 特 宽 ;，@ 站 格 第 2 刺 的 背 腹 缘 几 呈 平行 ; @84 第 9 腹 板 后 臂 显 然 较 长 ， 

并 从 基部 向 末端 逐渐 狭 罕 ;由 于 第 7 腹 板 后 缘 有 两 个 小 止 陷 ， 中 叶 呈 三 角形 明显 突出 

《本 新 种 即 据 此 命名 ) 。 

形态 记述 

头 部 〈 图 10) ，” 额 突 和 额 内 突 均 发 达 。 眼 退化 仅 留 痕迹 。 站 覃 第 1 刺 端 圆 ， 第 2、 

3 刺 均 在 中 部 之 后 突然 变 窗 ， 具 罕 长 的 端 部 ， 第 3 刺 长 为 最 宽 处 的 3.3 一 4.1 倍 。 后 头 

紧 3 列 。 为 2、2、4 一 5 根 。 下 展 须 达到 前 足 基 节 的 4/5 或 接近 未 端 。 

胸部 ”前 胸 背 板 具 1 列 5 根 桶 。 前 胸 檬 刺 基 线 直 ， 两 侧 共 有 刺 18 (19) 根 、 各 刺 

端 都 尖 、 背 刺 显 然 较 该 背 板 长 。 中 胸 背 板 颈 左 内 侧 假 肾 两 侧 共 5 一 6 根 ， 其 气门 宽度 小 

于 或 等 于 长 度 。 前 足 基 节 外 侧 有 肾 20 一 25 根 。 前 、 中 、 后 足 各 有 5 对 侧 旷 肾 。 第 1 对 

位 于 第 2 对 之 间 ， 另 有 亚 端 肾 1 对 。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具 1 列 6 根 肾 ， 背 缘 有 7 个 切 刻 。 后 

足 第 2 中 节 端 长 暴 超 过 第 3 节 末 端 ， 个 别 达 第 4 节 中 部 。 腹 部 各 节 背 、 腹 板 表面 在 近 

痛 、 腹 缘 处 有 网 纹 ， 后 缘 无 锯齿 。 第 1 一 7 背 板 ， 耶 均 有 2 列 野 ; 人 第 7 背 板 有 例外 ， 

有 的 仅 有 1 列 暴 。 第 1 一 5 背 板 端 小 刺 两 侧 共计 人 4 6 一 7，5 一 8、3 一 6、2 一 5，0 一 1 根 ; 

千 6 一 8、5 一 10、(2) 5~7、2~5、0 根 。 第 2 一 7 背 板 气门 下 方 均 有 1 长 桶 ， 各 气门 端 
。647 。 



略 尖 。 屠 前 紧 3 根 。 

变形 节 《4 (图 11) 第 8 腹 板 下 部 有 6 一 8 根 ， 后 缘 浑圆 ， 背 缘 无 小 齿 。 不 动 突 有 

线 纹 ， 未 端 呈 锥 形 。 可 动 突 端 部 较 宽 ， 并 微 向 前 曲 。 基 节 上 自 不 与 柄 突 基部 连接 。 柄 突 较 

狭长 ， 未 端 微 向 上 翅 。 第 9 腹 板 后 臂 约 与 前 臂 等 长 ， 具 腹 缘 紧 7 一 9 很， 近 端 2 根 较 长 。 

阳 蔡 见 图 11。?〈 图 12 一 13) 第 7 腹 板 侧 紧 多， 长 桶 5 一 6 根 ， 短 紧 4 一 16 根 ; 在 后 缘 

凹陷 前 方 有 深 色 骨 化 区 。 第 8 背 板 下 部 具 侧 紧 3 一 4 根 ， 后 缘 有 短 紧 5 一 6 根 。 第 8 腹 板 

端 部 的 小 虹 较 长 ， 共 5 一 7 根 。 第 9 腹 板 骨 化 较 弱 ， 其 端 腹 缘 可 见 3 一 4 根 细 妈 。 肛 锥 长 

为 宽 约 4 倍 。 

图 10 一 13 ”中 突 古 重 ,新 种 palaeobpsyLLa mrzedz77zz72Q SP. nov. 

10,? 头 和 前 胸 背 板 , 配 模 ;11:4 变形 节 , 正 模 ;12: 胖 变形 节 , 配 模 ;13: 平 第 7 腹 板 变异 , 副 模 

标本 记录 

正 模 和 4， 配 模 ?， 副 模 10 4 4 18? 胖 自 多 齿 购 央 : 另 副 模 1 人 1 倍 自 长 尾 眼 

(Scabptomyz fulsicaxudatuls)，1 人 1 平 自 背 纹 购 岩 ， 1 胖 自 汗 绒 扇 〈Eotpenomays elzasis)， 

1? 自 鼠 免 Ochotonra sp. 。 体 长 不 1. 8 一 2. 3mm; 笠 1. 9 一 2. 3mm。 

新 种 归属 种 团 问题 的 探讨 

自 Wagner 1903 年 建立 古 蚤 属 以 来 ， 本 属 蚤 类 已 知 有 40 余 种 〈 亚 种 )， 在 中 国 发 现 

或 有 分 布 者 17 种 〈 不 包括 本 文 发 表 的 三 新 种 )。 其 属 下 的 种 团 分 类 ， 首 先是 Smit 

(1960) 建立 4 个 种 团 ， 即 小 型 种 团 〈7zz7zzogroup)、 舶 大 种 团 、 偏远 种 团 及 化 石 种 团 

(Rlepsiaza-group)。 近 期 ， 中 国学 者 陈 宁 宇 等 〈1979) 和 张 金 桐 等 〈1984) 先后 根据 在 

。 0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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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发 现 的 钝 刺 古 重 (P._ optuszpiza Chen，Wei，Li 1979) 和 短 额 古 重 建立 了 钝 刺 种 

团 〈optwsziza-group) 和 短 额 种 团 。 至 此 ， 共 分 为 6 个 种 团 。 但 是 ， 正 如 柳 支 英 等 

(1986) 所 指出 的 ， 由 于 近年 相继 发 现 了 不 少 古 重 新 种 ， 按 原来 分 种 团 的 特征 ， 有 的 种 

类 界 于 两 个 种 团 之 间 ， 同 时 提出 ， 古 蚤 属 分 种 团 的 特征 还 有 待 进一步 研究 。 

本 文 记 述 的 3 个 新 种 ， 按 Smit (1960) 、Hopkins、Rothschild (1966) 、 张 金 桐 等 

(1984) 及 柳 支 英 等 〈1986) 分 种 团 的 特征 比较 : 多 后 古 重新 种 基本 符合 偏远 种 团 ， 如 

颊 档 节 3 刺 最 长 、 在 中 部 之 后 突然 狭窄 ， 具 罕 长 的 端 部 ， 腹 节 背 、 腹 板 无 网 纹 ， 其 后 缘 

光滑 无 锯齿 ;人 不 动 突 有 线 纹 ， 基 节 和 白 与 柄 突 基 部 连接 ， 第 9 腹 板 后 臂 自 基部 渐 罕 ， 端 

肾 较 短 而 无 刺 紧 ， 胖 第 8 背 板 下 部 在 二 纵 列 暴 和 后 缘 肥 之 间 无 聚 ， 第 8 腹 板 末端 有 较 长 

的 小 聂 等 。 宽 指 古 蚤 新 种 ， 就 像 它 的 近 缘 种 奥 塞 梯 古 蚤 那样 ， 归 人 殉情 种 团 有 不 少 例 

外 ， 为 颊 几 第 3 刺 在 中 部 之 后 帮 逐 渐 削 尖 ;， 前 胸 榜 各 刺 端 都 尖 ;， 腹部 背 、 腹 板 后 缘 虽 有 

个 别 小 齿 但 不 呈 锯 形 ; 4 基 节 白 不 与 柄 突 基部 连接 ， 第 9 腹 板 后 臂 的 基部 特 宽 ， 平 第 8 

背 板 下 部 在 一 斜 列 紧 和 后 缘 肾 之 间 无 聂 ， 第 8 腹 板 端 部 的 小 村 较 长 。 但 额 突 下 的 骨 化 

带 ， 焙 梢 、 前 胸 檬 、 腹 部 背 、 腹 板 和 两 性 变形 节 有 关 的 其 他 特征 均 与 已 往 的 记述 相符 。 

中 突 古 重新 种 与 短 额 种 团 的 特征 比较 ， 除 腹部 背 、 腹 板 近 背 、 腹 缘 有 两 纹 ， 人 引 第 9 腹 板 

前 臂 几 平 直 ， 后 臂 自 基部 渐 窜 ， 平 第 9 腹 板 骨 化 较 弱 (边界 不 清 ) 外 ,， 均 与 原 描述 

相符 。 

笔者 认为 ， 古 蚤 属 迄 今 建立 的 6 个 种 团 的 鉴别 特征 ， 除 化 石 种 团 、 钝 刺 种 团 和 短 额 

种 团 在 颊 棋 的 形态 和 着 生 位置 上 有 其 特征 易于 区 别 外 ， 其 余 小 型 种 团 、 网 风 种 团 和 偏远 

种 团 均 基本 上 无 特征 ， 多 项 综合 特征 又 都 互相 交叉 ， 对 实际 应 用 带 来 一 定 困难 ， 因 此 是 

有 进一步 研究 的 必要 。 但 从 目前 情况 来 看 ， 多 环 古 重新 种 和 中 突 古 蚤 新 种 分 别 归 人 偏远 

种 团 和 短 额 种 团 应 无 问题 ， 只 需 对 后 一 种 团 的 特征 稍 予 修订 即 可 。 宽 指 古 蚤 新 种 的 归属 

问题 ， 由 于 矛盾 不 少 ， 令 人 有 点 疑惑 ， 但 至 少 目前 应 和 它 的 近 缘 种 奥 塞 梯 古 蚤 一 样 〈 将 

某 些 形态 作为 例外 ) 归属 于 散记 种 团 。 不 排除 将 来 的 进一步 研究 ， 特 别 是 奥 塞 梯 古 蚤 雄 

性 或 其 他 相近 种 的 发 现 和 研究 ， 有 可 能 把 它们 从 本 种 团 中 分 离 出 来 另 建立 一 新 的 种 团 。 

据 已 往 资料 记载 ， 古 蚤 属 哆 区 种 团 和 近年 在 中 国 秦岭 发 现 的 短 额 种 团 的 成 员 均 分 布 

于 古 北 界 。 此 次 宽 指 古 蚤 新 种 和 中 突 古 重新 种 在 高 黎贡山 的 发 现 ， 是 上 述 两 个 种 团 蚤 类 

在 东洋 界 分 布 的 首次 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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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Palaeopsylia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Yunnan Province 

(Siphonaptera: Hystrichopsyllidae ) 

XIE Bao-qi GONG Zhen-da 

(Ra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ree new Species of PaLaeoztsyLla Wagner，1903，collected 

in _ October，1985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about 3200m )，Gongshan County， 

north-western，Yunnan province。，All the typ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Palaeopsylia 1axidigita Sp。novy。(FEigs，1 一 5)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已 .osetzca Io 凡 ，1953 (only the female was knowny) 

of the sorzczs-group，bn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and other members of this genus b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1) in female，the posterior margin of st，VII with a triangar Si- 

nus，its upper lobe ls broad and truncate，and the lower lobe is rounder ; 2) in male， 

the movable process of clasper is broader，only about 3. 0 一 3. 6 times as long as widest 

at the apex part (hence the nevw Species is named)， 

Holotype 人 ，allotype 乎 ，paratypes 2 人 人 ，2 平平 ，off Sorez cylizad7icaxuda， 

1 平 off Sorez erazexs，Body length: 人 1. 6 一 2. 1mm; 平 1. 8 一 2. 2mm. 

Palaeopsylla polyspina Sp。 nov。 (Figs，6 一 9) 

This species ls related to 尸 ， omgiazgzta Chen，Wei et Li，1979 of the rezzota- 

group，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and other members of this genus b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CD the first spine of genal comb being rounded apically，instead of slightly 

pointed; (CO the dorsal margin of pronotum distinctly longer than its dorsal spine of pro= 

notal comb; @) in male，the distal arm of st ，IX narrowing gradually from base toward 

apex，f1ts dorsal margin with one row of 22 一 25 small spiniform bristles (hence the new 

Species ls named); the process of clasper wid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species; 四 in fe- 

male，the posterior margin of st，VII oblique and straight，without posterior dorsal, 

Holotype 你 ，allotype 平 ，paratypes 3 人 人，off Sorez caxaatus; other paratypes 

2 人 和，o 信 Nasilus gracilis; 1 人 ，off Sorezr eranrexs.。 Body length, 人 1.7 一 

2 

Palaeopsylia medimaiza Sp。nov。(Figs，10 一 13) 

工 his new Species resembles closely to Pbreui /frontata Zhang，Wu et Liu，1984 

and 忆 ，a7zserocezbsoides Zhang，Wuet Liu，1984 (only the female were know) of prev= 

zf7ozatata-group，bn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two species b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mW 人 50O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d the incrassation of frons below tubercle is widened near the oral angle; @) the dorsal 

and ventral margin of the second spine of genal almost parallel; @) in male，the posteri- 

or arm of st，JIX obviously longer，about as long as anterior arm，and narrowing gradu- 

ally from the base toward the apex; Qin female，the posterior margin of st，VII with 

two small sinus，its medial lobe triangular and distinctly protruding beyond dorsal and 

ventral lobes (hence the new Species ls named). 

Holotype 你 ，allotype 笠 ，paratypes 10 人 人 ，18 王 平 ，off NeasiFas graczlzs ; 

other paratypes 1 和，1 平 ，off Scazptomyz usicaxudatus 1 人 ，1 平 ，off Sorez cylizzcd7rz- 

Catdaj;i 1 平 ，off 尼 othenomays elexsis; 1 平 ，off Ochotoza sp. ，Body length: 4 1.8 一 

2. 3mm; 了 伴 1. 9 一 2. 3mm, 

The paper ls concluded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the three new Species 

assigned to the Species-group。 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忆 ，/Lazzadizgzta SpD。 nov. ， 卫 . 

z 四 olyszpz7ia SPD。 nov。 and 也， 7pzeaz72777Q SD. nov。 should orderly assigned to sorzczs- 

group 7rezzota-group and premz 六 omtata-group，though of which two Species showed cer- 

tain differs from the descriptions in the pass， 

Key words Siphonaptera,，Hystrichopsyllidae，PalaeozpsyLlae，New Species 



高 黎贡山 柳 氏 重 属 一 新 种 记述 
( 重 目 : 多 毛重 科 ) 

解 宝 琦 ” 段 兴 复 
(云南 省 流行 病 研究 所 ， 大 理 ) 

摘 要 本 文 记 述 柳 氏 蚤 属 (Lixotpsylia) 一 新 种 ， 杆 形 柳 氏 重 〈 工 clavwla sp. 

nov. ) 。 新 种 4 与 锥 形 柳 色 入 (ZL. conica) (Zhang，Wuet Liu 1985) 接近 ,但 有 明显 区 

别 。 标 本 采 自 云南 高 黎贡山 多 齿 网 人 (Nasillus gracillis) 体 上 。 

关键 词 蚤 目 ， 多 毛 蚤 科 ， 柳 氏 重 属 ， 新 种 

柳 氏 和 蚤 属 (Lixopsylla Zhang Wuer Liu 1985) 系 张 金 桐 根据 中 国 陕西 秦岭 短 尾 

鸯 〈Anoxwrosorez sguazzipes) 的 一 只 雄 重 建立 的 ， 迄 今 仅 独 模 种 。 近 年 ， 笔 者 等 从 云 

南西 北部 高 黎贡山 采 到 本 属 一 新 种 。 效 记述 如 下 : 

杆 形 柳 氏 重 ， 新 种 LixopsyLla clavxLa sp nov.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4 与 锥 形 柳 氏 蚤 〈ZL.， cozica) ( 仅 有 人 记述 ) 接近 ， 但 据 下 列 显 著 特 征 易 以 

鉴别 : @ 第 8 背 板 长 度 微小 于 其 中 部 宽度 ， 而 不 是 明显 较 长 ;， @ 第 8 腹 板 后 突 部 杆 形 
(本 新 种 即 据 此 命名 ) ， 而 不 是 锥 形 ;，@ 抱 器 不 动 突 较 宽 短 ， 略 呈 等 边 三 角形 ， 其 前 缘 无 

紧 ; 图 抱 器 可 动 突 略 呈 倒 靴 形 ， 而 不 是 香蕉 形 ; @ 第 9 腹 板 后 臂 有 明显 的 腹 膨 并 有 较 多 
的 桶 和 刺 紧 。 
平 未 发 现 。 

头 部 (图 1) 额 缘 圆 。 额 突 位 于 额 缘 中 点 略 下 。 眼 椭圆 ， 色 较 淡 。 腹 缘 有 小 凹 。 

格 第 4 刺 较 长 ， 具 细 长 的 端 部 。 眼 紧 3 根 。 额 紧 1 列 7 根 。 在 眼 紧 和 额 桶 之 间 ， 触 角 

窝 前 缘 有 长 桶 1 根 。 触 角 第 2 节 最 长 桶 长 达 棒 节 第 4 节 。 触 角 窝 背 方 有 小 紧 1 列 9 一 12 

根 。 后 头 沟 颇 发 达 。 后 头 紧 3 列 ， 为 4、5、5 根 。 下 展 须 长 达 前 足 基 节 的 2/3。 胸 部 

(图 1，2) 前 胸 背 板 具 1 列 6 根 长 紧 。 前 胸 想 刺 16 根 ， 其 背 刺 显著 长 于 该 背 板 背 缘 。 

中 胸 背 板 颈 片 两 侧 共 有 假 湖 6 一 7 根 。 后 胸 有 完 整 的 侧 和 发 达 的 侧 拱 。 后 胸 背 板 两 侧 共 

有 端 小 刺 5 或 6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有 3 列 紧 ， 为 3、3、1 根 。 前 足 基 节 外 侧 有 紧 约 30 余 

根 。 各 足 股 节 内 侧 近 基 部 有 小 紧 1 根 。 前 足 股 节 外 侧 中 后 部 有 紧 7 一 9 根 。 中 、 后 足 股 

< 本文 1990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15(4): 500 一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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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外 侧 除 几 根 亚 背 缘 肾 外 ， 近 端 有 聚 4 根 。 后 有 径 节 外 侧 有 肾 3 列 〈 前 列 不 完整 ); 内 侧 

有 1 列 4 或 5 根 紧 ， 背 缘 有 7 个 切 刻 并 各 有 两 根 紧 ， 在 第 5 和 第 6 切 刻 之 间 另 有 一 单 

暴 。 后 足 径 节 的 长 端 肾 达 不 到 第 1 距 节 末端 。 后 足 第 2 中 节 微 长 于 第 3、4 节 之 和 ， 其 

最 长 端 紧 微 超过 第 3 节 之 半 。 各 足 第 5 中 节 第 1 对 侧 肾 均 位 于 第 2 对 之 间 。 

腹部 ”各 节 背 板 均 有 完整 肾 2 列 ， 各 气门 近 三 角形 而 末端 较 尖 。 第 2 一 7 背 板 主 肾 

列 下 位 肾 均 在 气门 下 方 。 第 2 一 6 背 板 端 小 刺 依 序 为 4 一 5、4 一 6、4、4、2 一 4、1 一 4 

根 。 各 背 板 后 缘 均 有 排列 稀 玻 的 小 齿 。 民 前 紧 3 根 。 

变形 节 4 (图 3 一 5) 第 8 背 板 (图 4) 较 短 ， 不 能 遮盖 整个 变形 节 。 第 8 腹 板 末 

端 圆 或 略 尖 ， 具 腹 缘 肾 和 侧 肾 共 6 或 7 根 。 抱 器 体 ， 所 获 3 个 标本 均 显 著 地 不 与 体 轴 呈 

水 平 ， 而 向 后 下 方 悬垂 。 前 内 突 发 达 。 柄 突 自 基部 渐 窗 ， 端 部 微 向 上 普 。 在 前 内 突 和 柄 

突 之 间 可 见 突出 的 抱 器 体 前 端 突 。 不 动 突 和 可 动 突 的 末端 均 明 显 低 于 抱 器 体 背 缘 。 不 动 

突 后 缘 有 1 列 7 根 小 肾 。 下 位 一 根 自 紧 低 于 基 节 和 白 肾 背 缘 。 可 动 突 (图 5) 端 背 缘 有 较 

宽 的 深 色 骨 化 区 。 第 9 腹 板 后 臂 自 基地 部 分 为 左右 两 支 、 基 段 无 里 ， 后 段 背 缘 有 小 肾 1 

列 9~12 根 ; 后 缘 有 明显 的 腹 膨 ， 近 端 有 3 根 暴 ， 刺 肾 以 下 直至 腹 膨 有 长 紧 和 小 刺 虹 多 

根 。 蔷 板 背 缘 较 直 ， 两 侧 共 有 杯 陷 38 个 。 肛 腹 板 略 长 于 肛 背 板 。 肛 背 板 基部 可 见 半 透 

明 的 颈 片 * 阳 茎 〈 图 .6) 钩 突 呈 爪 形 。 阳 茎 内 突显 然 较 锥 形 柳 氏 蚤 者 宽阔 ， 阳 茎 杆 也 不 

像 该 种 那样 卷曲 成 圈 。 

图 1 一 6 杆 形 柳 氏 重 ,新 种 LixuozpsylLla clautla sp nov. 不 

1: 头 和 前 胸 背 板 , 正 模 ;2: 后 足 中 节 , 副 模 ; 3: 第 8 背 板 , 正 模 ;4: 变 形 节 , 正 模 ;5: 抱 器 可 动 突 , 正 模 ,放大 ; 

6: 阳 茎 体 , 副 模 



标本 记录 

正 模 和 ， 副 模 2 人 人 分 别 自 多 齿 殉 上 (Nasillus gracilis)， 于 1985 年 10 月 15 一 30 

日 采 自 云南 西北 部 贡 山 县 高 黎贡山 〈 海 拔 2600 一 3200m) 。 体 长 2. 5 一 2. 6mm。 模 式 标 

本 存 云南 省 流行 病 研究 所 。 

讨论 

本 新 种 4 形态 几乎 与 柳 氏 蚤 属 原 描述 完全 符合 ， 作 为 本 属 的 新 成 员 应 无 问题 。 但 新 种 

与 锥 形 柳 氏 蚤 有 很 大 不 同 ， 如 头 部 有 发 达 的 后 头 沟 ， 腹 部 各 节 背 板 的 气门 不 圆 而 端 尖 ， 掀 

器 前 内 突 与 柄 突 之 间 有 突出 的 抱 器 体 前 端 突 以 及 第 9 腹 板 后 臂 有 较 多 的 肾 和 刺 紧 等 形态 ， 

似乎 超越 3 种 一 阶 元 的 差异 。 这 一 问题 ， 有 待 于 更 多 同 种 的 发 现 再 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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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Lixopsyilia from 

Mt. Caoligong ,China 

(Siphonaptera: Hystrichopsyllidae ) 

XIE Bao-qi DUAN Xin-de 

(Yunnan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Liuopsylla clavula sp. nov. (Figs. 1 一 6) 

This new species in male is related to 工 . coxzica Zhang, Wu et Liu,1985 but readily 

separable from the latter by following important characters:@) thet. VIII with its length 

slightly smaller than width of the median portion ,instead distinctly larger; (CO) the apilcal 

process of st. VIII clavated (hence the new species is named) ,instead of cone-shaped;G) 

the immovable process of clasper nearly eqilateral triangle, its antirior margin without 

bristle; G@ the movable process of clasper nearly upside-down boot-shaped,instead of ba- 

nanashaped;(G) the posterior margin of distal arm of st. IX with a ventral dilation dis- 

tinctly and with a lot of bristles as well as small spiniforms. 

Female unknown， 

Holotype male,paratypes 2 males(body length 2.5 一 2. 6mmy) separately off NaszL- 

ls g7aczilis ,collected in 15 一 30,October, 1985 from Gaoligong Mountain (elevation a- 

bout 2600 一 3200m) , Gongshan County, North-western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and 

are deposited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Siphonaptera, Hystrichopsyllidae，LzxwozpsyLLl&，New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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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档 眼 重 属 一 新 种 
( 重 目 : 多 毛重 科 ) 

颖 正 达 黄 文 丽 
(云南 省 流行 病 防 治 研究 所 ， 下 关 671000) 

1987 年 10 一 12 月 ， 笔 者 先后 对 汗 西 高 黎贡山 西 坡 的 独 龙 江 《〈 贡 山 县 ) 和 片 马 〈 沪 

水 县 ) 两 地 进行 了 重 类 的 区 系 调 查 ， 结 果 发 现 其 中 在 片 马 雪 山口 附近 采 获 的 村 眼 蚤 属 

中 华 檬 眼 重 亚 属 Ctemzozpjpn 太 aztzzzls subgenus Sizoctezozppnthal7a2US，Hopkins and Roths- 

child，1966 中 有 一 新 种 〈 此 标本 于 次 年 4 月 在 当地 东 坡 又 采 获 一 批 )， 兹 记述 如 下 。 

泸 水 模 眼 重 Ciexzopjptipalzazs (S. ) xsPauze71szs 新 种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人 可 动 突 端 缘 具 明 显 的 内 止 除 端 止 桥 眼 重 [Ctemrozpjpnthalzzrxs (S. ) pazcus] 

(Jordan 1932) 和 二 窦 榜眼 重 [CrtezozjzjPalzas (S. )》 aizzazozrmaas ] (Jordan 1932) 外 

与 本 亚 属 的 其 他 种 不 同 。 与 后 两 者 的 区 别 在 于 : 人 可 动 突 的 中 部 较 罕 〈 可 动 突 的 长 度 通 

常 为 其 中 部 宽 的 2 倍 多 );， 阳 葵 端 侧 叶 比 较 窑 和 明显 凸 出 “〈 端 部 通常 略 尖 ); 第 9 腹 板 后 

臂 短 于 前 臂 之 半 。 此 外 ， 可 动 突 后 端 角 发 达 并 后 伸 明 显 和 后 缘 不 明显 后 凸 以 及 平 第 7 腹 

板 后 缘 的 中 叶 圆 而 突起 和 其 下 的 凹陷 很 深 与 端 止 梯 眼 重 不 同 ， 而 人 可 动 突 的 端 缘 区 具 较 

宽 的 骨 化 带 和 阳 蔡 背 侧 突 起 较 宽 短 以 及 平 第 8 背 板 前 部 钧 形 骨 化 痕 不 明显 又 与 二 守 檬 眼 

重 不 同 。 

头 部 ” 额 突 发 过， 人 位 近 中 央 子 约 下 2/5 处 。 下 展 须 稍 得， 长 约 达 前 足 基 节 的 3/4 

处 。 胸 : 中 胸 背 板 假 涌 数 6 根 ， 个 别 标 本 4 或 5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肾 通常 5 (5 一 7) 根 。 
后 足 有 径 节 外 面 肾 一 列 计 6 根 ;， 后 足 第 2 踊 节 的 端 暴 长 达 第 4 距 节 的 基部 至 中 部 。 

腹部 ”第 1 一 7 背 板 各 具 两 列 紧 ， 但 第 7〈 部 分 标本 5 一 7) 背 板 的 前 列 肾 通常 不 完 

整 ; 第 1 一 4 背 板 端 齿 齿 数 : 2、2 一 3、0 一 2、0 一 2。 惕 前 紧 3 根 。 

变形 节 人 (图 1 一 4) 第 8 腹 板 后 缘 钝 圆 ， 后 腹 缘 具 明 显 的 凹陷 ; 腹 板 上 具 长 梭 2 

(3) 根 ， 短 肾 1 一 3 根 。 可 动 突 长 约 为 其 中 部 宽 的 2 倍 或 多 一 些 ， 端 缘 具 深 的 内 凹 和 较 

宽 的 骨 化 带 ， 其 凹陷 最 深 处 位 于 中 点 之 前 ;前 端 角 短 而 圆 ， 后 端 角 发 过 ， 显 车 长 于 前 端 

角 并 后 伸 较 明显 。 不 动 突 前 叶 宽 短 ， 上 具 长 取 3(2) 根 ;后 叶 略 军 长 ， 基 部 具 长 权 一 根 ， 

个 别 标本 长 肾 之 前 还 有 一 根 短 肾 ， 后 叶 上 有 具 短 小 暴 一 根 。 第 9 腹 板 前 臂 基 段 的 宽度 约 与 

< 本 文 1992 年 发 表 于 《昆虫 学 报 》，35(1): 110 一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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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臂 相 等 ; 后 臂 长 不 及 前 臂 之 半 ， 约 为 其 自身 宽度 的 2 倍 ， 端 缘 的 形态 变异 较 大 ， 呈 钝 

圆 、 截 状 或 斜 截 状 不 等 。 阳 茎 特征 如 图 5。 乎 〈 图 6 一 7) 第 7 腹 板 后 缘 凸 陷 较 深 、 中 叶 

圆 而 突出 ， 腹 板 上 具 长 紧 5~6 根 ， 短 紧 1 一 2 根 。 第 8 气门 不 扩大 ， 硼 板 前 部 具 骨 化 加 

深 但 钩 形 骨 化 痕 不 明显 ， 后 叶 钝 圆 ， 背 板 具 长 桶 5 一 6 根 ， 短 紧 1 一 2 根 。 第 8 腹 板 游离 

突 较 细 长 。 肛 椎 长 为 基部 宽 的 3 一 3. 5 倍 ， 端 权 长 约 为 椎 体 的 2. 5 倍 。 受 精 宫 头 、 尾 分 

界 明显 ， 头 部 长 于 尾部 。 交 接 宫 形 态 如 图 6。 

图 1 一 7 泸 水 檬 眼 重 CrtemrozpjPtpalzzzzs(S. )1xshnaize72s25 SP. nov。 

1:f4 变形 节 ;2:4 第 8 腹 板 变异 ;3: 可 动 突变 异 ;4: 人 4 第 9 腹 板 端 部 变异 ;5: 阳 蔡 ; 

6: 平 变形 节 ;7: 平 第 7 腹 板 变异 

标本 记录 

正 模 入 ， 配 模 ?，1988 年 4 月 采 自 泸 水 的 克 钦 绒 鼠 〈Eothenromzys cachnzzzaus); 副 模 

44 和 人 33 和 二 自 克 钦 绒 启 ，1 4 自 中 华新 独 片 马 亚 种 (Neotetracus sizez25i15 CULtz728I ) ， 

采 于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西 坡 (1987 年 11 月 ) 和 东 坡 〈1988 年 4 月 )， 约 东经 98 "68， 北 
纬 26"01' ;海拔 2800 一 3200m。 体 长 : 4 1.9 一 2.4;， 们 2.2 一 2. 8mm。 标 本 保存 于 云南 

省 流行 病 防治 研究 所 。 

讨论 新 种 格 眼 蚤 的 分 布 目 前 仅见 于 汗 西 高 黎贡山 中 段 ， 克 钦 绒 鼠 为 其 主要 宿主。 与 

新 种 重 共 栖 于 该 鼠 体 的 蚤 类 还 有 了 吃 突 檬 眼 荔 [C. (S. ) aproposcis]、 状 新 重 (Neoz- 

syLLa zzzprita ) 、 二 毫 新 番 〈(N，、 piseta) 和 迪 庆 额 重 〈Fyroztozpsylia diqigez5i5)。 由 于 

过 去 云南 省 对 演 西 绕 鼠 属 的 分 类 较 混 乱 ， 因 而 从 未 见 该 绒 鼠 寄生 和 蚤 的 报道 ， 上 述 重 类 在 

该 鼠 体 的 发 现 ， 均 为 国内 首次 记录 。 

克 钦 绕 鼠 的 分 布 在 云南 主要 是 汗 西 的 贡 山 、 沾 水 、 梁 河 、 陇 川 一 带 。 在 检视 以 往 采 

集 的 这 一 带 自 汗 绕 鼠 〈 分 类 上 存在 问题 ) 的 端 止 覆 眼 蚤 形态 上 与 本 新 种 接近 而 与 分 布 于 

四 川西 部 主要 采 自 西南 绒 鼠 的 端 止 榜眼 重 的 形态 差异 较 大 ;此 外 ， 据 云南 现 有 资料 表 

明 ， 西 南 绕 鼠 在 云南 的 主要 寄生 蚤 为 云南 樟 眼 重 [C. (〈S. ) yarzzazzs] 而 无 染 带 端 四 

格 眼 荔 的 记录 。 因 此 初步 认为 ， 它 可 能 是 本 新 种 的 误 定 。 鉴 于 该 种 蚤 在 云南 由 于 地 理 分 

布 、 海 拔 、 和 气候 和 宿主 〈 有 待 进一步 调查 ) 不 同 以 及 各 地 标本 在 形态 上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差 
。656 ， 



异 ， 因 此 ， 分 类 地 位 尚 需 做 进一步 的 研究 。 新 种 蚤 等 檬 眼 蚤 在 与 缅甸 相 毗 连 的 高 黎贡山 

西 坡 的 发 现 预示 ， 中 华 榜眼 重 亚 属 除 我 国外 ， 缅 甸 无 疑 亦 有 分 布 。 

主要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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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CrtemropPtpalzzars from 

Mt，Gaoligong，West Yunnan 

(Siphomaptera: Hystrichopsyllidae ) 

GONG Zheng-da HUANG Wenr-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Xiliaguan，671000) 

CieriopPptipalmzus (SiizoctezopPtiaI12US) IsS1rieflsISs SPp。 mov. 

The new specie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members of the subgenus except C， (9. ) 

zazcus (Jordan 1932) and C. (3S. ) dzzzozr7a2Us (Jordan 1932) by the deeper concavVity 

of the apical margin of the movable process of male. 

In male，it differs from paxcxs and az7zzoz77z2s in the median of movable process narrower 

(Cusually more than twice as long as its median width) ; the disto-lateral lobe of paramere narro- 

wer and strongly convex (usually more pointed) ;the distal arm of st，JIX much less than half{ 

length of proximal armj; in addition，also differs from the former Species in the posterior apical 

angle of movable process well developed，and its posterior margin not SO convexity;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by the median dorsal expansion of paramere broader and shorter，and the aplcal 

margin area of movable process strongly sclerotized. 

In female，it differs from the former species in the apical margin of st，VII with a 

prominent rounded median lobe and below which the margin 1Ss more deeply sinuate; 

differ from the latter in the t VIII without distinct unciform sclerotization. 

Holotype 和 ，allotype 平 ，paratypes 44 人 不 ，33 平 平 ，ex Eotjhezoz7ayS cQchz71U5， 

paratype 1 人 ex Neotetracus Si71e11515 CUttz7181 ，collected from Mt，Gaoligong (98"68 下 . 

Long. ，26"01” N、Lat. ，elevation 2800 一 3200m) ，Lushui County，Yunnan Province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1987 and April，1988. Body lenght: 不 1.9 一 2.4 mm 

平 2. 2 一 2. 8mm.。 all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 

ses of Yunnan Province. 

0 呈 人 Fe 



云南 高 黎贡山 重 类 的 生态 区 系 ” 

效 正 达 解 宝 琦 ”林家 冰 
(云南 省 流行 病 防治 研究 所 ， 大 理 市 671000) 

摘 ， 要， 本 文 报道 了 1985 年 以 来 对 我 国 横断 山南 端 高 黎贡山 东 、 西 坡 蚤 类 生态 区 系 的 

调查 及 研究 结果 。 共 发 现 蚤 类 5 科 23 属 47 种 〈 亚 种 )。 文 中 对 该 山脉 蚤 类 在 不 同 森 林 植 物 

带 的 群落 结构 、 种 的 多 样 性 及 均匀 度 ， 各 种 蚤 的 栖 境 幅 度 、 宿 主 多 样 性 进行 了 陈述 和 比较 ， 

并 对 和 蚤 类 的 区 系 特征 、 特 有 种 的 区 系 划 分 等 问题 进行 了 讨论 。 

关键 词 ”云南 ， 高 黎贡山 ， 蚤 类 ， 生 态 区 系 

高 黎贡山 蚤 类 过 去 研究 较 少 ， 仅 有 零星 的 报道 〈 李 贵 真 ”1979，1980) 。1985 年 以 

来 ， 结 合 经 江 横断 山区 医学 动物 区 系 调查 ， 我 们 对 该 山脉 小 兽 及 其 寄生 重 做 了 大 量 的 分 

类 区 系 的 研究 。 

1 自然 概况 与 工作 方法 

高 黎贡山 是 横断 山南 段 部 分 的 重要 山系 之 一 ， 位 于 演 西 北 ， 高 答 于 怒江 西岸 ， 西 坡 

大 部 分 与 缅甸 接壤 。 山 最 高 约 4200m， 谷 深 800 一 1600m， 相 对 高 差 2000m 以 上 ， 南 北 

纵 行 ， 全 长 400km。 从 地 域 上 看 ， 本 区 属 青藏 高 原 的 东南 边缘 。 按 动物 地 理 区 划 应 属 

东洋 界 ， 西 南 区 的 西南 山地 亚 区 。 调 查 工作 主要 在 高 黎贡山 东 坡 〈 贡 山 县 城 1600m 至 

南 磨 山顶 4000m) 和 西 坡 〈 涉 水 县 下 片 马 1800m 至 风 雪 丫 口 南峰 3600m) 进行 ， 部 分 

材料 采 自 独 龙 江 巴 坡 至 西 哨 房 和 泸 水 姚 家 坪 林 场 。 当 地 植被 由 于 高 差 大 ， 水 湿 和 和 气候 条 

件 不 同 ， 形 成 了 明显 的 植物 垂直 分 布景 观 〈 图 1) 。 

云 杉 、 铁 杉林 、 乔 松 阔 叶 林 

秃 杉 、 常 绿 阔 叶 林 

云南 松 、 蕨 耕作 区 
云南 松 、 蕨 耕作 区 

贡 山 

图 1 高 黎贡山 东 坡 ( 贡 山 ) 和 西 坡 ( 泸 水 ) 不 同 植被 的 垂直 分 布 

泸 水 ( 片 马 ) 1800m |1600m 

< 本 文 1996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学 研究 》，17(1) :59 一 67。 

。 658 。 



调查 方法 主要 以 鼠 夹 、 笼 法 捕捉 地 面 鼠 形 小 兽 为 主 ， 辅 以 枪击 捕 打 部 分 乌 类 和 树 

栖 动物 ， 收 集 其 体 寄生 重 ， 也 收集 部 分 人 体 和 家 畜 〈 矿 ) 的 携带 重 ， 经 登记 带 回 实验 室 

制 成 标本 后 鉴定 。 所 获 材料 用 Shannon-Weiner index H = 一 > PinP, 分 别 计算 东 、 西 
坡 各 垂直 带 和 群落 的 多 样 性 指数 、 各 种 蚤 的 栖 境 幅度 和 宿主 多 样 性 指数 ， 以 Pielou 
(1949) 公式 百 /lns 计算 各 相应 的 均匀 度 指 数 。 
2 调查 结果 

2.1 高 黎贡山 蚤 类 的 组 成 

从 捕获 的 5 目 10 科 16 属 30 余 种 计 1661 只 小 型 兽 类 及 部 分 人 、 鸟 和 犬 体 ， 发 现 高 

黎贡山 的 蚤 类 由 5 科 23 属 47 种 〈( 亚 种 ) 组 成 〈 包 括 我 们 尚未 采 到 的 大 叶 新 重 ) ， 其 中 

发 现 一 新 亚 属 、 两 新 记录 属 和 19 个 新 种 〈 以 * 标记 ) ， 名 录 见 表 1。 

2.2 垂直 分 布 及 群落 结构 

重 类 作为 哺乳 动物 和 鸟 类 的 体外 吸血 寄生 虫 ， 其 生存 与 分 布 取决 于 宿主 动物 的 存在 

和 分 布 ， 而 后 者 又 取决 于 地 理气 候 和 土壤 植被 。 在 高 黎贡山 所 发 现 的 46 种 重 类 (大 叶 

新 重 除 外 ) 中 ， 有 35 种 重 类 的 分 布 范围 随 其 主要 和 宿主 分 布 于 3 个 以 上 的 垂直 带 ， 但 不 

同 种 类 在 各 垂直 带 的 组 成 不 同 ， 显 示 出 它们 主要 分 布 在 某 些 垂直 带 中 。 如 迪 庆 额 重 、 柳 

氏 狭 臂 草 就 具有 较 大 的 垂直 分 布 范 围 为 多 带 种 或 广 布 种 )， 这 与 它们 的 主要 宿主 中 华 

姬 鼠 (Azpodernzs draca) 在 山地 具有 较 大 的 垂直 分 布 范围 《〈 吴 德 林 1980， 状 正 达 

1989) 和 广泛 地 理 分 布 的 能 力 〈Eiterman et al. 1951) 有 关 ， 即 随 箱 主 的 分 布 而 分 

布 。 与 此 不 同 的 是 ， 某 些 同 宿主 的 主要 寄生 重 ， 如 二 毫 新 重 的 分 布 ， 则 明显 窗 于 中 华 姬 

鼠 。 此 外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一 些 我 国 较 常 见 跨 区 分 布 的 广 布 种 ， 如 印 鼠 客 蚤 、 缓 慢 细 重 、 

标 形 额 重 和 人 重 等 ， 由 于 生态 条 件 的 限制 ， 仅 能 随 其 主要 宿主 黄 胸 鼠 (Raottus zavz- 

zectus) 、 家 畜 等 的 活动 范围 分 布 于 低 海 拔 的 山坡 耕地 周围 ， 成 为 横断 山区 特殊 地 形 中 

的 “ 单 带 种 ”或 “ 狭 布 种 ”。 由 此 可 见 ， 宿 主动 物 的 分 布 和 海拔 的 高 低 是 高 黎贡山 入 类 

分 布 的 主要 制约 因素 。 

山地 自然 条 件 对 动 植物 的 分 布 有 明显 的 影响 。 由 于 海拔 高 度 不 同 ， 分 布 的 种 类 和 数 

量 各 异 ， 可 以 形成 数 个 垂直 分 布 带 。 依 据 海拔 高 低 和 动 植物 的 群落 分 布 ， 把 高 黎贡山 东 

西 坡 重 类 分 布 划 为 5 和 4 个 垂直 分 布 带 。 东 坡 工 带 “〈 云 南 松 、 茧 耕作 区 ): 发 现 蚤 类 13 

种 〈 占 重 种 总 数 的 28. 26% ) ， 优 势 种 为 偏远 古 重 〈42. 57%) 和 缓慢 细 重 〈25. 74%%)， 

I 带 〈 秃 杉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 发 现 重 类 17 种 〈 占 36.95%)， 优 势 种 为 二 刺 大 锥 蚤 贡 山 

亚 种 〈22. 68%) 和 偏远 古 蚤 〈13. 44%)， 数 量 较 多 的 还 有 无 值 大 锥 重 和 无 突 榜眼 蚤 

(分 别 为 10.08%); II 带 〈 云 杉 、 铁 杉 、 乔 松 阔 叶 林 带 ): 发 现 重 类 32 种 〈 占 

69. 56% ) ， 优 势 种 为 狭 止 昔 足 蚤 〈19. 29% ); 和 泸 水 檬 眼 重 (18. 36%) ， 吃 突 梢 眼 蚤 数 

量 也 较 多 〈10. 18%%); IV 带 (冷杉 林带 ): 发 现 重 类 20 种 〈 占 43.47%)， 优 势 种 为 无 
突 檬 眼 重 〈34. 54%)， 刘 氏 叉 重 (13. 18%) 和 中 突 古 重 (10. 90%) 数量 也 较 多 ;， V 

带 〈 高 山 灌 丛 带 ) : 仅 发 现 重 类 4 种 ( 占 8.69%)， 优 势 种 为 指 形 昔 足 重 (68. 18%) 。 

在 西 坡 工 带 〈 云 南 松山 坡 耕 作 区 ): 发 现 蚤 类 10 种 〈 占 21. 73%) ， 优 势 种 为 斯 氏 新 
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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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43. 13%% ) ， 常 见 种 有 无 值 大 锥 蚤 和 内 曲 古 蚤 〈13. 72%);， 开 带 〈 山 地 苦 克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 发 现 蚤 类 10 种 〈 占 21.75%)， 优 势 种 为 陆 氏 强 重 〈20. 68%)， 常 见 种 有 

斯 氏 新 莉 、 泸 水 模 眼 蚤 和 支 英 古 重 (各 占 17.24%);， II 带 〈 温 凉 性 针 冰 混 交 林 带 ) 

发 现 蚤 类 21 种 〈 占 45. 65%) ， 优 势 种 为 二 刺 大 锥 蚤 贡 山 亚 种 〈28. 12%)， 常 见 种 为 晓 

突 檬 眼 蚤 (15.62%);，IV 带 〈 寒 温 灌 丛 带 ) : 仅 发 现 重 类 6 种 〈 占 13. 04%)， 优 势 种 

为 泸 水 檬 眼 蚤 〈54. 34%) 和 吃 突 榜眼 蚤 〈23. 91%) ， 其 他 种 相对 较 少 。 

从 上 述 情况 和 表 1 一 2 和 图 2 中 可 以 看 出 ， 高 黎贡山 不 同 坡 向 及 各 垂直 带 的 重 类 和 数 

量 构成 明显 不 同 ， 东 坡 种 类 (44 种 ， 占 95. 65%) 明显 多 于 西 坡 (29 种 ， 占 63.04%%)， 

但 不 论 东 或 西 坡 蚤 类 的 丰富 度 都 以 中 山 森 林地 带 为 高 ， 即 东 坡 2000 一 3500m 和 西 坡 2450 一 
3100m。 其 中 ，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又 都 以 II 带 〈 东 坡 2500 一 3000m， 西 坡 2950 一 3100m 的 针 

阔 混 交 林 带 ， 即 南北 两 大 区 系 植被 交叉 重 释 地带) 最 高 ， 但 在 该 带 内 由 于 包含 了 较 多 的 种 

类 ， 导 致 均匀 度 相 对 较 低 ; 其 次 是 开 带 《〈 东 坡 2000 一 2500m， 西 坡 2450 一 2950m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 该 带 的 均匀 度 最 高 ， 主 要 原因 可 能 是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栖 境 稳定 期 限 较 长 ， 有 利 

于 宿主 及 其 寄生 蚤 在 栖 境内 生存 和 繁殖 。 其 他 生境 带 ， 由 于 环境 条 件 相 对 较 差 ， 导 致 了 种 

的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相 对 较 低 。 高 黎贡山 海拔 高 度 与 蚤 类 分 布 的 关系 见 图 2。 

表 2 高 黎贡山 重 类 各 群落 种 数 、 种 的 多 样 性 及 均匀 度 

重 类 群落 种 数 种 的 多 样 性 均匀 度 

东 坡 V 4 0. 92936 0. 67039 

IV 20 2. 25917 0.75413 

III 33 2.77092 0.79248 

I 17 2. 41806 0. 85347 

T 13 1.7562 0. 68469 

西 坡 IV 6 283JI 0.7162 

III 2 2. 48873 0. 81744 

II 10 2. 00876 0. 86735 

I 10 1. 82582 0. 79294 

重 种 类 的 构成 比 

1S00 2000 2500 3000 35S00 4000 

海拔 /m 

图 2 ”高 黎贡山 蚤 类 的 分 布 与 海拔 高 度 的 关系 



“， 栖 境 是 种 群生 活 栖 居 的 场所 。 由 于 栖 境 坡 向 、 海 拔高 度 、 水 湿 条 件 、 植 被 和 宿主 条 
件 等 的 差异 影响 着 种 群 的 数量 与 分 布 。 从 表 1 中 还 可 以 看 出 无 值 大 锥 蚤 、 怒 江 罗 氏 重 、 
迪 庆 额 重 、 二 毫 新 重 、 特 新 重 、 柳 氏 狭 臂 重 、 吴 氏 狭 臂 重 、 喜 山 二 棘 莉 中 华 亚 种 、 支 英 
古 重 和 中 突 古 重 的 栖 境 幅度 较 宽 ， 它 们 中 的 某 些 种 〈 如 无 值 大 锥 重 、 迪 庆 额 蚤 、 特 新 入 
和 支 英 古 重 ) 分 布 都 较 广 泛 。 而 方 突 斯 氏 重 、 昔 足 重 属 的 3 个 种 、 自 氏 多 毛重 、 雷 氏 纤 
重 、 叉 蚤 属 的 两 个 种 ， 以 及 上 古 备 属 的 部 分 种 类 等 的 栖 境 幅 度 ， 相 对 较 罕 或 很 罕 ， 它 们 多 

数 属于 高 山 种 类 〈 分 布 于 2700m 以 上 ) ， 基 本 都 是 近年 发 现 于 本 山系 的 新 种 ， 为 当地 横 
断 山 狭 布 或 极 狭 布 的 特有 种 。 

2.3 高 黎贡山 重 类 与 宿主 的 关系 

不 同 蚤 类 有 不 同 的 生物 学 特点 ， 特 别 是 寻找 自然 宿主 的 生态 习性 各 异 ， 即 荔 类 在 漫 
长 的 进化 过 程 中 ， 与 其 宿主 之 间 密 切 联系 的 生态 适应 。 从 表 3 可 以 看 到 高 黎贡山 2/3 以 
上 的 蚤 类 能 寄生 于 两 种 以 上 的 宿主 动物 ， 其 中 宿主 多 样 性 指数 较 高 的 《多 宿主 型 )， 有 

无 值 大 锥 蚤 、 怒 江 罗 氏 重 、 迪 庆 额 重 、 斯 氏 新 蚤 、 柳 氏 狭 臂 蚤 、 支 英 古 重 等 。 它 们 寄生 
在 5 种 以 上 的 宿主 动物 ， 都 是 分 布 较 广 〈 栖 境 幅 度 较 宽 ) 的 种 类 。 其 次 ， 宿 主 多 样 性 相 
对 较 低 的 《〈 窒 宿主 型 )， 有 二 刺 大 锥 重 贡 山 亚 种 、 保 山大 锥 重 、 二 毫 新 蚤 和 多 棘 古 重 等 
27 种 蚤 类 ， 它 们 寄生 于 2 一 4 种 宿主 动物 上 ， 其 分 布 范围 〈 栖 境 幅度 ) 亦 相 对 较 罕 。 其 

他 种 类 如 方 突 斯 氏 重 、 宽 倍 重 等 14 种 ， 仅 见于 1 种 宿主 动物 体 〈 单 宿主 型 )， 分 布 范围 
也 较 罕 。 

斯 

统 寺 旧病 可 :要 
好 蛤 | 鼠 | 忆 

表 3 高 黎贡山 重 类 与 宿主 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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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多 毛重 云南 
亚 种 

圆 止 多 毛 甬 

陆 氏 又 重 

刘 氏 又 重 

喜 山 二 环 蚤 中 华 
亚 种 

无 突 榜 眼 蚤 

泸 水 榜眼 蚤 

史 突 檬 眼 入 

缓慢 细 入 

偏远 古 重 

支 英 古 重 

中 突 古 蚤 

多 环 古 蚤 

宽 指 古 入 

内 曲 古 入 

人 和 蚤 

禽 莲 松 蚤 指名 
亚 种 

其 他 * (种 的 代号 ) | 125 

* 人 @ 棕 形 额 蚤 6 只 ;@ 印 鼠 客 蚤 3 只 ; @@ 绕 鼠 怪 蚤 8 只 ; 田 近 端 远 棒 蚤 14 只 ; @@ 奇 异 狭 导 重 3 只 ; @@ 自 氏 多 

毛 蚤 2 只 ; @O 细 钩 盖 重 4 只 ; @@ 雷 氏 纤 蚤 1 只 ; @ 纪 氏 又 和 蚤 12 只 ; 四 杆 形 柳 氏 蚤 5 只 ; @ 方 形 昔 足 蚤 1 只 ;@ 帘 

倍 重 48 只 ; 四 方 突 斯 氏 蚤 17 只 ， 采 自 麻 背 大 二 启 ez etaxurista alLbiueztor ; 加 特 新 蚤 裂 亚 种 1 只 ， 采 自 不 明 鼠 巢 

ex 人 at nest。 

2.4 高 黎贡山 重 类 的 区 系 成 分 

本 山脉 现 已 知 重 类 47 种 ， 过 去 已 划 区 系 成 分 〈 柳 支 英 等 ”1985) 的 28 种 中 ， 东 洋 

界 成 分 17 种 〈62. 90%%) ， 古 北 界 成 分 1 种 (3.70%)， 广 布 种 9 种 (33. 33%)， 未 划 区 

系 成 分 的 有 19 种 ， 都 是 近年 发 现 的 新 种 。 上 述 蚤 类 中 ， 横 断 山 特有 成 分 约 占 70% 〈32 

种 )， 其 中 大 部 分 为 高 山特 有 种 ， 现 根据 我 们 的 调查 和 研究 情况 初步 做 了 区 系 划 分 ， 结 

果 见 表 1 和 讨论 部 分 。 

3 | 计 论 

高 黎贡山 的 蚤 类 ， 氨 今 已 知 由 5 科 23 属 47 种 〈 亚 种 ) 组 成 ， 种 类 数 约 占 本 亚 区 
(中 国 蚤 目 志 1986) 的 一 半 ， 为 云南 省 蚤 类 的 2/5， 较 毗邻 地 区 同属 横断 山系 的 白 芒 
雪山 、 察 里 雪山 〈 共 33 种 ) 〈 柳 支 英 等 ”1986) 和 老 君 山 〈22 种 ) 〈 杨 光荣 等 “1990) 

丰 昌 得 多 ， 比 我 国 中 部 地 处 古 北 与 东洋 两 大 区 系 交界 线 中 段 的 秦岭 的 蚤 类 〈 张 金 桐 等 
1989) 还 多 10 种 。 其 中 半数 以 上 是 近年 发 现 的 新 种 。 横 断 山 特有 成 分 〈 约 达 70%) 万 
。664 。 



其 是 高 山特 有 成 分 丰富 ， 为 该 山系 蚤 类 区 系 的 突出 特征 。 在 高 山特 有 蚤 种 中 ， 地 域 上 的 

狭 布 性 为 又 一 特征 ， 如 榜眼 蚤 属 的 无 突 榜眼 蚤 和 泸 水 檬 眼 蚤 。 前 者 仅见 分 布 于 高 黎贡山 

北 段 〈 贡 山 )， 后 者 见于 该 山系 南 段 〈 泸 水 以 南 ) ， 虽 然 二 者 的 分 布 区 在 海拔 高 度 上 相差 

不 大 ， 在 地 理 上 相距 也 很 近 。 

综合 高 黎贡山 东 、 西 坡 和 蚤 类 垂直 分 布 的 情况 分 析 ， 低 山地 带 〈2500m) 以 下 地 区 主 

要 以 东洋 成 分 和 跨 区 分 布 的 广 布 种 组 成 ， 代 表 性 的 种 类 有 偏远 古 蚤 、 无 值 大 锥 了 蚤 、 缓 慢 

细 重 〈 广 布 种 ) 和 特 新 重 、 喜 山 二 环 蚤 中 华 亚 种 、 近 端 远 棒 重 等 。 此 地 带 蚤 类 相对 较 

少 ， 主 要 原因 是 当地 海拔 2000m 左右 以 山坡 耕地 为 主 ， 大 部 森林 被 毁 ， 代 之 为 蕨 坡地 ， 

以 致 宿主 及 其 寄生 蚤 的 种 类 较 少 ;中 山 森 林地 带 〈2600 一 3200m) 林 相 完整 ， 并 以 针 阅 

混交 林 为 主 ， 人 为 干扰 因素 较 少 ， 气 候 适 中 ， 这 里 是 两 区 系 动 植物 成 分 交叉 重 至 地 带 ， 

蚤 类 的 组 成 特点 是 南北 区 系 混杂 ， 蚤 种 中 特有 种 极为 丰富 ; 在 高 山地 带 〈3300 一 

4000m) ， 由 于 海拔 偏 高 ， 动 植物 构成 较 简 单 ， 重 类 区 系 成 分 以 古 北 界 的 高 山特 有 种 为 

主 〈 如 昔 足 蚤 属 、 盖 蚤 属 ) ， 蚤 类 的 组 成 比较 简单 。 笔 者 认为 ， 高 黎贡山 中 山地 带 

2600 一 3200m 的 区 域 似 应 为 南北 两 界 的 过 渡 地 带 ， 典 型 的 东洋 成 分 指示 种 ， 如 偏远 古 

重 、 强 蚤 和 无 值 大 锥 重 等 的 最 高 分 布 上 线 ， 约 达 2800m 的 地 带 ， 而 典型 的 古 北 成 分 指 

示 种 ， 如 昔 足 蚤 和 倍 重 等 的 最 低 分 布下 线 只 抵 于 此 〈( 西 坡 约 3000m) 。 因 此 认为 ， 在 高 

黎贡山 中 山 温 凉 性 针 阔 混交 林内 海拔 2800m 左右 是 蚤 类 古 北 界 、 东 洋 界 两 大 区 系 的 分 

界线 。 以 此 为 界 ， 分 布 于 此 线 以 上 的 种 类 主要 为 古 北 界 成 分 ， 反 之 为 东洋 界 成 分 。 

依 上 述 推论 和 根据 高 黎贡山 31 种 〈 未 包括 大 叶 新 蚤 ) 横断 山特 有 种 的 垂直 分 布 情 

况 分 析 ， 初 步 认为 二 刺 大 锥 重 贡 山 1 种 、 保 山大 锥 重 、 贡 山 罗 氏 重 、 怒 江 罗 氏 重 、 方 突 

斯 氏 蚤 、 特 新 蚤 裂 亚 种 、 吴 氏 狭 蔷 蚤 、 陆 氏 强 蚤 和 支 英 古 蚤 9 种 属 东洋 区 系 成 分 较 大 ; 

而 狭 止 昔 足 蚤 、 指 形 昔 足 蚤 、 方 形 昔 足 蚤 、 迪 庆 额 重 、 二 毫 新 重 、 姜 状 新 重 、 柳 氏 狭 

臂 重 、 李 氏 狭 蔷 重 、 人 台湾 多 毛重 云南 亚 种 、 自 氏 多 毛重 、 圆 凹 多 毛重 、 刘 氏 又 和 蚤 、 纪 氏 

叉 重 、 杆 形 柳 氏 蚤 、 无 突 榜眼 卫 、 泸 水 檬 眼 芋 、 史 突 榜眼 蚤 、 宽 倍 重 、 雷 氏 纤 重 、 中 突 

古 蚤 、 多 棘 古 蚤 和 宽 指 古 蚤 22 种 属 古 北 区 系 的 成 分 较 大 。 从 上 述 观点 和 参考 有 关 资 料 ， 

我 们 认为 高 黎贡山 蚤 类 区 系 分 布 的 情况 是 ， 广 布 种 有 9 种 〈19. 56%);， 东洋 界 的 种 类 有 

14 种 (30.43%); 古 北 界 的 种 类 有 23 种 〈50%%)， 见 表 1。 该 结果 与 柳 支 英 等 〈1986) 

对 云南 白 芒 雪山 和 察 里 雪山 的 33 种 蚤 类 调查 资料 进行 的 区 系 分 布 的 结果 基本 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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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and Fauna of Fleas on 

Mt，Gaoligong of Yunnan 

GONG Zheng-da XIE Bao-qi LIN Jia-bing 

(Institute of Epidemiology of Yunnan Province，Dali 671000) 

Abstract During the years 1985 to 1991，we made investigations on the fauna and 

ecology of fleas on Mt Gaoligong. A total of 47 species which belong to 23 genera of 5 

families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vegetation and elevation altitude above sea level ，the Mt.， Gaoli- 

gong was divided into 5 〈in eastern slope) and 4 (in western slope) vertical zones，A- 

mong these zones，the highest number and diversity indexes of species of the fleas were 

in III zones 〈Cool-temperate coniferous and broadleaf mixed forest，2500 一 3000m in 

eastern slope and 2950 一 3100m in western slope) ，and the lowest in IV and V zones (al- 

pine bush，that ls 3100 一 3600m in western slope，and 3500 一 4000m in eastern slope). 

On the other hand，the fleas fauna of Mt.， Gaoligong shows a high degree of endemicity 

(32 endemic species account to 70% of total species discovered).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Palaearctic and Oriental and endemic alpine 

Species，could be considered the typical species of Oriental region as main distribution 

below the altitude of 2800m (in eastern slope) and 3000m (in western slope) ，the oppo- 

Sites be-long to Palaearctic; the zone in about 2800m 〈Cool-temperate coniferous and 

broadleaf mixed forest) was the division lin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of Mt，Gaoligong. 

Key words Fleas，Ecology and fauna，Mt.， Gaoligong，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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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多 毛重 属 一 新 种 ， 

( 重 目 : 多 毛重 科 ) 

着 F 丰 
《云南 流行 病 研 究 所 ， 下 关 671000) 

在 鉴定 1987 年 底 从 滇 西高 黎贡山 南 段 西 坡 采 获 的 一 批 多 毛重 〈 吾 ystrichozpsylla) 
中 ， 发 现 其 中 自 克 钦 绒 鼠 〈Eozherzomays cachizzs ) 巢 的 两 只 雌性 标本 为 一 新 种 。 新 种 

莉 以 目 登 云 主任 的 姓氏 命名 ， 以 此 对 他 近年 给 予 我 们 工作 上 的 支持 和 帮助 表示 敬意 。 

图 1 一 4 自 氏 多 毛重 瓦 ystrichozbsylia( 五 . )zii sp. nov. 

1: 干 头 胸部 ;2: 变 形 节 ;3: 肛 锥 ;4: 后 足 肥 节 

< 本 文 1992 年 发 表 于 《昆虫 学 报 》，35(2) ， 241 一 243， 



自 氏 多 毛重 瓦 ystrichopsyLia (ystroceras) zzz 新 种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的 颊 梢 较 少 〈4 一 6 根 ) 和 前 胸 榜 较 多 〈40 余 根 ) 与 籽 板 多 毛重 互 ，《〈 互 . ) 

stezosterna (Liu，Wu et Chang 1974) 的 形态 较 接 近 ， 但 可 根据 下 列 特征 区 分 : 外 体 

型 较 大 (长 7.3mm);，@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桶 较 多 〈 约 40 根 ); 加 第 1 到 7 背 板 仅 具 3 列 

聚 ;，@ 慰 前 了 桶 为 4 根 长 桶 ; @ 第 7 腹 板 紧 数 较 少 和 腹 板 的 后 缘 宽 以 及 在 中 部 具 凸 陷 ; @ 

第 8 背 板 气门 较 大 ， 呈 晕 状 。 

种 的 形态 (图 1 一 4) 

头 部 ” 冰 棋 4~6 根 ， 其 排列 约 与 身体 平行 。 额 紧 列 7 一 8 根 ， 前 位 紧 位 于 唇 基 之 

上 ;， 了 眼 桶 列 3 根 桶 ， 但 在 触角 窝 前 还 有 一 根 粗 肾 ;后头 紧 列 3 列 ， 依 次 为 3 一 4，5 一 8、 

12 一 13 根 紧 。 触 角 梗 节 最 长 聂 约 达 纵 节 4。 下 导 须 末端 长 近 前 足 基 节 2/3 处 ， 端 节 较 

长 ， 其 长 度 近 2 一 4 节 的 长 度 之 和 。 

胸部 ”前 胸 柿 刺 数 为 41 〈 正 模 ) 和 43 〈 副 模 ) 个 刺 ， 背 檬 长 约 为 该 节 背 板 长 度 的 

1/2;， 背 板 上 有 具 紧 两 列 ， 但 前 列 的 下 位 紧 仅 达 背 板 宽度 的 1/2。 中 胸 背 板 共 具 假 紧 3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紧 3 列 ， 计 约 17 根 。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约 有 紧 40 根 ， 呈 不 规则 的 4 或 5 列 ;第 
2 中 节 长 端 梭 约 达 第 3 节 之 半 ;， 第 5 叶 节 亚 端 旷 梳 数 : 各 足 均 为 两 对 。 

腹部 ”第 1 一 7 背 板 具 皮 3 列 ;2 一 7 背 板 主 列 紧 各 有 两 根 在 气门 下 方 。 第 2 一 4 背 

板 端 小 刺 数 依次 为 9 一 12，4，4(3) 根 。 臂 前 紧 由 4 根 约 等 长 的 长 桶 组 成 。 

变形 节 ”第 7 腹 板 后 缘 较 宽 ， 近 中 部 具 一 凹陷 ， 形 成 约 等 大 的 背 、 腹 叶 ;， 腹 板 上 具 

长 娶 约 9 根 和 短 紧 15 根 。 第 8 背 板 后 背 缘 钝 回 ， 背 板 上 具 长 桶 约 13 根 和 许多 短 肾 。 第 

8 气门 较 宽 ， 呈 希 形 。 肛 锥 长 约 为 宽 的 3 倍 ， 长 端 紧 约 为 肛 锥 长 的 2 倍 。 受 精 塞 头 部 明 

显 宽 于 尾部 ， 其 长 约 与 尾部 相等 。 

标本 记录 

正 模 千 ， 体 长 7. 3mm; 副 模 平 〈 腹 部 破损 ) ， 于 1987 年 12 月 初 采 自 云南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西 坡 〈 约 东经 98 68， 北 纬 26"01 ; 海拔 3100m) 针 疗 混交 林带 石 坡地 的 克 钦 绒 

鼠 窝 梨 。 标 本 保存 于 云南 流行 病 研 究 所 。 

主要 参考 文献 

解 宝 琦 ， 砍 正 达 .1979， 大 多 毛 蚤 一 新 亚 种 记述 .昆虫 分 类 学 报 ，1(2) : 103 一 106 

张 金 桐 ， 吴 厚 永 ， 柳 支 英 ，1984， 秦 岭 山区 和 蚤 类 的 研究 〈 一 );， 多 毛 备 科 三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的 记述 .动物 分 类 学 报 ， 

(3): 301 一 309 

再 opkins G 百 下 ，Rothschild M. 1962. 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Rothschild Collection of fleas (Siphonaptera) in 

the British Museum。Vol， III，43 一 79 

jameson，Hsieh. 1967. Notes on the flea genus 刀 ystrichoptyLla (Siphonaptera) from Japan and Tai-wan。 本 Med Eat， 

4(2): 81 一 82 

。 668 。 



A New Species of 豆 ystricpopsy1ia from MIt， 

Gaoligong, Yunnan Province 

(Siphonaptera: Hystrichopsyllidae ) 

GONG Zhang-d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Xiaguan 671000) 

克 yst7zchnozpsyLLa〈 互 ystroceras) zz SPD，Dnov. 

Only female is known. 

This new species is allied to 互 . 〈 互 . ) Stemzoster7ia Liu，Wu et Chang 1974 but dif- 

fers in the following diagnostic characters:G larger (7. 30mm long) ;@) the lateral bris- 

tles of hind tibia more numerous，about 40 bristles;G@) with 4 longer antepygidial bris- 

tles on each side; 由 bristles TVII T only with 3 row; @) st，VII with less numerous 

bristles than in stezzoster7za ，its apical margin broadly，with a concavity;(@) spiracle of t. 

VIII exceptionally large，broom-form. 

Holotype 平 ，paratype 平 ，ex nest of Eotijpezozzys cacPhz7zzas ，collected from ML. 

Gaoligong (98"68 ”ELong. ，26”01 N，Lat. ，elevation 3100m) ，Lushui County，Yun- 

nan Province in December，1987. Body lenght: 7. 3mm. The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云南 高 黎贡山 昔 足 重 属 一 新 种 

( 重 目 : 细 重 科 ) 

9 
(云南 流行 病 研 究 所 671000) 

摘 要 本 文 报道 了 1987 年 底 从 滇 西边 隐 高 黎贡山 中 段 西 坡 〈 约 东经 98 68， 北 纬 26- 
01' ,海拔 3100m) 的 灰 颈 鼠 免 贡 山 亚 种 Ochnotoxza Foerrsti osgoodi 体 采 获 的 一 新 种 〈 仅 

1 人) ,方形 昔 足 蚤 (Gexsibia quadra 如 dl)。 它 近 于 微 突 莓 足 重 〈G，7zzzzutizpro7aiz2ULa Zhang et 

Liu，1984) 及 其 宁 陕 亚 种 〈G. 2。 7zzzzgshnazzensis Zhsag et Liu，1984)、 指 形 攻 足 重 〈G. 

aig 让 oza Gong et Lin，1990) 和 结实 昔 足 重 〈G.， iorosa Jordan，1932)， 但 该 新 种 基 节 自 

聚 位置 较 低 、 抱 器 后 腹 突 较 短小 、 可 动 突 后 腹 角 显著 地 凸 出 和 无 窦 、 第 9 腹 板 后 臂 基 部 的 腹 

膨 宽 大 近似 方形 和 阳 蔡 钩 突 的 端 腹 角 较 发 达 等 综合 特征 可 与 其 他 近 缘 种 区 分 。 

关键 词 重 目 ， 细 重 科 ， 昔 足 重 属 ， 新 种 

近期 ， 在 检视 1987 年 底 从 高 黎贡山 南 段 西 坡 采 获 的 蚤 类 标本 中 发 现 昔 足 和 蚤 属 Ge- 

nus Cexsibia (jordan 1932) 一 新 种 。 它 是 在 该 山脉 所 知 分 布 的 第 3 种 昔 足 蚤 ， 记 

述 如 下 : 

方形 昔 足 重 ， 新 种 Gexvsibia gxadyrata sp nov，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 仅 发 现 人 4 性 ) 近 于 微 突 昔 足 蚤 〈G. 7mizzztipromzzxla) (Zhang and Liu 

1984) 及 其 宁 陕 亚 种 G，mm。 nizgshnanexsiy (Zhang and Liu 1984)、 指 形 昔 足 重 〈G. 

dzgzzjformza) (Gong and Lin 1990) 和 结实 昔 足 重 〈G. tiorosa) (Jordan 1932)， 但 

据 下 列 特 征 可 与 后 三 者 区 别 : @ 基 节 白 紧 的 着 生 位 置 明显 低 于 可 动 突 后 缘 长 肾 ，@ 抱 器 

后 腹 突 较 短 而 小 ，@@ 可 动 突 的 后 腹 角 显著 凸 出 ， 无 窦 ，@ 第 9 腹 板 后 臂 基 部 的 腹 膨 宽 
大 ， 约 呈 方 形 〈 新 种 据 此 命名 ); @@ 阳 葵 钩 突 的 端 腹 角 较 微 突 昔 足 蚤 和 指 形 昔 足 番 发 达 ， 

而 较 结实 昔 足 重 宽 短 。 此 外 ， 第 八 腹 板 中 部 无 倒 “Y” 字 形 骨 化 内 杆 也 不 同 于 微 突 昔 足 
重 ; 而 第 9 背 板 前 内 突 较 短 〈 仅 约 为 柄 突 的 1/2 长 ) 和 不 动 突 亚 端 后 缘 具 一 明显 的 齿 突 
也 与 指 形 昔 足 蚤 不 同 ， 不 动 突 较 案 长 与 结实 匠 足 蚤 明显 不 同 。 

种 的 记述 

头 ， 额 突 发 过， 位 于 额 缘 中 点 稍 下 处 。 额 缀 一 列 6 根 。 眼 紧 3 根 ， 但 在 触角 窜 之 前 

< 本文 1992 年 发 表 于 《动物 分 类 学 报 》，17(3) ，363 一 365。 

。 670 。 



图 1 一 3 方形 昔 足 重 ,新 种 Gexsipia gxadrata sp. nov. 

1:4 变形 节 ; 2: 阳 蔡 钩 突 ; 3:4 第 8 腹 板 

眼 紧 列 与 额 权 列 之 间 还 有 一 根 大 紧 。 眼 椭圆 ， 腹 方 有 小 的 明 区 。 下 展 须 长 约 达 前 足 基 节 

的 4/5。 后 头 紧 3 列 : 2~3，5，8 根 ; 触角 窗 后 区 具 小 权 约 30 根 。 

胸部 “前 胸 槛 两 侧 共 22 根 楷 刺 ， 背 刺 短 于 其 前 方 背 板 的 长 度 。 前 胸 背 板 具 紧 一 列 

6 根 。 中 胸 背 板 颈 片 内 侧 假 肾 两 侧 共 4 根 。 后 胸 背 板 端 小 刺 共 两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紧 3 

列 : 3、3、1 根 ， 前 足 基 节 外 面 紧 约 55 根 。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具 紧 一 列 15 根 ， 但 在 亚 前 缘 

”还 有 肾 11 根 。 后 足 第 2 中 节 长 约 等 于 3、4 中 节 之 和 ， 其 最 长 暴 可 达 第 4 中 节 之 半 。 

腹部 “第 1 一 7 背 板 具 完 整 的 两 列 时 ;2 一 7 背 板 主 肾 列 的 下 位 肾 与 该 节气 门 平 行 。 

第 1 一 4 背 板 后 缘 端 小 刺 : 2、2、2、2 根 。 

变形 节 第 8 背 板 卵 形 ， 其 背 侧 具 长 聂 7 根 和 短 紧 3 根 ， 在 端 背 缘 另 具 短 紧 约 5 

根 。 第 8 腹 板 前 半 部 倒 形 “V” 形 骨 化 内 杆 明 显 ; 腹 缘 的 后 段 和 近 端 部 有 细 纹 区 ， 近 端 

部 内 侧 具 蘑菇 样 小 刺 5 根 ， 端 部 偏 化 刺 约 14 根 。 不 动 突 略 高 于 可 动 突 ， 较 窗 ， 长 约 为 

基 宽 的 3 倍 ， 末 端 钝 圆 ， 近 前 缘 内 侧 具 不 规则 的 一 列 紧 计 11 根 ， 另 有 两 根 较 短 的 刺 肾 ， 

后 缘 亚 端 部 具 一 明显 的 齿 状 突 。 抱 占 后 腹 突 具 小 紧 2 根 。 可 动 突 前 端 角 前 倾 ， 呈 一 锐 

角 ; 后 端 角 钝 圆 ， 后 腹 角 很 凸 而 圆 ， 近 后 缘 的 腹面 具 6 根 稍 长 、 约 30 根 较 短 的 小 紧 。 

第 9 腹 板 后 臂 端 缘 具 1 根 较 大 和 3 根 较 短 的 刺 紧 。 其 余 形 态 见 图 。 

标本 记录 

正 模 和 ， 于 1987 年 12 月 初 采 自 云南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南 段 西 坡 〈 约 东经 98"68， 北 

纬 26"01 ; 海拔 3100m) 杜 鹏 、 箭 竹林 带 岩 裸 地 的 灰 颈 鼠 免 贡 山 亚 种 Ochotonma Foerrsii 

0Sgoo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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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Ceusibia from MIt. 

Gaoligong, Yunnan Province 

(Siphonaptera :Leptopsyllidae ) 

GONG Zheng-d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671000) 

Gersipbia quadrata ，Sp。 noyv. 

This new Species (only male is known) is related to G。，7az722Ut 力 7O712777WULQ 〈Zhang 

and Liu 1984) [including G. mm。mzizzgshanensiy (Zhang and Liu 1984)]; G， 必 g 语 =- 

Forzza (Gong and Lin 1990)and G. ztorosa (Jordan 1932)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three Species b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CDthe acetabular bristle placed distinctly below 

the level of the long bristle of movable process; CO) the postero-ventral projection of 

clasper shorter and small; G@) the postero-ventral angle of movable process conspicuous 

by convex arid without sinus; 人 the ventral dilation of distal arm of st。， JIX broader， 

square (hence the nevw flea is named) ; GO)the ventral-aplical angle of crochet is developed 

and broader than that of 772z72xtiz 思 ro72z722UL4 (including C@. 72。 7277255Sja72e723815) and diglti- 

forma。 JIn addition，it differs from ?72z72zLtz 思 ro722722LQ 772772217 力 7072772ULC 〈including C. 770.。 

118S 几 Q72e7151S) by the st，VIII without a Y-shaped internal scterotic strut borne in the 

ctentral portion;y it differs from azgztz for7za by the much shorter apodeme of t JIX (onm- 

ly about 1/2 as long as manubrium) ，and fixed process with a conspicuous tooth=-like 

projection on the postero-margin of subapical part; it differs from torosa by the much 

long and narrow fixed process of clasper. 

了 olotype 人 ，ex Ochotoza joerrstii osgoodi ，collected from Mt，Gaoligong in (96- 

68'E， Long. ，26”01' N，Lat. ; elevation 3100m) ，Lushui County，Yunnan Province in 

December ,1987. Body lenght: 3. 4mm。， The type specimen is kept in the Research Insti- 

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Siphonaptera,Leptopsyllidae，Cerxszpia ，New Species 



我 国 罗 利 重 属 一 新 种 的 记述 
( 重 目 : 角 叶 重 科 ) 

约 正 达 ” 段 兴 德 
(云南 省 流行 病 研究 所 ) 

关键 词 ” 贡 山 罗 利 重 ， 新 种 ， 贡 山 ， 云 南 

罗 利 蚤 过 去 仅 知 一 种 ， 即 根据 尼泊尔 标本 记述 的 树 栖 罗 利 重 〈Rorwleyella arporea 

Lewis 1971)。 以 后 ，1985 年 10 月 云南 省 流行 病 研 究 所 从 演 西 北 高 黎贡山 中 段 采 获 并 
记述 了 另 一 个 种 尺 ，、7zz7zazzgez1sz5，Lin et Xie，Ssp。 nov. 。 

1987 年 11 月 笔者 又 从 高 黎贡山 北 段 东 坡 的 珀 氏 长 吻 松 鼠 体 上 采 获 一 批 该 属 的 标 

本 ， 其 形态 与 上 述 两 种 均 有 明显 区 别 ， 经 研究 认为 后 者 系 一 新 种 ， 现 记述 如 下 。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与 树 栖 罗 利 重 〈 尽 ，arporea) 和 怒江 罗 利 重 〈R，7ajiazgensis) 近 缘 ， 但 其 

处 可 动 突 较 窗 ， 后 缘 和 亚 后 缘 的 刺 梭 为 4 根 较 长 和 2 根 较 短 ， 第 9 腹 板 后 臂 止 陷 宽 ， 后 

段 宽 大 ， 前 缘 具 一 根 亚 刺 肾 和 后 缘 具 5 一 7 根 细 长 紧 ， 阳 茎 钩 突 端 部 钝 圆 。 圣 肛 锥 较 罕 

长 等 ， 都 与 后 两 者 明显 不 同 。 此 外 ， 和 干 第 7 腹 板 后 缘 背 叶 较 明显 和 受精 吉 头 部 背 缘 较 平 

直 与 怒江 罗 利 蚤 不 同 ; 第 8 背 板 前 腹 角 具 深 凸 又 与 树 栖 罗 利 重 不 同 。 

种 的 形态 

头 部 ”人 额 突 明显 ，《 位 于 额 缘 下 2/5， 了 约 1/3 处 。 眼 椭圆 ， 色 深 。 眼 肾 一 列 ，3 

根 长 肾 。 额 肾 一 列 ，3 一 4 根 ， 另 在 触角 窝 前 还 有 1 一 2 根 小 紧 。 触 角 第 二 节 最 长 暴 ，f《 

达 次 端 棒 节 ， 子 超过 未 端 棒 节 。 后 头 部 ， 除 完整 的 一 列 缘 紧 外 其 前 方 还 有 2 一 3 根 大 紧 。 

下 展 须 5 节 ， 长 达到 或 超过 前 足 基 节 末 端 ， 部 分 标本 可 达 转 节 之 半 。 

胸部 ”前 胸 榜 刺 两 侧 共 计 人 均 为 18 根 ， 平 18(6) 少数 16(1) 根 ; 背 榜 略 长 于 前 方 

背 板 的 宽度 。 中 胸 背 板 具 完 整 的 两 列 紧 ， 其 颈 片 内 侧 共 具 假 肾 人 4 5 一 8， 子 6 一 8 根 。 后 

胸 背 板 具 完 整 的 两 列 暴 ， 每 侧 具 端 小 刺 1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共 有 肾 4 一 7 根 。 前 足 基 节 外 

侧 肾 近 30 根 。 中 足 基 节 内 侧 无 肾 。 后 足 基 节 内 侧 近 下 前 缘 有 2 一 3 根 肾 。 后 足 肥 节 外 侧 

具 不 规则 的 两 列 野 ， 计 12 一 17 根 ， 在 亚 前 缘 还 有 肾 2 一 7 根 ， 后 缘 有 6 个 切 刻 。 第 2 跌 

节 最 长 紧 长 达 第 3 中 节 0. 8 一 0. 9mm 处 。 各 足 第 5 踊 节 都 有 5 对 侧 跳 聂 ， 第 1 对 和 第 3 
对 微 移 向 腹面 。 

腹部 第 1 一 4 背 板 通常 具 完 整 的 两 列 暴 ，5 一 7 背 板 主 聚 列 前 的 小 紧 列 通常 不 完 

< 本文 1989 年 发 表 于 《地 方 病 通报 》，4(4): 30 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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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 第 1 一 4 背 板 每 侧 各 有 端 小 刺 1 根 。f& 的 2 一 4 背 板 主 紧 列 中 通常 有 1 根 紧 在 气门 下 ， 

?2~6 或 7 各 有 1 根 权 在 气门 下 。 两 性 的 第 2 腹 板 具 紧 1 根 ，& 3 一 7 腹 板 各 具 紧 2 根 ; 

平 3 一 6 腹 板 具 紧 2 或 3 根 。 

变形 节 《 (图 1) 第 8 背 板 宽阔 ， 后 缘 钝 圆 ， 背 缘 、 亚 背 缘 以 及 侧 部 具 长 紧 7 一 9 

根 ， 短 聂 5 一 7 根 ， 合 计 约 15 根 。 前 背 区 有 小 环 区 。 第 8 腹 板 具 亚 端 取 1 根 ， 具 背 膜 质 

叶 和 端 膜 质 叶 。 抱 器 体 腹 缘 圆 凸 ， 后 缘 平 直 或 徽 上 四 ， 不 动 突 隆 起 呈 峰 状 。 可 动 突 高 于 不 

动 突 ， 呈 长 方形 ， 后 腹 角 较 突 出 ， 腹 缘 微 目 。 在 可 动 突 后 缘 和 亚 后 缘 的 3 对 刺 肾 中 ， 近 

中 部 和 后 腹 角 的 两 对 中 各 有 1 根 较 短小 ， 其 余 都 较 长 。 第 9 腹 板 后 臂 〈 图 3) 被 一 很 宽 

的 深 凸 分 为 基 段 和 后 段 ， 后 段 宽 约 为 基 段 的 2 倍 ， 其 前 缘 中 部 具 1 根 亚 刺 紧 ， 后 下 缘 具 

5 一 7 根 细 长 肾 。 肛 节 (图 2) 背 板 的 长 度 明 显 大 于 高 度 ， 腹 板 窗 长 ， 背 缘 略 呈 弧 形 ， 无 

明显 突起 ， 缘 肾 发 达 。 阳 蔡 钩 突 (图 4) 宽大 呈 蚌 状 ， 末 端 钝 圆 ， 无 明显 的 端 背 齿 突 。 

阳 葵 内 突 的 端 附 器 较 短 。 子 〈 图 5 一 图 6) ， 第 7 腹 板 背 缘 高 于 第 7 背 板 气 门 ， 后 缘 具 四 

陷 ， 后 腹 突 通常 较 圆 ， 具 侧 坚 一 列 ，3 一 4 根 。 第 8 背 板 前 腹 角 具 深 凹 ， 后 缘 具 浅 四 ， 

背部 具 1 根 长 桶 或 另 有 1 根 短 肾 ， 后 部 具 紧 约 9 根 ， 内 侧 具 亚 刺 坚 4 根 。 蔷 板 后 缘 至 肛 

锥 的 距离 约 等 于 蔷 板 宽 的 1. 2 倍 。 肛 锥 窗 长 ， 长 平均 为 基 宽 的 3.2 倍 (2.7 一 3.7)， 具 

1 根 长 端 肾 和 1 根 腹 缘 肾 ， 背 肾 很 小 。 第 8 腹 板 末端 钝 圆 ， 具 2 根 小 端 肾 。 受 精囊 尾部 

末端 有 乳 突 ， 头 部 的 背 缘 较 平 直 ， 交 配 宫 长 于 受精 吉 。 

图 1 一 6 贡 了 山 罗 利 重 ,新 种 尺 . gomzgsazzgezsis SP. nov。 

1:4 变形 节 ;2: 肛 节 ;3: 第 9 腹 板 端 臂 ;4: 阳 蔡 端 ;5: 平 变形 节 ;6 :第 7 腹 板 后 缘 变 蜡 

标本 记录 

正 模 4 ， 配 模 ?， 副 模 6 和 4，6 ?9? 均 自 一 只 否 氏 长 吻 松鼠 滇 西亚 种 万 permyr 
Aorweli ， 于 1987 年 11 月 14 日 采 于 云南 贡 山 县 高 黎贡山 东 坡 〈 东 经 98"50 ， 北 纬 27"69 ， 

海拔 2300m)。 体 长 4 2. Imm， 胖 2. 3 一 2. 6mm。 标 本 保存 于 云南 流行 病 研究 所 。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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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the Cenus Romleyella 

from Yunnan ,China 

(Siphonaptera: Ceratopjyilzdae ) 

GONG Zhen-da DUAN Xing-de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及 Rowleyella gomzgsjafzefsIs Sp。mnov， 

This new species ls allied to 及 .arporea (Lewlis 1971) and 尺 ，7z71za725e72S1S SPD. 

nov。bnut differs by the following diagnostic characters: in male，Cthe movable process 

narrower than that of the alliced species; the Spiniform setae on the post- and Subposte- 

rior margin 4 longer and 2 Shorter; CO)the distal arm of st. IX divided into broadly apical 

and narrow basal portion by a broad，open sinus; the apical portion with a subspiniform 

on the anterior margin，and the 5 一 7 slender long bristle on the postmargin; G@)the api- 

cal portion of crochet blunt，In female,Gthe stylet narrow，longer; CO)the upper lobe of 

apical margin of sternite VII convex; the dorsal margin of bulaga of spermatheca flatten 

instead arched also differ from that in 民 . 72x7za72ge718z1s; (the pre - ventral angle of terg- 

uin VIII with a broad sinus not as that in 及 .ac7porea. 

Holotype 你 ，allotype 笠 ，paratypes 6 人 人 ，6 王 平 ex 也 . permyi Poruel0i ，collected 

from Mt.， Gaoligong (98"50” 下，Long. ，27"69” N、，Lat, ，elevation 2300m. ) Gongshan 

County，Yunnan Province in November，1987. Body lenght: 人 2. 1mm; 于 2.3 一 

2. 6mm。All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RoruleyeLLla go7zzgshnazzezlszs ,New specles,Gongshan，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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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强 重 属 一 新 种 ” 

( 重 目 : 细 重 科 ) 

线 正 达 ” 雷 亚 民 
《云南 省 流行 病 研 究 所 ) 

关键 词 ”和 蚤 ， 新 种 ， 陆 氏 强 蚤 ， 高 黎贡山 ， 云 南 

近年 ， 在 滇 西 高 黎贡山 中 段 西 坡 的 蚤 类 调查 中 采 获 强 重 属 纤细 重 亚 属 〈Craty7zzus- 

subgeas A7zagustuds 。Li，Hsieh et Liao 1980) 一 新 种 。 新 种 以 我 国 昆 虫 学 家 陆 宝 麟 教 

授 的 姓氏 命名 ， 以 此 对 他 多 年 来 给 予 我 们 工作 上 的 帮助 和 鼓励 表示 敬意 。 

陆 氏 强 重 ， 新 种 Cratyzzzxs (Agzxwstaus) Lul sp。 mov。 

鉴别 特征 

本 新 种 与 云南 强 重 Cratyzzzus (Agustaus) Yizzazts Li，Hsien et Liao 1980 近似 ， 

但 古 抱 器 体 较 罕 长 〈 长 约 为 宽 的 2 倍 )， 长 度 大 于 柄 突 ; 可 动 突 最 宽 处 位 于 中 部 而 非 端 

部 ; 第 9 腹 板 后 臂 的 端 部 较 基 部 窗 ， 其 长 度 约 为 基部 一 半 ， 阳 葵 钩 突 的 端 部 较 宽 ， 其 后 

缘 具 2 个 明显 的 角 突 。 子 受精 圳 头 与 尾部 之 间 分 界 明 显 ， 头 较 圆 且 比 尾部 宽 得 多 。 

头 部 “ 额 亚 缘 肾 列 6 根 ， 下 位 4 根 为 刺 形 紧 ， 后 头 前 两 列 肾 数 为 3 一 5、4 一 5; 下 
唇 须 约 达 前 足 基 节 的 3/5 左右 ; 眼 大 ， 中 间 有 淡色 四 陷 ; 人 后 头 沟 发 达 ， 具 稀 踊 的 一 列 

细 有 时。 

胸部 ”前 胸 榜 刺 较 长 而 直 ， 中 胸 背 板 假 桶 数 5 一 6 根 ; 后 胸 后 侧 片 具 紧 3 列 ， 计 

6 一 8 根 。 

足 部 ”后 足 股 节 外 面具 坚 3~4 根 ， 内 面 通常 具 肾 一 根 ; 后 足 肥 节 后 缘 切 刻 数 笠 和 

人 都 是 5 个 ;后 足 有 既 节 外 面具 不 规则 的 紧 2 列 ， 计 15 一 21 根 。 

腹部 各 背 板 具 2 列 紧 ( 耶 ) 或 5 一 7? 背 板 的 前 列 肾 缺 如 (4 )。 第 1 一 5 背 板 端 小 刺 

数 和 4 一 5、2 一 4、2、1~ 0 一 另 ?4、2 一 4 2、0~1I、0。 各 节气 门 小 而 圆 ， 有 2 机 
了 2 一 5 气门 下 方 有 一 根 紧 ， 殿 前 肾 & ，? 都 是 3 根 ，f《 的 上 下 两 根 都 短 ， 伴 的 上 位 者 

最 短 ， 下 位 者 次 之 。 

变形 节 和 第 8 背 板 得 ， 有 3 根 粗 长 聂 成 一 斜 列 ; 抱 器 〈 图 1) 呈 长 的 柄 状 形 ， 

后 缘 中 点 之 上 有 一 粗 肾 ;可 动 突 近 半 圆 形 ， 后 缘 具 紧 约 6 根 ， 中 间 的 2 根 或 3 根 较 粗 

x 本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地 方 病 通 报 》，3(4): 78 一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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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第 9 腹 板 〈 图 1 和 图 3) 前 臂 窗 长 ， 后 臂 腹 膨 分 界 处 有 长 聂 2 根 ， 短 紧 1 一 2 根 ， 后 

段 呈 指 形 ， 端 部 不 显著 扩大 。 阳 蔡 〈 图 4) 端 附 器 长 ， 阳 茎 杆 较 发 达 。 子 第 7 腹 板 形状 

如 图 6 和 图 7， 主 肾 列 具 大 肾 3 根 ， 其 前 侧 肾 列 分 布 较 高 ， 计 紧 数 8 一 10 根 ; 第 8 腹 板 

末端 钝 ， 具 小 肾 4 一 5 根 。 肛 锥 长 为 宽 的 2. 8 倍 ， 具 长 端 胎 一 根 ， 侧 肾 2 根 。 受 精 吉 和 交 

配 训 管见 图 6 和 图 7。 

图 1 一 7 陆 氏 强 重 ,新 种 Cratymzxs(A. )Lui sp. nov。 

1:4 变形 节 ( 正 模 ) ;2: 可 动 突 ( 副 模 );3: 第 9 腹 板 端 臂 ( 副 模 );4: 阳 茎 ( 正 模 );5: 阳 蔡 钩 突 ( 副 模 );6: 胖 变形 节 ; 

7: 第 7 腹 板 变异 

标本 记录 

正 模 和 ， 配 模 平 ， 副 模 3 人 和 ，2 了 了 ， 体 长 : 人 2.1 一 2.6mm， 昱 2.95 一 3. 2mm。 

分 别 于 1987 年 11 一 12 月 和 1988 年 5 月 两 次 采 自 云南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西 坡 〈 东 经 

98”68' ， 北 纬 26"01 。 海 拔 2800 一 2950m) 的 中 华新 狂 片 马 亚 种 Neotetracus size71s18 

cuttizagi 。 标 本 保存 于 云南 省 流行 病 研 究 所 。 

讨论 

强 重 属 下 分 两 个 亚 属 ， 即 指名 亚 属 和 纤细 重 亚 属 。 前 者 既往 仅见 于 东洋 界 的 印度 - 

马 来 亚 界 ， 已 知 3 种 报告 自 北 婆罗 洲 和 爪哇 ， 是 小 毛 狂 〈 互 yomys swzllws Muller )， 

1983 的 特有 重 。 后 者 系 李 贵 真 等 根据 云南 强 重 模式 种 记述 的 ， 产 于 云南 西部 的 粱 河 县 ， 

笨 主 当时 仅见 于 小 毛 儿 缅 甸 亚 种 瓦 yLomz ys swillxs pegwezsiy (Blgth 1859)， 因 而 认为 

强 重 为 小 毛 犹 的 专 有 重 。 近 年 ， 我 们 在 演 西 山地 的 云龙 〈 志 奔 山 ”1983)、 永 平 〈 宝 台 
山 “1984)、 景 东 〈 衰 牢 山 ”1986) 和 泸 水 〈 高 黎贡山 “1987 和 1988) 的 调查 结果 表 
明 ， 采 获 的 强 重 〈 纤 细 重 亚 属 ) 标本 均 自 中 华新 狂 〈(Neotetracus Sizezsiys) 及 其 亚 种 ， 

而 目 小 毛 犹 体 采 获 的 仅 在 梁 河 的 一 次 〈 廖 族 溶 1965)。 由 此 看 出 ， 纤 细 和 蚤 亚 属 的 种 类 

的 真正 宿主 〈 或 主要 宿主 ) 是 中 华新 狂 。 中 华新 狂 的 分 布 较 广 ， 在 云南 现 已 知 其 最 北 分 

布 限 达 高 黎贡山 北 段 〈 北 纬 27"69'， 海 拔 2400m 的 秃 杉 ，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 新 种 强 入 就 
采 自 该 山 的 中 段 。 因 此 ， 强 重 的 分 布 北 限 有 可 能 随 其 宿主 的 分 布 至 上 述 或 更 北 的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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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Cratynius from MIt. 

Gaoligong, Yunnan Province 

(Siphonaptea :Leptopsyllidae ) 

GONG Zheng-da LEI Ya-min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 

C7zraty71aUS(A72gxwstas)LIU SPD. nov. 

This nevw Species ls allied to Craty72zus(A7mzgxwstas)Yz7272072US Liy HSsieh et Liao 1980 

but differs in the following diagnostic characters:(G)the clasper narrower (about 2 time 

as long as wide) ,and longer than manubrium; (the movable process being widest at the 

middle;G@)the apex pontion of the distal arm of st. IX narrower, shouter and about half{ 

length of basal portion; the apical portion of the crochet aedeagus broader than in the 

allied species, and its posterior margin with 2 conspicuous external angle; in female; G) 

the spermatheca with sharp demarcation between bulga and hilla,the bulga rounded and 

wider than the hilla. 

Holotype 人 ,allotype 平 ,paratypes 3 人 人 ,2 平平 ,ex Neotetracus Si71e11315 CULLI71E1 ， 

collected from Mt. Gaoligong(98"68' 上. long. ,26"01'N. Lat. ,elevation 2800 一 2950m. )， 

Lushul County，Yunnan Province in November, 1987 and May, 1988. Body lenght: 人 《 

2. 1 一 2. 6mm. ; 平 2.95 一 3. 2mm. All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s of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上 lea,New species, Craty7zus, Mt. Gaoligong,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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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泸 水 高 黎贡山 森林 脑 炎 疫 源 地 宿主 
动物 的 垂直 分 布 及 群 洲 结 构 

缆 正 达 段 兴 德 自 登 云 黄 文 丽 
雷 亚 民 侯 宗 柳 李 光 祥 李 哉 

- 《云南 省 流行 病 防治 研究 所 ， 云 南 大 理 671000) 

摘 要 1985 一 1991 年 期 间 ， 我 们 多 次 对 云南 泸 水 高 黎贡山 森林 脑 炎 疫 源 地 宿主 动物 

进行 了 调查 ， 共 捕获 小 型 兽 类 750 只 ， 它 们 隶属 4 目 9 科 15 属 24 和 种。 其 中 ， 优 势 种 为 中 华 

姬 鼠 (A. araca) (24.03% ) 、 克 钦 红 鼠 〈 开 cachiznzxs) (23.05% ) 和 社 鼠 〈(N，comz uczia- 

mas) 〈19. 16%)。 根 据 垂 直 调 查 的 结果 看 出 ， 小 兽 的 密度 、 物 种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都 以 森林 植 

被 条 件 较 好 的 中 山 森 林地 带 的 湿性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温 凉 性 针 阔 叶 混 交 林 带 为 高 。 经 分 析 认 为 中 

华 姬 鼠 、 克 钦 绒 鼠 和 社 鼠 在 我 省 西部 山地 作为 森林 脑 炎 宿 主动 物 具 有 较 大 的 流行 病 学 意义 。 

关键 词 ”森林 脑 炎 疫 源 地 ， 宿 主动 物 ， 垂 直 分 布 ， 群 落 结构 ， 高 黎贡山 ， 云 南 

中 图 分 类 号 R512. 34: R373. 3: Q959. 837 

文献 标识 码 : A 

野生 动物 ， 尤 其 是 小 型 动物 是 森林 脑 炎 病 毒 和 媒介 蝗 类 的 主要 宿主 。1988 年 夏季 ， 

“云南 省 流行 病 防治 研究 所 先后 证 实 了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东 坡 〈 姚 家 坪 林 场 ) 中 山 森 林地 带 
家 畜 “〈 山 羊 ) 和 小 型 兽 类 血清 中 近 半 数 有 森林 脑 炎 病 毒 抗 体 ， 并 从 中 华 姬 鼠 等 8 种 小 型 

兽 类 和 曙 类 分 离 到 病毒 ， 认 为 当地 存在 着 森林 脑 炎 疫 源 地 。 有 关 小 型 兽 类 〈 中 齿 类 、 食 
虫 类 ) 和 生态 区 系 研 究 对 森林 脑 炎 疫 源 地 的 发 现 、 疫 源 地 范围 和 主要 宿主 动物 及 与 里 类 

关系 的 研究 和 防治 具有 重要 意义 ， 现 将 1985 一 1991 年 我 们 在 现场 调查 小 型 兽 类 的 结果 
介绍 如 下 。 

1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姚 家 坪 林 场 森 林 脑 炎 疫 源 地 小 兽 的 组 成 情况 

姚 家 坪 林 场 位 于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中 部 东 坡 中 山 温 凉 性 针 冰 混交 林 森 林地 带 〈 海 拔 

2700 一 3200m) 。 和 森林 植物 以 铁 杉 为 主 ， 混 生 有 冷杉 、 华 山 松 、 垂 枝 香 柏 、 红 豆 杉 等 。 

沿 沟谷 是 壳 豆 科 、 木 兰 科 、 樟 科 、 茶 科 、 杜 鹏 花 科 等 。 林 下 以 紫竹 、 杜 鹏 、 马 樱花 、 南 

烛 为 主 ; 地 表层 为 茧 类 、 苦 雁 ， 覆 盖 率 为 40% ， 气 候 温 凉 、 湿 度 较 大 ; 土壤 为 微 酸性 

的 山地 棕色 森林 土 及 山地 森林 黄 棕 培 ， 部 分 为 灰 化 棕 壤 ， 土 层 厚 ， 肥 力 高 ， 林 木 长 势 

良好 。 

1985、1988 和 1991 年 我 们 用 夹 日 法 并 辅 以 枪击 捕 打 对 当地 森林 和 坡地 耕作 地 进行 

了 小 型 兽 类 的 调查 工作 。 获 小 兽 442 只 ， 隶 属 9 科 15 属 20 种， 其 种 类 、 数 量 构成 见 

x 本 文 1989 年 发 表 于 《地 方 病 通报 》，16(3): 23 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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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姚 家 坪 林 场 森 林 脑 炎 疫 源 地 小 兽 的 组 成 

动物 组 成 数量 /只 组 成 /% 

1. 中 华 姬 鼠 Apodemzzxs Craca 7 38. 9 

2. 社 鼠 Nioziuemter cozz zczia7zus 41 9. 28 

3. 焚 鼠 N。、prajzrma 10 2 26 

4. 灰 腹 鼠 N，epna 1 司 | 2. 49 

5. 白 腹 鼠 N，ezcelszor 10 2. 26 

6. 污 绒 鼠 Eotherzomzys elerxszs 37 38537 

7. 克 钦 绒 鼠 妃 ，cachizmzas 43 9. 73 

8. 大 绒 鼠 已 zzzletus 4 0.23 

9. 橙 腹 松鼠 Drcrzomzys LoRriaj 4 0.91 

10. 班 氏 长 吻 松 鼠 D，zperzyz 于 直下 

11. 斯 氏 花 松鼠 Tazzzozps srzozzjoez 区 0. 45 

12. 麻 背 大 二 鼠 Pezaurista apiventor 1.58 

13. 印度 长 尾 岁 岩 ,Soricwlxs mmzaczrzrus 13 2. 94 

14. 肥 网 风 Barzmrezla gxadraticaxda 3 0. 68 

15. 长 尾 殉 赃 Soricwlus cazxcdataus 8 | 

16. 四 川 短 尾 获 Anzorwrosorez sqxa7zzzesi 7 1.58 

17. 多 齿 瑚 仍 Naszillxs gracilis 1 253 

18. 白 尾 恨 Parascaztor Lexczy7rus 1 0. 23 

19. 中 华新 狂 Neotetracaus Sizezzsis 39 8. 82 

20. 灰 颈 鼠 兔 Ochotoma Forres 万 28 6. 33 

合计 442 100 

阔 叶 林 带 “海拔 2450 一 2950m) ; IIL. 

通过 调查 发 现 高 黎贡山 姚 家 坪 林 场 森 林 脑 炎 疫 源 地 有 嘴 齿 类 12 种 、 食 虫 类 7 种 、 

免 形 类 1 种 。 其 中 优势 种 是 中 华 姬 记 〈38. 91% );， 常见 种 有 克 钦 绒 鼠 〈9.73%)、 社 甩 

(9. 28%)、 滇 绒 鼠 〈8. 37% ) 和 中 华新 狂 〈8. 82%) ， 其 余 种 类 数量 相对 较 少 。 

2 沪 水 高 黎贡山 西 坡 小 兽 的 组 成 情况 

1987 年 我 们 还 对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上 述 疫 源 地 西 坡 的 四 个 森林 植被 带 采 用 夹 线 法 做 

了 小 型 兽 类 的 垂直 分 布 调查 ， 所 获 全 部 资料 应 用 Shannon-Winner 指数 分 别 计算 各 垂直 

带 小 兽 种 的 多 样 性 ， 公 式 为 : 

和 
一 ] 

调查 范围 ，L_ 亚热带 针 冰 混交 林带 《海拔 1700……2450m) ，IL 山地 苦 苏 湿性 常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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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温 灌 从 带 (海拔 3100 一 3500m) 。 

通过 调查 ， 在 上 述 四 个 垂直 带 中 ， 共 捕获 小 兽 308 只 ， 其 中 员 齿 类 79. 87% 。 占 绝 

对 优势 ， 食 虫 类 较 常 见 ，17. 85% ;， 免 形 目 较 少 ， 只 占 2. 27%。 经 统计 发 现 小 兽 的 种 类 

分 布 以 开 带 最 多 ， 计 14 种 ; [和 II 带 次 之 ， 分 别 为 10 和 11 种，IV 带 最 少 ， 仅 6 种 。 

从 表 2 和 表 3 还 可 以 看 出 泸 水 高 黎贡山 西 小 兽 的 密度 、 种 的 多 样 性 及 均匀 度 都 以 中 山地 

带 森 林 植 被 较 完 整 和 建 群 复杂 的 I 工 和 III 带 原始 林 为 高 ， 面 森林 被 破坏 较 严 重 的 工 带 和 

海拔 较 高 ， 植 物 建 群 较 简单 的 IV 带 都 相应 较 低 。 在 工 带 ， 社 鼠 是 优势 种 〈52. 782% )， 

中 华 姬 鼠 为 常见 种 〈19. 44%)， 其 他 种 较 少 ; 在 开 带 中 华 姬 鼠 为 优势 种 (38. 612%)， 

社 鼠 为 常见 种 (17.82%)， 其 他 种 数量 较 少 ; 在 II 带 克 钦 绕 鼠 为 优势 种 

(38. 54%) ， 中 华 姬 鼠 (17. 71% ) 和 白 腹 鼠 (12.5%) 为 常见 种 ， 其 他 种 较 少 ; 在 IV 

带 克 钦 绒 鼠 占 绝对 优势 〈71. 79% ) ， 中 华 姬 鼠 和 灰 腹 鼠 〈 均 为 10. 262) 为 常见 种 ， 其 

他 种 较 少 。 

表 2 ， 泸 水 县 高 黎贡山 西 坡 小 兽 的 群落 结构 和 垂直 分 布 情况 

垂直 带 IV III I I 总 数 

投 夹 数 298 483 509 542 1832 

捕获 总 数 39 96 101 72 308 

总 捕获 率 13. 09 19. 88 19. 84 13. 28 16. 81 

吗 齿 类 Rodents 37 74 76 59 246 (79. 87 上 %%) 

食 虫 类 Insectivora 2 16 24 攻 : 55 《17.855% 7 

免 形 类 Rabbits 一 有 1 一 一 - 

克 钦 绒 鼠 妃 ， cachizmzs 28 37 6 一 7 

黑 腹 绒 鼠 已 ，7mrelLarzogaster 一 二 2 一 2 

中 华 姬 鼠 Apodemzzs draca 4 17 39 14 74 

白 腹 鼠 N，ezcelsior 1 12 人 一 下 

灰 腹 鼠 N、ena 4 4 一 一 8 

焚 鼠 N，prahzzaa 一 1 2 一 3 

社 鼠 Niuzuezter cazz Fauciamzas = 3 18 38 59 

大 足 鼠 Rnztidues 一 - 一 5 5 10 

锡金 小 鼠 M.，zajhar 普 一 一 一 2 2 

多 齿 网 髓 N，gracilis 1 5 1 一 7 

肥 殉 贿 吾 gxvadyraticazada 2 6 3 12 

印度 长 尾 购 S，7mracrurus 一 3 5 1 9 

长 尾 哆 区 S，、caxaatus 一 一 - 4 号 

中 华新 狂 N。szimensis 一 6 C 2 15 

四 川 短 尾 哆 Asquaznaizpesi 一 一 4 史 6 

贝 氏 树 购 T，pelarger: 一 一 一 1 1 

灰 颈 鼠 兔 O， orresti 一 6 1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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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垂直 带 种 的 多 样 性 和 均匀 度 

垂直 带 种 数 〈S) 多 样 性 〈 互 ) 均匀 度 〈J) 
I 10 1. 5516 0. 6925 
I 14 2. 0409 TSS 
III 11 1. 9119 0.7973 
IV 6 0. 9866 0. 5507 

3 水生 

综 上 所 述 ， 通 过 对 泸 水 高 黎贡山 西 坡 和 姚 家 坪 林 场 的 多 次 调查 ， 共 捕获 小 兽 750 

只 ,隶属 4 目 9 科 15 属 24 种 。 调 查 结果 说 明 当 地 小 兽 类 主要 由 吵 齿 类 、 食 虫 类 和 免 形 

类 组 成 。 小 兽 的 密度 、 物 种 多 样 性 以 及 均匀 度 都 以 中 山 森 林地 带 ， 即 西 坡 的 山地 蔡 殉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2450 一 2950m) 和 温 凉 性 针 阔 混交 林 〈 西 坡 2950~3100m， 东 坡 2700 一 
3200m) 为 高 。 垂 直 调 查 结果 表明 ， 当 地 山地 森林 小 曾 优 势 种 是 嘴 齿 类 的 中 华 姬 鼠 
(24. 04% ) ， 克 钦 绒 鼠 〈23. 05%) 和 社 鼠 (19%% 一 16%)， 它 们 不 仅 在 数量 上 占 优势 且 

分 布 也 较为 广泛 〈 跨 3 一 4 带 )。1988 年 的 调查 中 证 实 当 地 中 山 针 闪 混 交 林 带 员 齿 类 的 

中 华 姬 鼠 、 社 鼠 、 汗 绒 鼠 〈 含 克 钦 绒 鼠 ) 、 焚 鼠 、 灰 腹 鼠 、 大 足 鼠 和 食 虫 类 的 中 华新 独 

与 森林 脑 炎 病 毒 有 关 ， 据 以 往 的 有 关 区 系 资料 表明 ， 它 们 多 数 在 我 省 的 分 布 较为 广泛 ， 

因此 认为 ， 在 上 述 小 兽 中 特别 是 中 华 姬 鼠 、 演 绒 鼠 〈 含 克 钦 绕 鼠 ) 和 社 鼠 在 云南 省 西部 
山地 作为 森林 脑 炎 宿 主动 物 具有 较 大 的 流行 病 学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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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Small Mammal Hosts of RSSE Nature Foci in 

Mt，Gaoligong，Yunnan 

GUNG Zheng-da DUAN Xing-de ZI Deng-yun et al. 

(Yun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pidemic Disease Control and Research,Dali，Yunnan 671000，Chinay) 

Abstract The small mammal hosts for Russian spring-summer encephalitis 
(RSSE) had been investigated in the RSSE nature foci in the ML. Gaoligong of Lu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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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1985 to 1991. The 750 speclimens were trapped，be- 

longing to 24 species，15 genera，9 families，4 orders，which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A. araca(24.03%%). 瓦 .cacjhzzaxs(23.05% ) and N. comi fuciazzals (19. 16% ).，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vertical investigation，the small mammal density，the diversity and 

evenness index were the higher of the wet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and the cool-tem- 

perater coniferous and broadleaf forest， It was considered that A. draca， 正 .cacPaz7zx5 

and N.。 cozz fuwciazzxs as the hosts of RSS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plidemiology. 

Key words ”The RSSE nature foci，Small mammal host，Vertical distribution， 

Community structure，Mt. Gaoligong，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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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革 螨 区 系 调 查 ” 

郭 宪 国 ” 钱 体 盏 
(大 理 医学 院 媒介 及 病原 生物 研究 室 ， 大 理 671000) 

摘 ， 要 ”对 云南 西部 独 龙 江 两 岸 的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1400 一 3500m 区 域 进行 了 革 

螨 区 系 调查 ， 从 487 只 小 兽 体 表 采 获 革 螨 1561 只 ， 经 分 类 鉴定 隶属 5 科 12 属 31 种 。 本 文 详 

细 列 出 了 31 种 革 螨 的 科 、 属 、 种 名 及 宿主 。 

关键 词 革 螨 ， 区 系 ， 高 黎贡山 ， 担 当 力 卡 山 ， 云 南 
分 类 号 R384.4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位 于 云南 西部 怒江 以 西 ， 独 龙 江 两 岸 ， 东 经 98" 15 一 

98"31 ,北纬 27"15 一 28"15 。 以 担当 力 卡 山 为 界 ， 中 国 与 缅甸 接壤 。 本 文选 择 这 两 座 山 

中 海拔 1400 一 3500m 的 区 域 ， 于 1996 年 9 一 10 月 进行 了 革 螨 区 系 调 查 。 该 调查 区 居民 

甚 少 ， 仅 在 山脚 (海拔 1400m) 有 一 集中 居民 区 ， 由 于 无 公路 交通 ， 该 地 经 济 落后 ， 周 

围 环 境 原始 ， 以 灌木 林 及 乔木 林 生 境 为 主 ， 山 脚下 间 插 少量 旱地 作物 点 ， 这 与 郭 宪 国 等 

1990 一 1993 年 所 调查 的 云南 西部 12 个 县 〈 市 ) 的 农耕 区 生境 有 很 大 不 同 。 

1 调查 方法 

生境 分 层 按 海拔 2500m 以 下 住 区 地 带 〈 实 际 调查 点 海拔 1400m) 、2500m 以 下 灌木 

林地 带 “〈 实 际 调查 点 海拔 1850 一 2200m)、2500m 以 下 乔木 林地 带 “〈 实 际 调查 点 海拔 

2000 一 2400m) 及 2500m 以 上 山地 “〈 实 际 调查 点 为 海拔 3300 一 3500m 的 野生 竹林 及 灌 

木林 区 ) 四 个 层次 进行 。 分 别 在 每 一 层次 内 用 鼠 夹 加 食 饵 诱捕 小 型 哺乳 动物 〈 小 兽 类 ) 

宿主 ， 采 集 其 体 表 革 螨 。 少 量 树 栖 小 兽 辅 以 枪击 。 革 螨 采 集 、 标 本 制作 及 分 类 鉴定 按 常 

规 方法 进行 。 

2 结果 与 讨论 

2.1 各 海拔 生境 层 的 主要 革 螨 及 小 兽 宿主 

共 捕 获 小 兽 和 宿主 动物 487 只 ， 经 分 类 鉴定 隶属 免 形 目 (Logmorpha) 、 嘴 齿 目 〈Ro- 
dentia) 及 食 虫 目 〈Insectivora) 的 8 科 16 属 21 种 。 在 487 只 小 兽 体 表 共 检 获 革 螨 

1561 只 ， 经 分 类 鉴定 隶属 5 科 12 属 31 种 ,海拔 2500m 以 下 在 区 室内 采集 革 螨 2 
种 毒 厉 螨 (Laelazps echizadzzzaxs) 及 纳 氏 厉 螨 (Laerazps mauttal ) 〈 其 中 毒 厉 螨 占 

78. 04% ) ， 大 足 鼠 (Rattus mitzcuws) 系 唯 一 的 宿主 小 首 。 海 拔 2500m 以 下 灌木 林 区 ， 

小 兽 特 主 以 锡金 小 鼠 (Meaws pahnar ) 及 灰 廊 胸 〈Crocidaura attemzata ) 为 主 〈( 共 占 

< 本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地 方 病 通报 》，13(3) : 74 一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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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3% ) , 革 螨 以 贵州 厉 螨 〈Laelaps gwizzjhoxensis) 为 主 ， 占 76.15%。 海 拔 2500m 以 

下 乔木 林 区 ， 小 兽 宿 主 以 中 华 姬 鼠 (Apodemnzs draca )、 云 南 坑 央 〈Sorez ezcelsxs) 及 

黑 腹 绒 鼠 〈Eozpenzomys mazelazogaster) 为 主 〈 共 占 64. 49% );， 革 螨 以 金 氏 厉 螨 〈(Lae- 

/azps chzizi) 及 福建 厉 螨 〈(Loelazps upRierensis) 为 主 〈( 共 占 68. 16% )。 海 拔 2500m 以 

上 山地 ， 小 兽 以 汗 绒 鼠 〈Eotipenzomys elexsis)、 灰 腹 鼠 (Niuzventer enha ) 、 中 华 姬 鼠 及 

长 吻 殉 衣 (Nasillus gracilis) 为 主 〈( 共 占 84. 16% ) ， 革 螨 以 金 氏 厉 螨 、 贡 山 血 革 螨 为 

主 ， 共 占 66.55% 。 

以 上 结果 与 郭 宪 国 等 1990 一 1993 年 在 云南 西部 12 个 县 〈 市 ) 住 居 室内 及 室外 农耕 

地 生境 的 课题 结果 有 很 大 不 同 ， 表 现在 : 中 本 次 调查 的 住 区 室内 未 采 到 12 个 县 〈 市 ) 

住 区 室内 为 优势 的 黄山 鼠 〈Rottus favizpectwus) 及 柏 氏 禽 刺 螨 〈Ormzztpozyssws pacoti ) 。 

@ 本 次 在 不 同 海拔 层次 野外 生境 〈 江 木林、 乔木 林 及 高 山 山 地 ) 中 未 采 到 作为 12 个 县 

(市 ) 农耕 地 区 优势 种 的 齐 氏 姬 鼠 (Apodexnzs chnexzier ) 、 大 绒 记 〈Eoziphenzomays 7azle- 

is)、 卡 氏 小 鼠 (Mezs caro0 ) 、 节 氏 厉 螨 (Loelazps jettaar )、 上 海 真 厉 螨 〈 下 xlae- 

lazps Shazzghaiexzlsis )、 橄 形 血 革 螨 〈 互 cemogaxazasus olivi orz ) 及 阿尔 及 利 亚 螨 

(Laelazps algericus) 。@) 作 为 本 次 调查 优势 种 的 云南 胸骨 、 滇 绕 鼠 、 灰 腹 鼠 、 长 吻 殉 俱 

及 贡 山 血 革 螨 较 为 特殊 ， 未 见于 12 县 〈 市 ) 的 室外 农耕 地 生境 。 以 上 这 些 差 异 反映 出 

了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革 螨 及 其 宿主 小 兽 区 系 的 特殊 性 。 

2.2 革 螨 名 录 及 所 对 应 的 宿主 

所 获 的 31 种 革 螨 按 邓 国 落 等 〈1993) 所 建立 的 新 分 类 系统 ， 分 科 、 属 、 种 名 录 如 

所 采 各 种 革 螨 对 应 的 宿主 列 于 每 种 革 螨 之 后 。 
I 厉 螨 科 Laelapidae (Beriesh 1892) 

(一 ) 厉 螨 属 Laelaps (Koch 1836) 

(1) 金 氏 厉 螨 Laelazps chizi (Wang et Li 1965) 

和 宿主: 长 吻 哆 、 小 纹 背 网 大 、 长 尾 褐 哆 、 中 华 姬 鼠 、 社 鼠 、 灰 腹 鼠 、 黑 腹 绒 

(2) 用 厉 螨 Laelazs clethriomomyais (Lange 1955) 

和 宿主: 长 吻 欧 、 小 纹 背 网 贱 、 灰 腹 鼠 、 汗 绒 鼠 。 

(3) 毒 厉 螨 直 aelazps echniazzzjzzxs Berlese 1887 

宿主: 大足 鼠 。 

(4) 极 厉 螨 Laelazps eztriz72i Zachvaikin 1948 

宿主 : 大 足 鼠 。 

(5) 福建 厉 螨 Laelazps fuRienensis (Wang) 1965 

宿主 : 网 蜗 、 长 尾 褐 欧 候 ， 社 鼠 、 安 氏 白 腹 鼠 、 灰 腹 绒 鼠 、 锡 金 小 鼠 。 

(6) 贵州 厉 螨 Laelaps gwizhnoxelsiy Gu et Wang 1981 

宿主 : 锡金 小 鼠 。 

(7) 鸿 基 厉 螨 Laelazps homgaiezsis Grcohovskaya et Nguen-Xuen-Xoe 1961 

和 宿主: 和 白 尾 庙 。 

(8) 纳 氏 厉 螨 Laelaps zzuttalLi Hirst 1915 

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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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 : 长 吻 网 眉 、 大 足 鼠 、 社 忌 。 

(9) 贫 毛 厉 螨 Laelazps azxczsetosa Gu et wang 1981 

宿主 : 锡金 小 忌 。 

(10) 特 氏 厉 螨 Laelazs traxpi Domrow 1962 

宿主 灰 腹 鼠 、 汗 绒 鼠 。 
(11) 土 尔 克 厉 螨 Laelazps iurResta7zzcus Lange 1955 

宿主 ; 社 鼠 、 灰 腹 鼠 。 
(12) 兴 义 厉 螨 Laelaps zz7zgyzez1szs Gu et Wang 1981 

宿主 : 锡金 小 鼠 。 
(13) 景 东 厉 螨 Laelazps 1z7zdozgezszs Tian 1990 

宿主 : 中 华 姬 鼠 。 
(二 ) 阳 厉 螨 属 Anzdrolaelazps Berlese 1903 

(14) 单 阳 厉 螨 Anzadzolaelazps szzzgalaris Wang et Li 1965 

宿主 : 长 尾 褐 哆 风 、 中 华 姬 忌 。 

(三 ) 地 厉 螨 属 Dipolaelazps Zemskaya et Pionthovskaya 1960 

(15) 短 尾 网 地 厉 螨 Dipolaelazs azoxzrosores (Gu et Wang) 1981 

宿主 : 欧 蚜 、 白 尾 朵 、 长 尾 网 、 演 绕 鼠 。 

(四 ) 上 厉 螨 属 瓦 yperlaelaps Zachvatkin 1948 

(16) 田 记 上 厉 螨 瓦 yperLaelazps zazczo 并 (上 wing) 1933 

宿主 : 长 吻 哆 人 、 长 尾 褐 更 凡 、 中 华 姬 鼠 、 灰 腹 鼠 、 黑 腹 绒 鼠 、 演 绕 鼠 、 克 氏 

田鼠 。 

(五 ) 下 盾 螨 属 瓦 ypoaspis Canestrini 1885 

(17) 巴 氏 下 盾 螨 瓦 ypoaszpis pavlousRii Bregetova 1956 

宿主 : 云南 网 贱 、 中 华 姬 鼠 、 锡 金 小 忌 、 黑 腹 绒 鼠 、 克 氏 田 鼠 。 

(六 ) 赫 刺 螨 属 瓦 irstiozyssws Fonseca 1948 

(18) 胸 风 赫 刺 螨 互 irsiiomzyssws swzzci Wang 1962 

宿主 : 黑 腹 绒 鼠 。 

(七 ) 血 革 螨 属 瓦 cemrzogazzasws Berlese 1980 

(19) 达 呼 尔 血 革 螨 互 aemzogazzasus Cax7icus Bregetova 1950 

宿主 : 长 吻 欧 马 、 中 华 姬 鼠 、 灰 腹 鼠 、 沪 绒 鼠 、 克 氏 田 鼠 。 

(20) 贡 了 山 血 革 螨 百 cemzogazazasus gozgshnazzez1sis Tian et Gu 1989 

宿主 : 长 吻 网 仍 、 白 尾 鼠 、 小 纹 背 网 须 。 

《21) 橄 形 血 革 螨 瓦 cemogazzaasus olivi forazs Teng et Pan 1964 

宿主 : 中 华 姬 鼠 、 锡 金 小 鼠 。 

(22) 方形 血 革 螨 百 aemogazaasws guadratus Teng et Pan 1964 

宿主 : 灰 腹 鼠 。 

《23) 四 毛 血 革 螨 瓦 cemogamazasus guadrisetatus Vitzthum 1926 

箱 主 : 中 华 姬 鼠 、 锡 金 小 鼠 。 

《24) 四 川 血 音 螨 吾 cemzogazzasuws szechrzuazzezsis Zhang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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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 : 胸 独 。 

( 八 ) 真 厉 螨 属 下 ulaelazps Berlese 1903 

(25) 松鼠 真 厉 螨 Euwlaelazps dremomyazisy Gu et Wang 1984 

宿主 : 橙 腹 长 吻 松 鼠 。 

(26) 帮 真 厉 螨 Eulaelazps stapularis (Koch) 1836 

宿主 : 中 华 姬 鼠 。 
(27) 拟 帮 真 厉 螨 Euwlaelazps substapdaris Yong et Gu 1986 

宿主: 中 华 姬 鼠 。 

II 寄 螨 科 Parasitidae Oudemans 1901 

( 九 ) 寄 螨 属 Parasztas Latreille 1759 

(28) 亲缘 寄 螨 Paraszituws cozsa7zzgxwi7zzexs Oudemans et Voigts 1904 

宿主 : 云南 鹏 贿 。 

III. 裂 胸 螨 科 Aceocejidae Baker et Wharton 1952 

(十 ) 肛 厉 螨 属 Proctolaelazps Berlese，1923 

(29) 盾 肛 厉 螨 Proctolaelazps pygazaexs (Muller) 1859 

宿主 : 长 吻 哆 仍 、 灰 腹 鼠 、 锡 金 小 鼠 、 滇 绒 鼠 、 克 氏 田 鼠 、 灰 颈 鼠 免 。 
IV. 圳 螨 科 Ascidae Voigts et Oudemans. 1905 

(十 一 ) 毛 绥 螨 属 Laszoseiws Betlese 1916 

(30) 毛 绥 螨 Lasioseitus SP. 

宿主 : 云南 购 风 、 中 华 姬 鼠 。 
V. 巨 丈 螨 科 Macrochelidae Vitzthum 1903 

(十 二 ) 巨 整 螨 属 Mocrochneles Latri 1829 

(31) 巨 鳌 螨 Macrochneles sp. 

宿主: 中 华 姬 鼠 。 

附 : 小 兽 宿 主 名 录 

[. 食 虫 目 Insectivora 

一 、 狐 科 Erinaceidae 

(一 ) 鸥 狂 属 Neotetracas 

1， 网 犹 〈 中 华 欧 狂 、 中 华新 犹 ) N. sznensis Trouessart 1909 

二 、 眉 科 Talpidae 

(二 ) 多 齿轮 网 人 衣 属 Naszllwus Thomas 

2. 长 吻 殉 候 〈 多 齿 谣 由 ， 长 鼻 胸 眉 、 网 仍 ) Ngracilis Thomas 1911 

(三 ) 和 白 尾 由 属 Parascaztptzor Gill 

3. 白 尾 让 “〈 白 尾 副 掘 甬 ) P. /exwcxzrws (Blych 1850) 

三 、 购 懈 科 Soricidae 

(四 ) 网 风 属 Sorez Linnaeus 

4. 云南 网 懈 〈 高 山 胸 请) Sexzcelsxs Allen 1923 

5. 小 纹 背 网 凡 S. pea foraiae Thomas 1911 

(五 ) 长 尾 哆 岩 属 Sorizcxlxws Blyth 1854 



6. 长 尾 褐 胸 芋 〈 印 度 长 尾 鼠 ) S$.，7zacrwutus (Hodgson) 1863 

(六 ) 良 胸 属 CroczCxr& Wagier 

7. 灰 廊 有 获 〈 渐 尖 朴 毛 尾 购 ) Cattenzxuatc Milne 上 Edwards 1872 

(七 ) 短 尾 网 属 Anzoxrosorez Milne-Edwards 

*“8. 微 尾 购 〈 鲜 无 短 尾 购 、 四 川 短 尾 购 ) A. sqxazzazzpesz Milne-Edwards 1872 

II. 咒 齿 目 Rodentia 

四 、 需 鼠 科 Petauristidae 

( 八 ) 忆 鼠 属 Petawrzsta Link 1795 

9. 及 背 大 坑 鼠 〈 云 南大 志 鼠 ) P. aozzeztor (Gray) 1834 

五 、 松 鼠 科 Sciurdae 

( 九 ) 长 吻 松 鼠 属 Drexzoxzys Heude 1898 

10. 权 腹 长 吻 启 D.， Lo&rzcjn (Hodgson) 1836 

六 、 鼠 科 Muridae 

(十 ) 姬 鼠 属 Apocexzxs Kaup 1829 

11. 中 华 姬 鼠 〈 林 生 林 姬 鼠 、 小 林 姬 鼠 、 龙 姬 鼠 、 和 森林 姬 鼠 ) A. craca (Barrett=Ham- 

ilton) 1900 

(十 一 ) 鼠 属 Rattws Fischer 1803 

12. 大 足 鼠 尽 ，7aztidaws (Hodgson) 1845 

(十 二 ) 白 腹 鼠 属 Niuzvemzter Marshall 

13. 社 鼠 〈 刺 毛 灰 鼠 ) N.，coz fuwciazaxs (Milne-Edwards) 1871 

14. 安 氏 白 腹 鼠 〈 白 腹 鼠 ) N， azdersoxz (Thomas) 1911 

15. 灰 腹 鼠 〈 依 哈 鼠 ) N，eha (Wroughton) 1916 

(十 三 ) 小 鼠 属 Mzws Linnaeus 1758 

16. 锡金 小 鼠 M.，papnarz Thomas 1916 

七 、 仓 鼠 科 Cricetidae 

(十 四 ) 绒 鼠 属 Eotpenzom ys Miller 1896 

17. 黑 腹 绒 鼠 妃 ，7pzelazogaster (Milne-Edwards) 1871 

18, 汗 绒 鼠 〈 趋 泽 绒 鼠 ) 已 ， eleusis (Thomas) 1911 
(十 五 ) 田鼠 属 Mizcrotws Sehrank 1798 

19， 克 氏 田 鼠 M.， ccr&ei Hinton 1923 

III 免 形 目 Logomorpha 

八 、 鼠 兔 科 Ochotonidae 

(十 六 ) 鼠 兔 属 Ochnotoma Link 

20. 灰 颈 启 锡 O，forresti Thomas 

21. 高 黎 贡 鼠 兔 O，gaoligoxzgersiy Wang et Gong 1989 

致谢 在 野外 调查 中 ， 得 到 了 云南 怒江 州 防疫 站 李 璋 鸿 和 李 四 全 、 云 南 省 流行 病 防 
治 研究 的 正 达 以 及 云南 贡 山 县 防疫 站 和 椿 桐 等 同志 的 大 力 协助 和 支持 。 在 此 表示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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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na Investigation of Camasid Miites from the Caoligong 

Mountains and the Dandanglika Mountains 

GUO Xianrguo QIAN Ti-jun 

(Laboratory of Vector and Pathogen,Dali Medical College，Dali, Yunnan,671000) 

Abstrac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the Dandanglika Mountains on the both 

sides of the Dulongjiang River in Western Yunnan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fauna 

of gamasid mites on small mammals. The altitude of investigated areas are from 1400m 

to 3500m above the sea level. 487 small mammals were captured and identified to be 3 

orders,8 families, 16 genera and 21 species. From the body surface of all the captured 

small mammals. 1 561 gamasid mites were collected and identified to be 5 families, 12 

genera and 31 Species. 下 attus 712atzGUs ,Maus ahnarz Croczdazra atte7iUata ,Apodemzxs C7Q- 

CQ ，9o7reZ eZceLsus， 正 otjPezzo712yS 12eLa710gaster ， 正 otpPpezzo712yS elexsis，Niuzuezter enha and 

Nasillus graczilis are dominant Species of small mammals in different altitude and habi- 

tats. Laelazps echza72z72US ，Laelazs g5UzzAote11515，LaeLazbps cz ，Laelazps FuRzezeszs and 

殉 aezzoga77z205SUS go7155SPa71e11515 are dominant mite Species. All the mites, together with 

their small mammal hosts,are listed in detail. 

Key words Gamasid mite，Fauna，Gaoligong Mountains，Dandanglika Mountains， 

Yunnan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革 螨 性 比 及 年 龄 构成 分 析 

郭 宪 国 ” 钱 体 盏 
(大 理 医学 院 媒介 及 病原 生物 研究 室 ， 大 理 671000) 

摘 要 目的 : 探讨 革 螨 的 雌雄 性 比 及 生活 史 各 期 年 龄 构成 。 方 法 : 现场 分 层 抽 样 调查 

及 常规 分 类 鉴定 ， 选 择 采 集 数 量 较 大 的 革 螨 作为 重点 分 析 对 象 。 结 果 : 从 21 种 、487 只 小 曾 

体 表 检 获 革 螨 31 种 、1561 只 ， 有 7 种 革 螨 采集 数量 较 大 ， 为 主要 划 螨 。 主 要 半 螨 中 ， 除 贡 

山 血 革 螨 的 雄性 比例 〈59. 68%) 超过 其 峻 性 比例 〈34. 68%) 外 ， 其 余 6 种 革 螨 的 雌性 比例 

(90. 91% 一 98. 18%) 明显 超过 其 雄性 比例 〈1. 45 上 一 9.09%)。 所 有 革 螨 均 未 采 到 幼虫 ， 前 

若虫 及 后 若虫 的 数量 亦 很 少 。 结 论 : 在 多 数 革 螨 的 自然 种 群 中 ， 雄 性 个 体 明 显 少 于 雌性 个 

体 ， 可 能 与 革 螨 的 孤 肉 生殖 有 关 。 

关键 词 ” 昕 螨 亚 纲 ， 革 螨 ， 性 比 ， 年 龄 结构 

中 图 分 类 号 R384. 4 

性 比 〈sex ratio) 及 年 龄 结构 (age structure) 或 年 龄 分 布 〈age distribution) 是 种 

群生 态 学 中 的 重要 内 容 之 一 。 本 文 结合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区 系 的 研究 ， 对 所 获 革 螨 

的 性 比 及 年 龄 结构 进行 了 分 析 ， 原 始 资料 来 源 于 1996 年 9 一 10 月 对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的 现场 调查 。 所 调查 的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位 于 云南 西部 怒江 以 西 ， 独 龙 江 的 两 

岸 基 案 经 981154029859105 旨 纬 27115528 多 54 

1 研究 方法 

1.1 调查 方法 

选择 海拔 1400 一 3500m 的 区 域 进 行 分 层 抽样 调查 。 共 分 4 层 ， 即 2500m 以 下 室内 

生境 为 一 层 ，2500m 以 下 灌 丛 野外 生境 为 一 层 ，2500m 以 下 乔木 林 区 为 一 层 ，2500m 

以 上 山地 为 一 层 。 各 层 内 小 曾 宿主 用 鼠 夹 加 食 饵 诱捕 ， 调 查 当 晚 布 均 ， 次 晨 收 集 。 个 别 

树 栖 小 兽 辅 以 枪击 捕 之 。 

1.2 小 兽 及 革 螨 分 类 鉴定 

多 数 小 兽 依据 其 外 形 、 毛 色 、 体 长 、 身 高 ， 后 足 长 及 其 他 外 部 形态 现场 鉴定 ， 少 数 

难以 现场 鉴定 者 ， 现 场 剥 制 头 骨 标 本 后 带 回 实验 室 鉴定 。 革 螨 先 按 一 兽 一 片 的 原则 用 起 

氏 液 〈Hoyer solution) 现场 临时 封 制 玻 片 标 本 ， 带 回 实 验 室 后 再 用 清水 洗 脱 、 漂 洗 后 

重新 用 阜 氏 液 封 片 ， 经 干燥 、 透 明 后 于 光 镜 下 鉴定 革 螨 的 种 类 、 人 性别 及 年 龄 。 

关 本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大 理 医 学 院 学 报 》，8(1): 1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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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结 采 

2.1 小 兽 及 革 螨 采集 结果 

现场 调查 中 共 捕 获 小 曾 〈 小 型 哺乳 动物 ) 487 只 ， 经 分 类 鉴定 隶属 锡 形 目 (Logo- 

mnorpha) 、 员 齿 目 〈Rodentia) 及 食 虫 目 〈 Insectivora) 三 个 目 中 的 8 科 16 属 21 种 。 

487 只 小 兽 体 表 共 检 获 革 螨 1561 只 ， 经 分 类 鉴定 隶属 5 科 12 属 31 种 。 在 这 31 种 革 螨 

中 ， 有 7 种 革 螨 的 采集 数量 相对 较 大 ， 所 采 到 的 个 体 数 大 于 50 只 ， 这 7 种 革 螨 分 别 是 
贵州 厉 螨 (Laelaps gwizjhoxersis ) 、 毒 厉 螨 〈 工 .echiadzzzxs)、 纳 氏 厉 螨 〈 工 .zutta7Z- 

0)、 福 建 厉 螨 〈 工 upRienensis) 、 金 氏 厉 螨 〈 工 chizzz) 、 贡 山 血 革 螨 〈 瓦 aerzzmzogazza- 

su5 go71gShazezsis ) 及 田 记 上 厉 螨 〈 瓦 yperlaelazps mazczotz ) 。 

2.2 革 螨 的 性 比 

7 种 主要 革 螨 中 ， 除 贡 山 血 革 螨 的 雄性 个 体 比 例 〈59. 68%) 大 于 雌性 个 体 比 例 

(34. 68%) 外 ， 其 余 6 种 革 螨 的 雄性 个 体 比例 〈1. 45%% 一 9. 095%) 均 明 显 少 于 雌性 个 体 

比例 〈90. 91%% 一 98. 18%) ， 详 见 表 1。 甚 他 采集 数量 较 少 的 24 种 革 螨 ， 也 主要 以 雌性 

个 体 为 主 ， 详 见 表 2。 表 2 中 ， 由 于 每 种 革 螨 的 总 采集 数 较 少 ， 雌 雄性 别 均 用 实际 数 表 

示 ， 未 用 百分比 表示 其 性 比 的 比例 。 

表 1 7 种 主要 革 螨 的 雌雄 性 比 

革 螨 名 称 采集 总 数 成 虫 总 数 ee 2 
数量 性 比 / 吧 数量 性 比 /2 

贵州 厉 螨 364 352 13 3. 69 339 96. 31 

毒 厉 螨 232 229 18 7.76 2 90. 95 

纳 氏 厉 螨 70 69 3 4. 29 66 94. 29 

福建 厉 螨 178 174 5 2.81 169 94. 94 

金 氏 厉 螨 2 古 274 4 1. 45 270 98. 18 

贡 山 血 革 螨 124 Ti7 74 59. 68 43 34. 68 

田鼠 上 厉 螨 55 55 5 9. 09 50 90. 91 

表 2， 其 他 革 螨 的 雌雄 成 虫 数量 

革 螨 名 称 成 虫 总 数 雌 虫 数 雄 虫 数 

兴 义 厉 螨 Laelazs zimzgyienaszis 31 0 

贫 毛 厉 螨 鞍 ， zaxvcisetosa 4 4 0 

土 尔 克 厉 螨 工 ，turResta7mazcus 41 41 0 

特 厉 螨 工 ， zirazx&i 3 3 0 

平 厉 螨 革 ，clethriomromzyqis 15 14 1 

景 东 厉 螨 革 .Jimzdomgerzsis 20 20 0 

极 厉 螨 工 ，eztremzi 3 3 0 

0 



续 表 

革 螨 名 称 成 虫 总 数 肉 虫 数 雄 虫 数 

鸿 基 厉 螨 工 ，jomgaieraszs 1 1 0 

巴 氏 下 盾 螨 互 ypoaszpis pavLovsRzi 8 8 0 

单 阳 厉 螨 Aradrolaelazps sz7zzgxlarzs 2 0 

得 尾 欧 地 厉 螨 Dipolaelazps azoxrosoreZ 22 20 2 

四 川 血 革 螨 瑟 cemzogamzasus szechrzua7ze7z5z15 6 6 0 

橄 形 血 革 螨 瓦 ， olizvz Formazs 9 9 0 

四 毛 血 革 螨 互 ，quaarisetatus 6 6 0 

方形 血 革 螨 五， quadrates 3 风 1 

达 呼 尔 血 革 螨 互 ，daurzcus 2 15 8 

松鼠 真 厉 螨 Eulaelazs dremzo7zyqazs 3 3 0 

左 真 厉 螨 正 ，stapxularzs 4 4 0 

拟 左 真 厉 螨 已 ，supstapxlarzs 24 24 0 

购 赫 刺 螨 互 irstiomzyssws Sci | 1 0 

亲缘 寄 螨 Parasztus cozsQ728Mz7zers 1] 0 1 

矮 肛 厉 螨 Proctolaelazs ygmazaexs 12 也 0 

毛 绥 螨 Lasiosezws sp. 11 11 0 

巨 歼 螨 Macrocheles sp. 1 1 0 

2.3 革 螨 的 年 龄 结构 

所 采集 到 的 31 种 革 螨 在 分 类 鉴定 中 均 未 发 现 幼虫 时 期 。 有 12 种 革 螨 发 现 前 若虫 或 

后 若虫 ， 但 所 占 数量 均 较 少 ， 远 不 及 成 虫 数量 ， 详 见 表 3。 

表 3 各 种 革 螨 幼 期 采集 情况 统计 

革 螨 名 称 螨 总 数 幼虫 数 前 若虫 数 后 若虫 数 幼 期 比例 /中 

兴 义 厉 螨 32 0 0 3 

贵州 厉 螨 364 0 克 5 3. 29 

毒 厉 螨 232 0 1 2 1. 29 

纳 氏 厉 螨 70 0 1 0 ] 陪 嫩 

金 氏 厉 螨 275 0 0 1 0. 36 

福建 厉 螨 178 0 0 4 2.25 

巴 氏 下 盾 螨 9 0 0 1 E 

方形 血 革 螨 4 0 0 1 一 关 

达 呼 尔 血 革 螨 26 0 1 2 11. 54 

贡 山 血 革 螨 124 0 0 7 5. 65 

矮 肛 厉 螨 14 0 0 2 14. 29 

亲缘 寄 螨 光 0 0 1 一 *x 

其 他 革 螨 231 0 0 0 王 ， 

* 因 螨 总 数 太 少 ， 未 计算 幼 期 比例 。 

9 才 论 

性 比 及 年 龄 结构 是 节肢 动物 乃至 其 他 动物 种 群生 态 学 研究 中 的 重要 内 容 之 一 ， 但 在 
羊 螨 自然 种 群 研究 方面 尚未 见 这 方面 的 专门 报道 。 郭 宪 国 等 自 1990 年 以 来 ， 已 在 革 螨 
。692 ， 



群落 生态 、 种 群 空间 分 布 格局 及 区 系 分 类 方面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 研究 ， 但 尚未 涉及 革 螨 性 

比 及 年 龄 结构 的 内 容 。 
已 有 研究 表明 ， 在 革 螨 的 生殖 过 程 中 ,广泛 存 在 孤 雌 生殖 现象 ， 即 雌 虫 不 与 雄 虫 交 

配 而 直接 生殖 的 现象 。 本 文 所 示 的 大 多 数 革 螨 的 雌性 个 体 比例 远 高 于 雄性 个 体 比例 可 能 

与 孤 雌 生殖 有 关 。 
革 螨 发 育 的 基本 过 程 分 为 卵 、 幼 虫 、 前 若虫 〈 第 一 若虫 )、 后 若虫 〈 第 二 若虫 ) 及 

成 虫 五 个 时 期 。 自 由 生活 型 革 螨 大 多 具有 从 卵 到 成 虫 的 五 个 完整 生活 史 时 期 ， 但 一 些 寄 

生 型 革 螨 的 胚胎 后 发 育 期 数 往往 减少 ， 可 直接 产 幼虫 或 若虫 。 在 现场 采集 中 ， 卵 的 采集 

往往 难以 做 到 ， 幼 期 的 个 体 较 小 ， 其 采集 难度 往往 大 于 成 虫 的 采集 。 本 文 所 示 的 31 种 

革 螨 均 未 采 到 幼虫 ， 若 虫 期 也 相对 较 少 ， 这 可 能 与 这 些 音 螨 大 多 数 属于 寄生 性 种 类 〈 小 

兽 体 表 的 寄生 性 种 类 ) 有 关 。 这 些 寄生 性 革 螨 的 肉 性 成 虫 可 能 直接 产 前 若虫 或 后 若虫 而 

造成 生活 史 中 缺 乏 卵 及 幼虫 期 。 除 此 之 外 ， 是 否 尚 与 其 他 因素 〈 如 幼 期 个 体 小 且 发 育 较 

快 而 不 易 采 到 、 和 采集 地 点 9 一 10 月 份 不 是 昔 螨 繁殖 高 峰 季 节 以 及 幼 期 可 能 主要 分 布 在 小 
兽 窝 梨 而 不 是 其 体 表 等 ) 有 关 ， 尚 值得 进一步 探讨 。 

致谢 ” 囊 心 感谢 李 璋 鸿 、 李 四 全 、 缆 正 达 及 和 椿 桐 等 同志 在 野外 调查 中 所 给 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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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Ratio and Age Structure of Camasid Miites 

from Caoligong Mountains and 

Dandanglika Mountains 

GUO Xian-guo QIAN Ti-jun 

(Laboratory of Vector and Pathogen，Dali Medical College，Dali 671000) 

Abstract “ Objective: TIo probe into the sex ratio and the age stricture of gamasid 

sj 693。 



mites。Methods: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nventional iden= 

tification were adopted，The species of gamasid mites with enough individuals in the 

field collection were chosen as the main target in the study . Results: 21 species of small 

mammals with 487 individuals were captured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31 Species of ga= 

masid mites with 1561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body surface of the small 

mammal hosts，Of seven main species of the mites，the female ratios (90.910% ~ 

98. 18% ) of six species were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e male ratios (1. 45 听 一 9. 09%% ) 

except 百 aemzoga7asus go7z2gSha7ie11515s whose female ratio (34. 68% ) was lower than its 

male ratio (59. 68% ). No larva was collected in all the species of the mites and few pre- 

nymphs and postnymphs were found in the identification。 Conclusion :， In most natural 

populations of gamasid mites，the male individuals are usually much fewer than the fe= 

male ones，which might be related to parthenogenesis， 

Key words ”Acari，Gamasid mite，Sex ratio，Age structure 

"。 694 。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9 种 革 螨 空间 分 布 型 研究 - 

郭 宪 国 “” 钱 体 军 
(大 理 医学 院 媒介 及 病原 生物 研究 室 ， 大 理 ”671000) 

摘 要 目的 : 研究 山地 革 螨 在 小 型 哺乳 动物 宿主 间 的 空间 分 布 格局 。 方 法 : 在 常规 分 

类 鉴定 的 基础 上 ， 以 宿主 个 体 为 样 方 单位 ， 统 计 不 同 种 类 革 螨 在 各 样 方 的 分 布 数量 ， 然 后 用 

聚 块 指数 测定 各 种 革 螨 的 空间 分 布 型 。 结 果 : 采 自 云南 西部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的 贵州 厉 

螨 、 兴 义 厉 螨 、 毒 厉 螨 、 纳 氏 厉 螨 、 福 建 历 螨 、 土 尔 克 厉 螨 、 金 氏 厉 螨 、 田 雇 上 厉 螨 及 贡 山 

血 革 螨 9 种 革 螨 在 其 主要 寄生 宿主 体 表 均 表 现 为 聚集 型 分 布 。 结 论 : 所 研究 的 9 种 革 螨 在 其 

寄生 生活 中 具有 群 聚 效应 。 

关键 词 ” 昕 螨 亚 纲 ， 革 螨 ， 空 间 分 布 ， 高 黎贡山 ， 担 当 力 卡 山 ， 云 南 

中 图 分 类 号 R384.4 

革 螨 空间 分 布 型 研究 属于 革 螨 生态 研究 中 的 种 群生 态 范畴 。 关 于 革 螨 群落 及 种 群生 

态 研究 ， 郭 完 国 等 曾 对 云南 西部 12 个 县 〈 市 ) 农耕 区 小 兽 体 表 寄生 革 螨 进行 过 一 系列 

研究 ， 在 此 之 后 又 报道 了 有 别 于 农耕 区 生态 环境 ， 位 于 云南 西部 独 龙 江 两 岸 的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的 革 螨 区 系 分 类 结果 图 。 本 文 在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革 螨 区 系 分 类 的 基 

础 上 ， 运 用 分 布 型 指数 法 对 采 自 这 两 座 山 的 9 种 主要 革 螨 的 空间 分 布 格局 进行 了 研究 。 

郭 完 国 等 曾 用 扩散 系数 CI 指数 (ID) 、Cassie 指数 CA 及 聚 块 指数 za* /7 四 种 分 布 

型 指数 对 采 自 云南 西部 12 个 县 〈 市 ) 农耕 区 的 10 种 重要 革 螨 在 5 种 鼠 类 宿主 体 表 的 种 

群 空 间 分 布 型 进行 过 测定 ， 考 虑 到 这 几 种 分 布 型 指数 相互 间 存 在 一 定 的 相关 性 ， 本 文 仅 

采用 其 中 的 聚 块 指数 作为 测定 指标 。 

1 研究 方法 

1.1 革 螨 采集 、 鉴 定 及 对 象 选 择 

所 研究 革 螨 全 部 采 自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1400 一 3500m 区 域 的 小 型 哺乳 动物 

(小 兽 ) 体 表 。 宿 主动 物 用 鼠 夹 诱捕 或 枪击 ， 革 螨 采集 、 标 本 制作 及 分 类 鉴定 按 常规 方 

法 进行 。 在 分 类 鉴定 的 基础 上 ， 按 革 螨 种 类 不 同 分 类 统计 后 ， 选 择 个 体 数 量 较 大 的 革 螨 

作为 本 文 研究 的 对 象 ， 其 对 应 的 主要 寄生 宿主 作为 相应 的 样 方 单元 。 

1.2 种 群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用 分 布 型 指数 中 的 聚 块 指数 思 ” /rm 进行 测定 。 聚 块 指数 表述 为 

类 本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大 理 医 学 院 学 报 》，8(2): 1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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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十 (于 一 1) 

式 中 : za 为 各 样 方 革 螨 个 体 数 之 均值 ; 史 为 方差 。 当 mm /za<1 时， 判定 为 均匀 分 布 ; 

当 mm* /二 1] 时 ， 判 为 聚集 分 布 ; 当 m* /ma 二 1 时 ， 判 为 随机 分 布 。 

2. 结果 

2.1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的 革 螨 对 象 及 其 对 应 的 主要 宿主 

所 调查 的 高 黎贡山 及 担当 力 卡 山 捕 获 小 型 哺乳 动物 〈 小 兽 ) 487 只 ， 分 类 鉴定 为 3 

目 8 科 16 属 21 种 ;从 所 捕获 的 小 兽 体 表 采 集 革 螨 1561 只 ， 分 类 鉴定 为 5 科 12 属 31 

种 。 在 分 类 统计 的 基础 上 ， 综 合 分 析 革 螨 及 其 对 应 宿主 的 样本 数量 ，9 种 革 螨 被 选 定 为 

种 群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对 象 ， 所 对 应 的 5 种 小 兽 被 选 定 为 宿主 样 方 单元 。9 种 革 螨 的 名 
称 、 所 对 应 的 5 种 宿主 名 称 和 数量 以 及 每 种 革 螨 在 对 应 宿主 体 表 的 采集 数量 详 见 表 1。 

172” /770 一 

表 1 9 种 革 螨 对 应 的 主要 宿主 及 其 体 表 的 革 螨 采集 量 

对 应 的 主要 宿主 对 应 宿主 体 表 的 
革 螨 名 称 

名 称 数量 /只 革 螨 采集 量 / 只 

兴 义 厉 螨 Laelazs zizzgyiemasis 锡金 小 鼠 Mas pajhaz 25 强 

贵州 厉 螨 碟 。guizjhotkerzsis 锡金 小 鼠 Mas pajaz 站 364 

毒 厉 螨 二 echidmzizzzs 大 足 鼠 Rattuws maztzadzks 46 232 

纳 氏 厉 螨 muttaL 大 足 鼠 Rattrs mazticazes 46 65 

福建 厉 螨 世 。 JRierezasis 灰 腹 鼠 Niuzoemter eha 河 | 85 

土 尔 克 厉 螨 工 tarRestamicas 灰 腹 鼠 Niwioenter eha 51 39 

金 氏 厉 螨 工 _chairz 汗 绕 鼠 Eoztjeromays elexsis 115 183 

田 扇 上 厉 螨 互 yperiaelazps zzaicro 丰 汗 绒 鼠 Eotherzomys elerszis 115 36 

贡 山 血 革 螨 百 aermzogazrzasus gozgsjnaraemsis 多 齿 欧 人 Nasillus graci2is 30 次 

2.2 各 种 革 螨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结果 

当 以 所 对 应 的 主要 宿主 为 样 方 单元 时 ，9 种 革 螨 的 za*/z2 值 均 大 于 1 (1.86 一 

22. 12) ， 按 判定 界线 值 标准 ， 均 判 为 聚集 型 分 布 。 各 种 革 螨 的 空间 分 布 型 计算 结果 详 见 

表 2。 

表 2 9 种 革 螨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结果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结果 
革 螨 名 称 对 应 宿主 

772 到 772*# /772 

兴 义 厉 螨 锡金 小 鼠 了 28 3 加 8 

贵州 厉 螨 锡金 小 鼠 14. 56 196. 26 1. 86 

毒 厉 螨 大 足 鼠 5. 04 74. 58 3.74 

纳 氏 厉 螨 大 足 鼠 1. 41 SS85 3. 23 

福建 厉 螨 灰 腹 鼠 1. 67 20. 03 7..58 

。 0696 。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结果 
革 螨 名 称 对 应 宿主 

771 72* /7 

土 尔 克 厉 螨 灰 腹 鼠 0. 76 30 19. 25 

金 氏 厉 螨 汗 绒 鼠 1. 59 26. 21 二 057 和 

田 扇 上 厉 螨 滇 绒 鼠 0 2. 34 222 

贡 山 血 革 螨 多 齿 赐 眉 3. 90 57. 47 SS7 

3 讨论 
空间 分 布 型 测定 是 种 群 空间 分 布 研究 的 一 个 重要 方面 ， 在 动 植物 生态 研究 领域 占有 

较 重要 的 地 位 。 种 群 空间 分 布 通常 表现 为 均匀 分 布 、 随 机 分 布 及 聚集 分 布 几 种 基本 形 
式 。 在 均匀 分 布 或 随机 分 布 中 ， 种 群 内 各 个 体 是 均匀 或 随机 地 分 布 在 可 利用 的 单位 中 ， 

每 一 个 体 占据 分 布 空间 任 一 点 的 概率 均等 ， 并 且 任 一 个 体 的 存在 决 不 影响 其 他 个 体 的 分 
布 ， 即 相互 是 独立 的 ; 在 聚集 分 布 中 ， 种 群 内 各 个 体 非 随机 地 分 布 在 可 利用 的 单位 中 ， 
密度 疏 密 不 均 ， 常 呈 核 心 〈 集 团 ) 或 肉 纹 状 分 布 。 判 定 一 个 生物 种 群 究竟 是 属于 均匀 分 
布 、 随 机 分 布 ， 还 是 属于 聚集 分 布 ， 常 常 需要 进行 一 系列 统计 和 运算， 简单 的 直接 观察 或 
赁 经 验 是 难以 准确 、 科 学 地 判断 。 在 动物 生态 学 研究 中 ， 判 定 一 个 动物 种 群 的 空间 分 布 
格局 通常 有 两 类 方法 ， 一 类 是 用 统计 学 上 的 概率 分 布 〈 如 正二 项 分 布 、 负 二 项 分 布 、 泊 
松 分 布 及 奈 曼 分 布 等 ) 进行 拟 合 ， 称 为 频次 分 布 法 ; 另 一 类 是 用 生态 学 中 的 一 些 分 布 指 

数 或 数学 模型 加 以 测定 ， 称 为 分 布 型 指数 法 。 在 生态 学 实践 中 ， 分 布 型 指数 法 操作 方 
”人 和 便 ， 计 算 过 程 简 单 ， 测 定 结果 也 比较 符合 生态 学 实际 ， 应 用 较为 普遍 。 分 布 型 指数 较 
多 ， 本 文 所 采用 的 聚 块 指数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种 。 

本 文 的 研究 对 象 是 革 螨 种 群 ， 被 测定 的 9 种 革 螨 即 为 9 个 革 螨 种 群 ， 每 种 革 螨 所 对 
应 的 宿主 样 方 为 所 测定 革 螨 种 群 可 利用 的 空间 单位 。9 种 革 螨 在 所 对 应 宿主 体 表 的 空间 

分 布 均 被 判定 为 聚集 分 布 ， 这 表明 这 些 革 螨 在 宿主 体 表 的 寄生 既 不 是 均匀 的 ， 也 不 是 随 
机 的 ， 同 种 划 螨 的 不 同 个 体 间 是 相互 影响 的 ， 具 有 群 聚 〈 群 集 ) 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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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atial Pattern of Camasid Miites from 

the Mountains of Gaoligong and Dandanglika 

GUO Xianrguo _ QIAN Ti-Jun 

(Laboratory of Vector and Pathogen，Dali Medical College，Dali 671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gamasid mites，on the body 

surface of small mammal hosts，Methods: The studied gamasid miltes were conventional- 

ly identified and classified and the small mammal hosts ectoparasitized by the mites were 

regarded as sampling units。After adding up the individu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pe- 

cies of the mites on each host sampling unit，patchness index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various Species of gamasid mites。Results: 9 main Species of gamasid 

mites collected from the Mountains were chosen as the target mites in this paper，All 

the involved mites on their correspondent small mammal hosts showed an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pattern。 Conclusion : 9 species of gamasid mites involved have an aggregated 

living habit or tendency when they parasitize their corresponding small mammal hosts as 

ectoparasltes. 

Key words Acarl，Gamasid mite，Spatial pattern ,Gaoligong Mountains，Dandang- 

]ika Mountains,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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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土壤 真菌 的 组 成 及 其 生态 分 布 - 

张 ” 萍 : 刀 志 灵 部 溜 持 。 龙 故 云 ， 
《1 中 国 科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昆明 650223) 

《2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昆明 650204) 

《3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分 院 , 昆 明 650022) 

摘 要 报道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调查 所 发 现 的 各 类 土壤 真菌 资源 情况 及 其 生态 分 

布 。 共 发 现 土壤 真菌 28 个 属 ,分 隶 于 3 纲 6 目 11 科 , 其 中 以 丛 梗 孢 科 占 绝对 优势 ,有 11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37. 9%% ,上 暗 梗 孢 科 有 5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17. 2%% 为 次 优势 类 群 ， 有 关 菌 种 保存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微生物 生态 学 实验 室内 。 属 的 分 布 是 ,海拔 2000m 左右 的 原始 

森林 下 土壤 中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多 ,其 次 为 海拔 高 的 原始 森林 ,海拔 低 的 次 生 林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少 。 

真菌 数量 的 分 布 也 出 现 山中 部 最 多 而 山顶 部 和 底部 较 少 的 变化 趋势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土壤 真菌 ,名 录 , 生 态 分 布 
ERQi938 

高 黎贡山 位 于 汗 西 北 中 缅 边 境地 区 。 由 于 其 多 种 多 样 的 森林 类 型 .生物 资源 ,早已 

引起 世界 性 的 广泛 关注 ,同时 ,被 认为 是 世界 动 植物 起 源 与 分 化 的 关键 地 区 ,并 已 于 

1983 年 被 确定 为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由 于 其 特殊 的 地 质 历 史 和 地 理 位 置 ,以 及 南北 走 

向 的 高 山峡 谷 ,成 为 东南 西北 植物 与 动物 交汇 地 带 和 第 四 纪 冰 期 的 动 植 物 避 难 所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12 万 hm: 面积 内 ,已 知 1700 种 植物 ,347 种 鸟 类 ,117 种 兽 类 ， 
844 种 昆虫 ,其 中 有 58 种 植物 ,81 种 动物 列 人 国家 级 保护 ,这 在 全 国都 是 罕见 的 。 然 

而 ,这 仅仅 是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丰富 的 生物 资源 的 一 部 分 ,尤其 是 微生物 资源 的 调 

查 尚 未 见报 道 。 

高 黎贡山 山体 宏大 ,气势 雄伟 ,上 半 部 (3100 一 1880m) 的 原生 植被 保存 较 好 ,生物 资 

源 十 分 丰富 ;尤其 是 海拔 2000m 左右 的 原生 植被 发 育 良 好 ,林内 自然 环境 良好 ,大 量 枯 枝 

落叶 等 凋落 物 归还 土壤 ,成 为 多 种 真菌 丰富 的 营养 来 源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含量 十 分 

丰富 ( 表 1) ;而 下 部 (1500m 以 下 ) 有 村 庄 分 布 , 近 10 年 来 ,由 于 人 口 激增 ,森林 大 量 被 砍 

伐 、 放 牧 和 开明 成 农田 或 人 工 纯 林 ,同时 也 对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产生 了 很 大 程度 的 影 

响 ,使 它们 大 量 减 少 ; 山 底部 (1210m 以 下 ) 的 次 生 林 基本 上 已 被 砍 光 ,导致 土壤 干旱 贫 

交 , 并 威胁 着 自然 保护 区 的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 如 何 加 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已 成 为 一 个 或 待 解决 的 课题 。 

< 本文 于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刊 亲 ) :79 一 83。 



表 1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的 基本 情况 

植被 类 型 “ 枯 落 物 量 土壤 含 微生物 “真菌 。 有机质 “有 效 氮 速效 磷 速效 钾 

人 1 水 量 /% 总数 * “数量 * /% /mg/kg) /mg/kg) /mg/kg) 

3100 高 山 灌 0 81.0 246. 2 0. 6 8. 60 35259 1.0 63. 1 

处 草 旬 

2560~2830 “” 针 叶 林 2. 08 85. 9 的 区 8.3 8.95 29653 0.8 692 

1880 一 2200 常 绿 阔 叶 林 1.25 83. 2 680. 2 18 丈 16. 82 438. 4 5 忒 126.6 

1400 一 1820 常 绿 阔 叶 林 “0.76 44. 5 425. 3 ls 4. 16 142. 1 9 146. 5 

1000 一 1210 于 热 河谷 0. 12 26.6 33552 5sk 1572 56. 5 2 近 89 

稀 树 灌 从 

人 < 攻 本 本 

真菌 是 自然 生态 系统 中 有 机 物 的 主要 分 解 者 ,同时 有 不 少 为 有 利于 植物 生长 的 菌 根 
著 或 对 植物 有 害 的 病原 菌 ,部 分 还 有 一 定 的 经 济 意义 ,种 类 相当 丰富 。 我 们 从 1995 年 起 ， 
对 高 黎贡山 的 森林 类 型 和 生物 资源 进行 了 为 期 三 年 的 调查 研究 ,力图 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 
源 管理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 本 文 是 土壤 真菌 资源 调查 的 部 分 结果 。 

1 材料 与 方法 

研究 地 点 位 于 云南 省 西部 保山 地 区 境内 ,属于 高 黎贡山 南 段 东 坡 ,采集 自然 保护 区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和 植被 类 型 下 的 表层 (0 一 20cm) 土 样 共 22 份 ,采用 马丁 培养 基 平板 表面 涂抹 
法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土壤 研究 所 微生物 室 1985) 分 离 鉴 定 ( 中 国 科 学 院 微生物 研究 所 

1973; 魏 景 超 ”1979) 土 壤 小 型 真菌 。 

2 绪 果 与 讨论 

2.1 高 黎贡山 土壤 真菌 的 组 成 

共 得 到 土壤 真菌 28 属 ,分 隶 于 3 纲 6 目 11 科 , 比 从 衰 牢 山 分 离 到 的 种 类 丰富 ( 许 坤 

一 等 ”1987) 。 其 中 以 从 梗 钨 科 占 绝对 优势 ,有 11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37. 9%%; 暗 梗 孢 科 有 

5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17. 2% 为 次 优势 类 群 ; 第 3 为 内 孢 霉 科 有 3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10. 4 上 %; 

第 4 为 毛 霉 科 有 2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6.9%; 其 余 各 科 均 是 每 科 有 1 个 属 各 占 总 属 数 的 
3. 4% 。 结 果 如 下 : 

高 黎贡山 南 段 东 坡 土壤 真菌 科 属 名 录 ， 
半 知 菌 类 Fungi Imperfecti 6. 单 端 孢 霉 属 Di&ymozszs 

从 梗 孢 目 Moniliales 7. 聚 端 孢 霉 属 Tyzchnothneczzz7z 

丛 梗 孢 科 Moniliaceae 8. 短 链 孢 霉 属 Selenzotizlza 

1. 青 霉 属 PenzcziZlizzzz 9. 简 梗 孢 霉 属 Cjhzromoszoriz77z 

2. 木 霉 属 TyrizchnocCermaza 10. 头孢 霉 属 Cejpaloszorziz77a 

3. 拟 青 霉 属 Paecilomyces 11. 轮 枝 霉 属 Verztzczillzxzma 

4. 球 孢 霉 属 Coccospora 暗 梗 孢 科 Dematiaceae 

5. 曲霉 属 Aspergillas 12. 单 孢 枝 霉 属 瓦 ormzocerzcC7z77a 



13. 假 黑 粉 霉 属 Cozzoszorzz77z 22. 毛 霉 属 Mrwcor 

14. 黑 芍 花 霉 属 Perzcozza 子 吉 菌 纲 Ascomycetes 

15. 结实 串 孢 霉 属 互 omzsczz77 曲霉 目 Eurotiales 

16. 单 头 孢 霉 属 Mozrzotoszoxra 头 吉 菌 科 Cephalothecaceae 

瘤 琴 孢 科 Tuberculariaceae 23. 头 吉 菌 属 Cebpjpalotpeca 

17. 钵 刀 菌 属 Fusarzzz7mz 酵母 目 Endomycetales 

无 孢 菌 群 Mycelia Sterilia 内 隐 霉 科 Endomycetaceae 

藻 菌 纲 Phycomycetes 24. 单 囊 菌 属 下 remmzascus 

18. 内 宫 霉 属 Erzdogone 25. 拟 内 孢 霉 属 Erdomzycozszs 

小 克 银 汉 霉 科 Cunninghamellaceae 26. 头 宫 霉 属 Ascocype 

19. 小 克 银 汉 霉 属 CrzzzzmzghazzelLLa 效 霉 科 Ascoideaceae 

被 孢 霉 科 Mortierellaceae 27. 酱 霉 属 Ascozadea 

20. 单 囊 霉 属 互 aploszporazzgzu7a 球 壳 菌 目 Sphaeriales 

毛 霉 科 Mucoraceae 毛 壳 菌 科 Chaetomiaceae 

21. 犁 头 霉 属 Apszaia 28. 毛 壳 菌 属 Cjaetozzzx7a 

显然 ,这 仅仅 是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土壤 真菌 资源 中 极 少 的 一 部 分 ,整个 高 黎贡山 丰 

富 的 真菌 资源 有 竺 进一步 搞 清 楚 , 尤 其 是 那些 与 植物 共生 的 菌 根 真菌 类群 繁多 的 担子 
菌 ,以 及 森林 凋落 物 分 解 微生物 的 多 样 性 及 生态 学 意义 的 研究 ,将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2.2 高 黎贡山 土壤 真菌 的 生态 分 布 

表 2 显示 了 高 黎贡山 从 山脚 到 山顶 不 同 海拔 高 度 的 土壤 真菌 的 生态 分 布 。 由 表 2 可 

见 ,在 5 个 以 上 海拔 高 度 的 土壤 中 都 分 离 到 的 属 有 9 个 , 按 出 现 的 频率 从 高 到 低 依次 是 青 

霉 属 . 木 霉 属 、 假 黑 粉 霉 属 、 拟 青 霉 属 .内 宫 霉 属 . 单 于 菌 属 、 无 孢 菌 群 、. 头 宫 菌 属 和 痪 霉 

属 ,它们 是 高 黎贡山 土壤 真菌 的 优势 类 群 ; 其 中 青 霉 属 \ 木 霉 属 、 假 黑 粉 霉 属 、 拟 青 霉 属 和 

内 圳 霉 属 在 从 山脚 到 山顶 不 同 海拔 的 土壤 中 普遍 存在 ,说明 它们 对 生境 的 要 求 不 太 严 格 ; 

而 单 赛 菌 属 、 无 孢 菌 群 、. 头 吉 菌 属 和 桨 霉 属 则 多 出 现 于 山中 部 的 土壤 中 ,这 表明 这 几 个 属 

要 求 较 适 宜 的 生境 条 件 ; 在 整个 山体 不 同 海 拔高 度 的 土壤 中 均 得 到 且 得 到 的 菌株 数 最 多 

的 是 青 霉 属 ,可 见 , 青 霉 属 在 凋落 物 分 解 中 起 重要 作用 。 球 孢 霉 属 . 单 孢 枝 霉 属 、 拟 内 宛 霉 

属 、. 单 头孢 霉 属 和 毛 壳 菌 属 分 别 在 3 一 4 个 海拔 高 度 出 现 , 为 次 优势 类 群 。 出 现 最 少 的 属 

为 聚 端 孢 霉 属 、 短 链 孢 霉 属 .头孢 霉 属 、. 轮 枝 霉 属 . 黑 葱 花 霉 属 . 梨 头 霉 属 和 头 囊 霉 属 ,它们 

仅 在 一 个 海拔 高 度 的 土壤 中 分 离 到 。 

从 属 的 分 布 来 看 ,海拔 2000m 左右 的 原生 林 下 土壤 中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多 ,从 1880 一 

2200m 海拔 的 样 地 平均 分 离 到 12 个 属 22. 7 株 菌 ;其 次 为 海拔 高 的 原生 林 ,2560 一 3100m 

海拔 的 样 地 平均 分 离 到 7.0 属 12.3 株 菌 ,海拔 低 的 次 生 林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少 , 1000 一 

1400m 海拔 的 样 地 平均 分 离 到 6. 3 属 18. 3 株 菌 (株数 较 多 ,原因 是 出 现 的 高 耐 受 性 属 的 

株数 较 多 ) 。 真 菌 数量 的 分 布 也 出 现 山 中 部 最 多 而 山顶 部 和 底部 较 少 的 变化 趋势 ( 表 1)， 

海拔 1880 一 2200m 和 海拔 1000 一 1210m 土壤 中 真菌 的 平均 数量 分 别 为 每 克 干 土 18.7 义 

10. 4 个 和 每 克 干 土 5.7 义 10.4 个 ,山顶 部 土壤 真菌 的 数量 则 更 少 ,海拔 3100m 土壤 中 真 

菌 的 数量 仅 为 每 元 干 土 0.6X10.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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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 黎贡山 土壤 真菌 的 生态 分 布 

菌株 数 ( 海 拔 /m) 

和 (3100 2830 2560 2410 2200 1990 1880 1820 1630 1400 1210 1000) 
青 霉 属 (Penicillzzzz) 327 0 4 【ZES 

木 霉 属 (Trichoderzza) 2 

假 黑 粉 霉 属 (Comiosborixzz) 六 直人 

拟 青 霉 属 (Paecilomyces) 1 1 1 局 沿 | 2 

内 训 霉 属 (Erzrdogone) wa 1 1 1 

单 囊 菌 属 (Eyemzascus) 2 | 1 -CT 

无 孢 菌 群 (Mycelia) 2 1 1 1 下 

头 衷 菌 属 (Cezpjhalotheca) 下 29、 dz 了 二 所 

痪 霉 属 (Ascozdea) 2 1 1 | 1 

球 孢 霉 属 (Coccoszpora) 1 1 1 1 

单 孢 枝 霉 属 ( 瑟 ormzodendyzzz) 1 由 1 

拟 内 隐 霉 属 (Erzrdomycopsis) 一 记 必 二 

单 头 孢 霉 属 (Momrotosbora) 1 了 

毛 壳 菌 属 (Chaetomzizzz) 1 1 

曲霉 属 (Aszpergizlus) 2 6 

单 端 孢 霉 属 (DiCymzozpszis) 1 ] 

简 梗 孢 霉 属 (Chzrozoszporizzz) 1] 1 

结实 串 孢 霉 属 (五 ommzzscizzz) 1 灿 

镰刀 菌 属 (Fusariuzz) 

小 克 银 汉 霉 属 (Czzzzazzgjazze1la) 1 

单 囊 霉 属 (Hazp1oszporamgizzmz) 1 1 

毛 霉 属 (Mucor) 1 1 

聚 端 允 霉 属 (Trichothecizzm) 1 

短 链 孢 霉 属 (Selenotila) 1 

头孢 霉 属 (Cepjhaloszporizz7z) 1 

轮 枝 霉 属 (Verticillixzz ) 1 

黑 和 葱花 霉 属 (Periconia) 1 

犁 头 霉 属 (Absidia) 

头 囊 霉 属 (Axscocype) 1 

合计 “” 属 1 测 辣 二 

株 9 TIE 17 有 是 520 7 524 2 2 4 9 TO 

任何 生物 的 生长 都 离 不 开 其 生活 的 环境 ,土壤 真菌 也 不 例外 。 高 黎贡山 土壤 真菌 的 

生态 分 布 与 生态 因子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及 真菌 的 生物 学 特性 有 关 。 高 黎贡山 顶部 海拔 高 

气温 低 ,海拔 3100m 处 年 平均 气温 仅 为 6. 49"C ( 黄 大 华 等 ”1985) ,不 利于 土壤 真菌 的 生 

。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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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土壤 真菌 的 属 数 较 少 ,含量 较 低 。 随 海拔 降低 ,气候 变 得 温暖 ,在 海拔 2000m 左右 , 降 

雨量 充沛 ( 传 绍 铭 等 ”1985) ,原生 常 绿 阔 叶 林 发 育 良好 ,大 量 枯 落 物 归还 土壤 ,成 为 多 种 

真菌 丰富 的 营养 来 源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含量 十 分 丰富 ( 表 1) ,土壤 中 分 离 到 真菌 的 

属 最 多 ,数量 也 很 丰富 。 而 下 部 (1500m 以 下 ) 有 村 庄 分 布 , 近 10 年 来 ,由 于 人 口 激 增 , 森 

林 大 量 被 砍伐 、 放 牧 和 开垦 成 农田 或 人 工 纯 林 ,在 植被 遭受 破坏 的 同时 ,也 对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产生 了 很 大 程度 的 影响 ,使 它们 大 量 减 少 。 随 海拔 降低 ,砍伐 、 放 牧 等 人 为 活 

动 增强 ,生境 条 件 越 来 越 不 利于 土壤 真菌 的 生长 。 山 底部 (1210m 以 下 ) 的 次 生 林 基本 上 

已 被 砍 光 , 导 致 水 土 流失 严重 , 土壤 干旱 贫 将 , 以 致使 气候 发 生 很 大 变化 。 海 拔 1000 一 

1210m 处 ,植被 为 干 热 河 谷 稀 树 灌 从 ,年 降水 量 、 土 壤 含水 量 .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分 别 为 

825mm、26.6% 、1.72% 和 56. 5mg/kg, 故 土壤 中 分 离 到 真菌 的 属 最 少 , 数 量 也 较 少 。 很 

多 土壤 真菌 因为 环境 条 件 的 恶化 ,在 这 些 地 区 绝迹 了 , 仅 留 下 一 些 能 耐 受 干 旱 贫 靖 等 恶劣 

环境 条 件 的 属 生存 , 如 青 霉 属 .曲霉 属 、 毛 霉 属 等 ,这 3 个 属 分 离 到 的 菌株 数 之 和 占 真 菌 总 

菌株 数 的 比例 是 :海拔 1630m 为 50% ,海拔 1400m 为 68. 4% ,海拔 1210m 为 73.7% , 海 

拔 1000m 为 88. 2% , 呈 递 增 趋势 。 

高 黎贡山 海拔 2000m 左右 的 原生 林 下 土壤 中 有 丰富 的 真菌 资源 ,而 下 半 部 的 人 为 干 

扰 在 使 森林 植被 遭受 破坏 的 同时 ,也 对 土壤 真菌 资源 和 土壤 养分 产生 了 很 大 程度 的 影响 ， 

使 它们 大 量 减少 。 应 对 高 黎贡山 的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妥 为 管理 和 保护 ,避免 这 一 状况 的 进 

二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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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oil Fungi 

in C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ZHANG En DAOENEUnE GUOHREONG 人 
〈1 XI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 

《2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3 玉 unming Branch，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lences，Kunming 650022)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composition and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soil 

fungl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State Nature Reserve in Yunnan Province。，Tw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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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genera belonging to 3 classes，6 orders，and 11 families are founded in the region. 

The predominant families are Moniliaceae (11 genera，37. 9% of the total genera) and 

Dematiaceae (5 genera，17. 2%)， All th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Microorganism 下 - 

cology Laboratory of at the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Chinese Acade= 

my of Sciences， Kunming，The number of genera of the soll fungi is the highest in origi- 

nal forests at elevation of about 2000m above sea level，lower in original forests at high 

elevation，and the lowest in the secondary forests at low elevation。 The pattern of fun- 

gal quantity is similar to that of generic number.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Soil fungl，List，Ecologic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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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不 同 土地 利用 方式 对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的 影响 

钰 言 判 ” 帮 意 灵 ” 部 秘 军 s 和 龙 性 云 - 
(1 中 国 科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 昆 明 650223) 

《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3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分 院 ， 昆 明 650022) 

摘 要 测定 了 高 黎贡山 不 同 利用 方式 土壤 中 微生物 的 数量 、 小 型 真菌 的 多 样 性 和 属 的 

分 布 ， 分 析 了 上 述 指标 在 不 同 利 用 方式 土壤 中 的 分 布 与 人 为 干扰 和 环境 因素 之 间 的 相互 关 

系 。 结 果 表 明 : 微生物 数量 和 真菌 的 多 样 性 在 不 同 利用 方式 土壤 中 的 分 布 是 ， 原 生 林 、 次 生 

林 、 幼 杉木 纯 林 ; 耕作 通常 使 条 件 更 有 利于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繁殖 ， 成 熟人 工 纯 林 和 旱地 的 土 

培 微 生物 数量 及 真菌 多 样 性 均 较 高 ;在 五 类 利用 方式 中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及 真菌 多 样 性 以 原 

生 林 最 高 ， 匾 地 最 低 。 

关键 词 ”利用 方式 ， 土 壤 微生物 ， 数 量 和 多 样 性 ， 人 为 干扰 ， 高 黎贡山 

分 天 三 症 @i938I 

高 黎贡山 位 于 滇 西北 中 缅 边境 地 区 。 由 于 其 多 种 多 样 的 森林 类 型 、 生 物资 源 、 人 文 
景观 和 地 理 景 观 ， 早 已 引起 世界 性 的 广泛 关注 。 高 黎贡山 山体 宏大 ， 上 半 部 是 国家 级 自 
然 保护 区 ， 分 布 着 多 种 类 型 的 原生 植被 和 丰富 的 生物 资源 ; 下 部 从 1500m 开始 有 村 庄 
分 布 ， 近 10 年 来 ， 由 于 人 口 激增 ， 森 林 大 量 被 砍伐 、 放 牧 或 开 尾 成 农田 或 人 工 纯 林 ， 
有 的 土地 则 退化 成 荒草 坡 ; 山 底 部 的 次 生 林 基 本 上 已 被 砍 光 ， 同 时 ， 也 对 自然 保护 区 森 
林 和 生物 资源 产生 了 很 大 的 威胁 。 森 林 与 生物 资源 的 不 当 管 理 ， 随 着 人 口 增长 ， 导 致 十 
地 资源 退化 ， 自 然 灾 害 频繁 ， 大 量具 有 较 高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森林 资源 为 单一 农作物 或 单一 
经 济 作物 或 纯 林 所 替代 ， 这 种 状况 严重 地 影响 着 农村 的 持续 发 展 ， 森 林 资 源 的 合理 利 
用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 农 村 种 植 业 、 林 业 的 发 展 ， 已 成 为 一 个 社会 持续 发 展 的 问题 ， 
并 引起 了 国内 外 学 者 的 广泛 关注 。 

土壤 微生物 积极 参与 生态 系统 的 物质 循环 和 能 量 流动 ， 其 生命 活动 直接 影响 生态 系 
统 的 结构 和 功能 ， 而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繁殖 又 受到 人 类 活动 的 严重 影响 。 我 们 研究 了 高 
黎贡山 不 同 土地 利用 方式 对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的 影响 ， 为 探讨 森林 资源 的 合理 利 
用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与 社会 协调 持续 发 展 的 有 效 途径 商定 基础 。 

1 材料 与 方法 
1.T 采样 

研究 地 点 位 于 云南 省 西北 部 保山 地 区 境内 ， 在 高 黎贡山 东 坡 中 下 部 ， 选 择 不 同 土地 

x 本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云南 植物 研究 》，( 增 刊 XID) : 84 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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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方式 ， 于 1995 年 8 一 9 月 采用 混合 取样 法 采集 表层 土壤 (0 一 20cm) 。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见 表 1.。 利用 方式 包括 原生 林 、 次 生 林 、 人 工 纯 林 、 旱 地 和 荒地 五 大 类 。 其 中 ， 

原生 林 代 表土 壤 的 原始 利用 状况 ， 次 生 林 代 表 原 生 林 被 砍 做、 放牧 的 林地 利用 状况 ， 匾 

地 代表 林地 破坏 后 状况 ， 人 工 纯 林 和 旱地 代表 林地 晨 殖 为 农用 的 两 种 重要 利用 方式 。 

表 1 供 试 土壤 的 利用 状况 及 基本 性 质 

落 物 量 有 二 二 样 编 号 。 海拔 /rm 。。。 林 到 和 、 有 机 质 /只 有效 氨 /Cmg/1) 
原生 林 1 2200 常 绿 益 叶 林 Te6T 106.7 16. 59 5 且 7 

原生 林 2 1990 常 绿 阔 叶 林 1. 29 72.4 19. 38 442. 8 

原生 林 3 1880 常 绿 阔 叶 林 0. 85 70.5 14. 48 335.0 

次 生 林 4 1820 常 绿 益 叶 林 0.78 此 5 沁 6.79 189.0 

次 生 林 5 1630 常 绿 阔 叶 林 0. 57 8d 各 2. 54 113.0 

次 生 林 6 1400 常 绿 阔 叶 林 0. 92 46.4 3. 14 124. 3 

人 工 纯 林 7 1400 5 一 6 龄 杉木 林 0 30. 3 四 聘 84.0 

人 工 纯 林 8 1380 60 龄 核桃 林 0 28. 2 4. 57 2 下 2 

人 工 纯 林 9 1770 60 龄 板栗 林 0 48.9 6.01 256.6 

旱地 10 1290 玉米 地 0 26.5 1. 86 97. 3 

荒地 11 1300 荒草 0 基本 下 98.0 

1.2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测定 

细菌 、 真 菌 、 放 线 菌 的 数量 测定 采用 常规 测定 方法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土壤 所 1985)。 

1.3 土壤 小 型 真菌 的 分 离 鉴定 

参照 中 国 科 学 院 微 生物 所 (1973) 及 魏 景 超 〈1979) 。 

1.4 土壤 小 型 真菌 多 样 性 指数 的 测度 

物种 多 样 性 的 研究 方法 和 测度 指数 比较 多 ， 本 文 根 据 土壤 真菌 和 各 测度 指数 的 特点 

及 取样 数据 的 类 型 ， 选 择 应 用 了 Shannon-Wiener 指数 〈 百 ) 和 Simpson 指数 (了 ) 

(Pielou 1975) 。 

末 ' 三 一 >, P, 。lnP， 

0 (2) 

以 上 〈1) 和 2) 式 中 已 是 第 ; 个 属 的 多 度 比 例 ， 可 以 用 尸 =m/N 求 出 ; 于 是 第 

;个 属 的 菌株 数 ; N = > ;mu ,为 全 部 属 的 菌株 数 之 和 。 

以 上 两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在 动 植 物 群 落 研究 中 通常 以 种 为 测度 单位 ， 但 由 于 研究 方法 方 
面 的 困难 ， 以 属 和 科 等 较 高 分 类 阶 元 为 多 样 性 的 测度 单位 也 能 反映 一 个 特定 群落 的 物种 
多 样 性 特征 于 登 攀 等 ”1996)。 同 时 ， 和 群落 多 样 性 的 测度 是 从 动物 群落 多 样 性 的 测度 
发 展 起 来 的 ， 因 此 ， 其 测度 指标 多 为 个 体 数目 。 在 植物 个 体 数目 计数 困难 的 草 甸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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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 中 ， 用 盖 度 、 生 物 量 以 及 重要 值 等 作为 测度 指标 计算 群落 多 样 性 指数 ， 优 于 以 株数 
作为 测度 指标 计算 的 结果 〈 马 克 平 等 ”1995);， 且 动 物 群 落 也 有 以 群体 数 作为 测度 指标 
计算 多 样 性 指数 的 报道 〈 于 登 攀 等 ”1996)。 记 今 为 止 ， 人 们 试图 选择 易于 取得 的 指标 

进行 多 样 性 指数 的 计算 。 在 土壤 微生物 研究 中 ， 由 于 分 离 鉴定 的 困难 ， 土 壤 真 菌 群 落 多 
鉴定 到 属 。 本 文 应 用 以 上 公式 ， 根 据 微生物 的 特点 ， 以 菌株 数 为 计算 依据 ， 测 度 了 土壤 
真菌 属 级 的 多 样 性 指数 。 

2 结果 与 讨论 

2.1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受 利 用 方式 的 影响 ,由 表 2 可 见 ， 从 原生 林 、 次 生 林 、 幼 杉木 

(Cuzzz2z728gjazzza Lazzceolata ) 纯 林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降低 ; 核桃 (Juglaxs regia) 林 、 

板 票 〈Castanea aallissizza ) 林 和 旱地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较 高 。 在 五 类 利用 方式 中 ， 土 

壤 微 生物 数量 以 原生 林 最 高 ， 荒 地 最 低 。 

微生物 数量 在 不 同 利用 方式 土壤 中 的 分 布 与 土壤 有 机 质 含 量 有 关 ， 相 关 分 析 表 明 ， 

除 旱 地 因 耕 作 频 繁 ， 耕 作对 土壤 微生物 影响 较 大 外 ， 微 生物 总 数 CM) 与 有 机 质 含量 

COM) 之 间 呈 极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关系 : 

OM 王 0. 7664e" oaM ”及 =0.8757 mx 一 10 〈 旱 地 除外 ) 

这 表明 ，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是 影响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的 重要 因素 。 微 生物 主要 以 植物 残 体 为 营 

养 源 ，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的 差异 必然 导致 微生物 在 土壤 中 分 布 的 不 均一 性 。 原 生 林 被 砍伐 为 

次 生 林 后 ， 土 壤 有 机 质 含量 显著 下 降 ， 林 地 被 开明 或 破坏 后 ， 有 机 质 含 量 进 一 步 降低 ， 而 

核桃 林 和 板栗 林 每 年 都 要 烧毁 枯 落 物 〈 相 当 于 施肥 ) 的 管理 方式 又 使 有 机 质 含 量 增加 ， 不 

同 利用 方式 土壤 有 机 质 平均 含量 依次 为 : 原生 林 16. 82% (2 一 3)、 次 生 林 4. 16% (zx 王 

3)、 幼 杉木 林 2. 11% 、 旱 地 1. 86% 、 荒 地 1. 72% 、 核 桃 林 和 板栗 林 5. 29 和 % 。 

表 2 各 类 群 土壤 微生物 在 不 同 利用 方式 土壤 中 的 数量 〈 单 位 : 关 10' 个 /g 干 土 ) 

利用 方式 土 样 编号 细菌 真菌 放 线 菌 微生物 总 数 
原生 林 1 614.7 本 2 649. 3 

689.6 23.7 疝 | 825. 4 
464. 2 20.9 80.9 566.0 
353 3 沪 到 9 459.7 
RE T2.5 94.5 439.7 
318.4 16.8 41.4 376.6 
245. 8 16.9 24.6 287. 3 
461.5 5.8 128. 6 595.9 
366.8 8 44. 6 419.6 
505.7 10. 1 7 603.5 
146. 2 3.5 芒 怖 170.9 

污 

1 \ \ SS 2 BOD =ORR 情 已 

沫 押 鞍 苇 | 

适宜 植物 生长 的 恨 好 的 土壤 结构 主要 依赖 于 直径 为 1 一 10mm 的 水 稳定 性 团聚 体 ， 

而 土壤 微生物 和 有 机 质 在 团聚 体 的 形成 过 程 中 起 重要 作用 〈 埃 塞 林 顿 1989)， 有 机 物 

质 为 微生物 的 生长 提供 营养 源 ， 而 细菌 的 黏液 和 胶 质 以 及 真菌 、 放 线 菌 的 菌 丝 则 能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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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粒 。 但是，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有 机 质 含量 受到 人 类 活动 的 严重 影响 ， 并 与 植物 群落 

类 型 有 关 。 不 同人 为 干扰 方式 和 强度 形成 了 不 同 的 生境 和 植被 类 型 ， 不 同 植物 群落 的 种 

类 组 成 、 结 构 不 同 ， 所 形成 枯 落 物 的 量 和 营养 成 分 存在 一 定 差 异 ， 从 而 影响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有 机 质 含量 。 原 生 林 为 常 绿 阔 叶 林 ， 枯 落 物 易于 被 分 解 且 量 较 大 ， 加 之 土壤 水 

热 条 件 较 适宜 ( 表 1) ， 所 以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最 丰富 ， 土 壤 也 较 肥 沃 。 砍 做、 放牧 使 次 

生 林 的 植被 遭受 破坏 ， 枯 落 物 量 减 少 ， 土 壤 含水 量 降低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肥力 降低 。 

植被 完全 了 砍 烧 后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肥力 状况 有 一 个 退化 和 恢复 的 过 程 ， 砍 烧 后 5 年 ，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肥力 状况 已 降 至 较 低 水 平 〈 张 薄 ”1996)， 次 生 林 完 全 砍 烧 种 杉木 

5 一 6 年 ， 加 之 杉木 的 枯 落 物 不 易 被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动物 分 解 ， 故 幼 杉 木 纯 林 的 土壤 微 

生物 数量 和 肥力 仅 比 荒地 略 高 。 耕 作 通 常 使 条 件 更 有 利于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繁殖 ， 如 耕地 

的 犁 翻 ， 核 桃 林 和 板栗 林 每 年 都 要 烧毁 枯 落 物 〈 相 当 于 施肥 ) 等 ， 从 而 使 成 熟人 工 纯 林 

和 旱地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较 高 。 

研究 表明 ， 土 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结构 主要 受 有 机 质 的 影响 ， 林 地 被 开明 或 破坏 后 ， 有 

机 质 补充 减少 或 分 解 减 慢 ， 加 之 水 热 条 件 的 改变 ， 是 导致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降低 和 团聚 体 

稳定 性 下 降 的 重要 原因 。 因 此 ， 若 能 增加 有 机 质 的 投入 ， 改 善 环境 条 件 〈 如 实施 混 农 林 

系统 ) ， 将 减少 对 土壤 微生物 的 破坏 ， 增 加 土壤 微生物 和 水 稳定 性 团聚 体 的 数量 ， 控 制 

土壤 结构 的 稳定 性 ， 从 而 有 利于 植被 的 生长 。 耕 作 通 常 使 士 壤 微生物 数量 增加 ， 有 关 原 

理 仍 未 完全 清楚 〈 亚 历 山大 1983) 。 

2.2 土壤 小 型 真菌 的 多 样 性 

不 同 利 用 方式 土壤 真菌 的 多 样 性 和 属 的 分 布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从 表 3 可 见 ，Simpson 

指数 和 Shannon-Wiener 指数 反映 出 基本 一 致 的 趋势 。 原 生 林 的 多 样 性 指数 较 高 ， 从 原 
生 林 、 次 生 林 、 幼 杉木 纯 林 ， 多 样 性 指数 呈 降 低 趋 势 ; 成 熟人 工 纯 林 和 耕地 的 多 样 性 指 

数 有 所 回升 ;在 五 类 利用 方式 中 ， 荒 地 的 多 样 性 指数 最 低 。 土 壤 小 型 真菌 多 样 性 指数 的 
测度 结果 与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的 测定 结果 基本 是 一 致 的 。 从 属 的 分 布 来 看 ， 原 生 林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多 ， 平 均 分 离 到 12 个 属 22. 7 株 菌 ;其 次 为 次 生 林 ， 平 均 分 离 到 9.7 个 属 22. 3 

株 菌 ; 成熟 人工 纯 林 和 耕地 平均 分 离 到 7. 0 个 属 12. 3 株 菌 ， 为 第 三 ; 荒地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少 ， 为 5. 0 个 属 14. 0 株 菌 。 

表 3 利用 方式 对 土壤 真菌 多 样 性 的 影响 

利用 方式 土 样 编号 属 数 菌株 数 Simpson 指数 Shannon-Wiener 指数 

原生 林 12 20 0. 890 2. 346 

12 24 0. 726 1. 878 

2 24 0.726 1. 878 

11 24 全 22 1. 820 

24 0. 722 1. 820 

7 19 0.576 1 2302 

8 25 0. 569 了 3 

伙 2 0. 708 1. 589 

7 

7 

D 

党 虑 去 

忆 ov 卢 员 已 一 

-一 一 

12 0.708 1. 589 

13 0.734 1. 631 

14 0. 543 下 尼 22 齐 荆 书 所 



Shannon-Wiener 指数 和 Simpson 指数 的 梯度 变化 可 在 一 定 程度 上 间接 说 明生 境 条 

件 的 差异 。 一般 而 言 ， 生 境 条 件 越 适 宜 ， 多 样 性 就 越 高 ， 也 就 是 说 ， 和 群落 的 多 样 性 指数 

可 用 来 衡量 其 环境 的 优 劣 。 原 生 林 下 土壤 真菌 两 个 多 样 性 指数 均 较 高 ， 说 明 其 生境 条 件 

适宜 于 大 多 数 土 壤 真菌 的 生长 。 次 生 林 的 植被 遭受 破坏 、 枯 落 物 量 减 少 ， 土 壤 含水 量 和 

养分 含量 降低 〈 表 1) ， 多 样 性 指数 降低 。 次 生 林 被 垦殖 为 纯 林 的 初期 ， 土 壤 真菌 多 样 

性 指数 会 降低 ， 但 耕作 使 多 样 性 指数 有 所 回升 。 荒 地 是 林地 破坏 后 土壤 退化 的 结果 ， 其 

地 表 裸 露 ， 土 壤 板 结 ， 水 土 流失 严重 ， 土 壤 贫 兰 ， 小 气候 变 得 干 热 ， 很 多 小 型 真菌 因为 

环境 条 件 的 恶化 绝迹 了 ， 仅 留 下 一 些 能 耐 受 干 旱 贫 将 等 恶劣 环境 条 件 的 物种 生存 ， 如 青 

霉 属 (Peizczllizz)、 曲 霉 属 (Aspergillxs) 、 毛 霉 属 (Muwcor) 等 ， 这 3 个 属 分离 到 的 

菌株 数 之 和 占 总 菌株 数 的 比例 是 ， 原 生 林 40%、 次 生 林 56. 1% 、 幼 杉木 纯 林 64. 0%、 

荒地 85.7% ， 呈 递增 趋势 。 荒 地 的 生境 条 件 不 利于 大 多 数 土壤 真菌 的 生长 ， 所 以 多 样 

性 指数 最 低 。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 真 菌 多 样 性 及 属 的 分 布 ， 在 高 黎贡山 东 坡 不 同 利用 方式 土壤 中 的 

变化 趋势 基本 是 一 致 的 。 高 黎贡山 上 半 部 的 原生 林 为 其 周围 生存 的 22 万 人 口 提供 了 丰 

富 的 自然 资源 ， 而 人 为 和 干扰、 砍伐 、 放 牧 和 单一 种 植 在 使 森林 植被 遭受 破坏 的 同时 ， 也 

对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状况 产生 了 很 大 程度 的 影响 。 应 对 高 黎贡山 的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妥 为 管理 和 保护 ， 采 取 切 实 措施 〈 如 实施 混 农 林 系 统 ) ， 避 免 这 一 状况 的 进一步 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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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fluence of Land Use on Numbers and Diversity of 

soil Microorganisms in Caoligong Mountains 

ZHANG Ping: DAO Zhi-ling” GUO Hui-junz LONG Bi-yunl 

(1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 

〈2 下 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3 玫 unming Branch，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022) 

Abstract In this paper microbial quantity，diversity，and generic distribution in 

solls of different land uses in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determined.。 The relationship 

2 



between their distribution in soils of different land uses with human disturbance and en- 

vironmental elements is also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oil microbial quan= 

tity and fungal diversity decreases from original forests，secondary forests to young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plantations，Cultivation ls _ usually favorable to soil microbial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了 Both soil microbial quantity and fungal diversity are higher in 

mature artificial plantations and upland fields; solil microbial quantity and fungal diversi- 

ty are the highest in original forests and the lowest in degraded lands among all land use 

types. 

Key words Land use，sSoil mlicrobe，Quantity and diversity，Artificial disturb= 

ance，Gaojligong Mountains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土壤 真菌 资料 调查 名 录 初 报 ， 
求 荡 部 矢 军 。 刀 志 ， 

《1 中 国 科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昆明 分 部 ， 昆 明 650223) 

《2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分院 ) 

《3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究 所 ) 

摘 要 报道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调查 所 发 现 的 各 类 土壤 真菌 资源 情况 ， 共 发 现 土壤 
真菌 28 个 属 。 分 隶 于 3 纲 6 目 11 科 ， 其 中 以 丛 梗 孢 科 占 绝对 优势 ， 有 11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37. 9%， 上 暗 梗 钨 科 有 5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17. 2% ， 为 次 优势 类 群 。 有 关 菌 种 保存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微生物 生态 学 实验 室内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自 然 保 护 区 ， 土 壤 真菌 ， 名 录 

高 黎贡山 位 于 演 西 北 中 缅 边境 的 横断 山地 区 。 由 于 其 多 种 多 样 的 森林 类 型 、 生 物资 

源 早 已 引起 世界 性 的 广泛 关注 ， 同 时 ， 被 认为 是 世界 植物 与 动物 起 源 与 分 化 的 关键 地 

区 ， 是 具有 国际 意义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 并 已 于 1983 年 被 确定 为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由 于 其 特殊 的 地 质 历 史 和 地 理 位 置 ， 以 及 南北 走向 的 高 山峡 谷 ， 成 为 东南 、 西 北 植 

物 与 动物 交汇 地 带 和 第 四 纪 冰 期 的 动 植物 避难 所 。 在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1.2 义 10: 

hm” 面积 内 ， 已 知 1700 种 植物 ，347 种 鸟 类 ，117 种 兽 类 ，844 种 昆虫 ， 其 中 有 58 种 

植物 ，81 种 动物 列 人 国家 级 保护 动 植物 ， 这 在 全 国 是 罕见 的 ， 然 而 ， 这 仅仅 是 高 黎 贡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丰富 的 生物 资源 的 一 部 分 ， 尤 其 是 微生物 资源 的 调查 尚未 报道 。 

高 黎贡山 山体 宏大 ， 气 势 雄伟 ， 上 半 部 〈3500 一 1880m) 的 原生 植被 保存 较 好 ， 生 

物资 源 十 分 丰富 ;而 下 部 (1500m 以 下 ) 有 村 庄 分 布 ， 近 10 年 来 ， 由 于 人 口 激 增 ， 森 

林 大 量 被 砍伐 、 放 牧 和 开垦 农田 或 人 工 纯 林 ， 山 底部 的 次 生 林 基本 上 已 被 砍 光 。 同 时 ， 

也 对 自然 保护 区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产生 了 很 大 的 威胁 。 如 何 加 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 减 轻 对 自然 保护 区 的 压力 ， 已 成 为 一 个 节 待 解决 的 课题 ， 并 引起 了 国 

内 外 学 者 的 广泛 关注 。 

真菌 是 自然 生态 系统 中 有 机 物 的 主要 分 解 者 ， 同 时 有 不 少 为 有 利于 植物 生长 的 菌 根 

菌 或 对 植物 有 害 的 病原 菌 ， 部 分 还 有 一 定 的 经 济 意 义 ， 种 类 相当 丰富 。 从 1995 年 起 ， 

对 高 黎贡山 的 森林 类 型 和 生物 资源 进行 了 3 年 的 调查 研究 ， 力 图 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 

理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 本 文 是 土壤 真菌 资源 调查 的 部 分 结果 ， 关 于 这 方面 

的 工作 尚未 见报 道 。 

1 材料 与 研究 方法 

采集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不 同 植被 类 型 下 的 土 样 共 22 份 ， 采 用 马丁 培养 基 平板 表 

< 本文 1998 年 发 表 于 《生态 科学 》，17(2): 111 一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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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涂抹 法 分 离 鉴定 土壤 小 型 真菌 ， 得 到 了 初步 的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土壤 真菌 的 科 属 

名 录 。 

2 绪 林 
共 得 到 土壤 真菌 28 属 ， 分 隶 于 3 纲 6 目 11 科 ， 比 从 哀 牢 山 分 离 到 的 种 类 丰富 。 其 

中 以 从 梗 孢 科 占 绝对 优势 ， 有 11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37. 9%; 暗 梗 孢 科 有 5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17. 2%% 为 次 优势 类 群 ;， 第 3 为 内 孢 霉 科 有 3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10. 4%; 第 4 位 为 毛 霉 

科 有 2 个 属 占 总 属 数 的 6. 9%; 其 余 各 科 均 是 每 科 有 1 个 属 各 占 总 属 数 的 3. 4%。 

半 知 菌 类 Fungi Imperfecti 

从 梗 孢 目 Moniliales 

从 梗 孢 科 Moniliaceae 

1. 青 霉 属 PcmzczlLzz77z 

2. 木 霉 属 T7rzcnoderzza 

3. 拟 青 霉 属 Paeczlo yces 

4. 球 孢 霉 属 Coccospora 

5. 曲霉 属 AszpergiLlus 

6. 单 端 孢 霉 属 DiC&ymzozszs 

7. 聚 端 孢 霉 属 T7rzcjhno 态 sciz77a 

8. 短 链 隐 霉 属 SelezzotiLa 

9. 简 梗 孢 霉 属 Chzromzzoszarzz77z 

10. 头孢 霉 属 Cepjpaloszporziu7a 

11， 轮 枝 霉 属 Vertzczllzzzma 

暗 梗 孢 科 Deraatiaceae 

12. 单 孢 枝 霉 属 互 ormmzodocenadrx7a 

13. 假 黑 粉 霉 属 Comzoszporzz77z 

14. 墨 营 花 霉 属 Perzcozmza 

15. 结实 串 孢 霉 属 瓦 ormzsczz77z 

16. 单 头 孢 霉 属 Mozotoszora 

瘤 王 孢 科 Tuberculariaceae 

17. 镁 刀 菌 属 Fusarzz7a 

无 孢 菌 群 Mycelia Sterilla 

菠 菌 纲 Phycomycetes 

毛 霉 目 Mucorales 

内 襄 霉 科 Endogonaceae 

18. 内 襄 霉 属 Erzdogone 

小 克 银 汉 霉 科 Cumminghamellaceae 

19. 小 克 银 汉 霉 属 Cxwzzzzz7zzgjhazzelia 

被 孢 霉 科 Mortierellaceae 

20. 单 囊 霉 属 瓦 aploszpora7zgz277 

毛 霉 科 Mucoraceae 

21. 犁 头 霉 属 Apadadia 

22. 毛 霉 属 Mwcor 

子宫 菌 纲 Ascomycetes 

曲霉 目 Eurotiales 

头 囊 菌 科 Cephalothecaceae 

23. 头 宫 菌 属 Cepjpnalotpeca 

酵母 目 Endomycetales 

内 隐 霉 科 Endomycetaceae 

24. 单 赛 菌 属 下 remzascas 

25. 拟 内 允 霉 属 尼 Ecomycozpszs 

26. 头面 霉 属 Ascocype 

酱 霉 科 Ascoideaceas 

27. 酱 霉 属 Ascoidea 

球 壳 菌 目 Sphaeriales 

毛 过 菌 科 Chaetomiaceae 

28. 毛 壳 菌 属 Chaetozzazz77z 

显然 ， 这 仅仅 是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土壤 真菌 资源 中 极 少 的 一 部 分 ， 整 个 高 黎 
贡 山 丰富 的 真菌 资源 有 待 进一步 调查 ， 尤 其 是 那些 与 植物 共生 的 菌 根 真 菌 、 类 和 群 楷 

多 的 担子 菌 ， 以 及 森林 凋落 物 分解 微 生物 的 多 样 性 及 生态 学 意义 的 研究 ， 将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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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List of Soil Fungi from Gaoligong 

Mountains Nature Reserve 

ZHANG Ping: GUO Hui-jun2 DAO Zhi-lings 

(1 Tropical Botanic Garden of Xishuangbanna，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Kunming 650223) 

(2 人 Kunming Bran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3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soil fungi from national Gaoligong Mountains na- 

ture reserve in Yunnan Province。All 28 genera are listed，they are belonging to 3 clas- 

ses，6 orders，11 families， The predominant fungi are Moniliaceae belonging to 11 gene- 

ra with a proportion of 37.9% in all genera，and the second are 5 genera of Dematiaceae 

with a proportion of 17. 2% in all genera.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Nature reserve，Soil fungl，List 

e 7iL5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生态 分 布 及 其 生化 特性 的 研究 

天 “省 1 部 凿 军 。 杨 世 话 ? 刀 志 灵 
(1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生 态 研 究 所 ， 昆 明 650223) 

(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摘 要 研究 了 高 黎贡山 东 坡 不 同 海拔 高 度 的 自然 林 、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和 人 为 干扰 强度 的 

集体 林 、 不 同 权 属 森林 和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及 某 些 生化 特性 。 结 果 表 明 ， 在 

高 黎贡山 上 半 部 ， 自 然 林 随 海拔 降低 、 土 壤 微 生物 数量 及 活性 升 高 。 而 下 半 部 ， 集 体 林 随 海 

拔 降 低 ， 人 为 干扰 强度 和 频率 增加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活性 降低 ; 森林 权 属 从 国有 -集体 -个 

人 ， 土 壤 微 生物 数量 及 活性 降低 ; 森林 被 纯 林 替代 后 ， 土 壤 微 生物 数量 及 活性 迅速 降低 ， 但 

耕作 通常 更 有 利于 微生物 繁殖 。 高 黎贡山 中 部 〈 海 拔 2000m 左右 ) 的 自然 植被 下 土壤 微 生 

物 含量 丰富 且 活 性 较 高 ， 但 海拔 高 气温 低 不 利于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繁殖 及 进行 生物 化 学 变化 。 

另 一 方面 ， 森 林 植 被 的 过 分 砍伐 和 利用 也 使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活性 降 至 较 低 水 平 。 

关键 词 ”自然 林 ， 集 体 林 ， 土 壤 微 生物 ， 纯 林 ， 高 黎贡山 

了 E 

高 黎贡山 位 于 演 西 北 中 缅 边 境 的 横断 山地 区 〈98"34' 一 98"50' 下 ，24"56 一 26"09N)， 

是 具有 国际 意义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 其 中 上 部 已 于 1983 年 被 确定 为 国家 级 自然 保 

护 区 。 在 高 黎贡山 东 坡 ， 怒 江 峡 谷 海拔 764m (气候 干燥 炎热 )， 顶 部 海拔 3100m “〈 年 均 

气温 127C 左 右 ， 气 候 恶劣 )， 相 对 高 差 达 2340m， 形 成 了 明显 的 生物 、 气 候 垂直 带 谱 。 

分 布 着 多 种 植被 类 型 。 在 这 个 海拔 范围 内 ， 高 黎贡山 上 半 部 (1880m 以 上 ) 人 为 干扰 

较 小 ， 森 林 植 被 保存 较 好 ， 形 成 自然 植被 的 垂直 地 带 。 而 下 半 部 有 村 庄 分 布 ， 由 于 人 的 

活动 及 农村 政策 ， 形 成 了 不 同 海拔 和 人 为 干扰 的 集体 林 ， 不 同 权 属 森林 及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的 土壤 。 关 于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方面 的 研究 工作 尚未 见报 道 ， 本 文 研究 了 高 黎 贡 

山 的 土壤 微生物 生态 分 布 和 生化 特性 ， 力 图 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与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 

2 ”材料 与 方法 
2.1 供 试 土 样 

供 试 土 样 采 自 高 黎贡山 东 坡 从 海拔 760m 的 经 江 江 心 半 岛 至 山顶 海拔 3100m 的 广大 

地 区 。 和 采用 混合 采样 法 ， 即 在 同一 块 样 地 内 ， 按 梅花 形 控 5 穴 采 土 混 匀 为 一 土 样 ， 共 得 

土 样 19 份 ， 分 属于 : .GO 不 同 海拔 高 度 的 自然 林 土 壤 ，@)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和 人 为 干扰 强度 

< 本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应 用 生态 学 报 》，10(1):， 74 一 78。 

ss 



的 集体 林 土 壤 ，@ 不 同 权 属 的 森林 土壤 ; 四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的 土壤 。 根 据 不 同样 地 的 

枯 落 物 状况 ， 在 统一 的 综合 研究 标准 地 内 ， 按 不 同 深 度 采 取 土 样 ， 除 去 石 粒 及 须根 ， 塑 

料 袋 包装 ， 带 回 室内 5C 保 存 进 行 各 项 测定 。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列 于 表 1 中 11 号 样 
地 ， 板 票 〈Castazrea 7azollissiz2a ) 纯 林 、 核 桃 (Juglarns regia) 纯 林 和 玉米 (Zec 

my5) 旱地 坡度 为 12 左右 ， 其 余 样 地 的 坡度 为 30 左右 。 

表 1 不 同 林地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枯 枝 落叶 层 
海拔 高 度 

TEN / (kg/mz2 ) 人 凶 名 cm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针 叶 林 

针 叶 林 

高 山 灌 丛 草 多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从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幼 杉木 纯 林 (5 一 6 年 ) 

板栗 纯 林 

核桃 纯 林 

玉米 旱地 

注 : I 自然 林 ;， 开 集体 林 ;，II 不 同 权 属 ，IV 土壤 利用 。 

2.2 土壤 微生物 测定 

细菌 数 : 肉 襄 蛋白 肛 琼 脂 平板 表面 涂抹 法 。 真 菌 数 : 马丁 〈Martin) 培养 基 平板 表 

面 涂抹 法 。 放 线 菌 数 : 高 泽 一 号 合成 培养 基 平 板 表面 涂抹 法 。 纤 维 素 分 解 菌 数 : 赫 奇 逊 
氏 《〈Hutchinson) 培养 基 平板 表面 加 滤纸 注入 土壤 悬 液 法 。 

固氮 作用 采用 土壤 培养 测 全 所 法 ， 计 算 土 壤 中 N 的 增加 量 ， 呼 吸 作 用 采用 碱 吸收 

滴定 法 ， 计 算 CO* 释放 量 ; 纤维 素 分 解 强度 采用 埋 布 片 法 分 析 布 条 失重 量 。 

11 

III2 国有 林 

1 (争议 ) 

3( 集 体 林 ) 

8( 自 留山 ) 

IV17 

16 

I8 

19 

1 



3 结果 与 讨论 
3.1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分 布 

3.1.1 自然 植被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分 布 

由 表 2 可 见 ， 较 低 海 拔 的 自然 植被 各 类 微生物 数量 最 丰富 ， 随 海拔 升 高 《2410 一 

3100m) ， 植 被 从 常 绿 阔 叶 林 ， 针 叶 林 ， 高 山 灌 丛 草 甸 ， 各 类 微生物 的 数量 降低 ， 其 中 ， 

针 叶 林 的 放 线 菌 数量 较 高 。 在 各 类 微生物 中 ， 细 菌 所 占 比例 最 大 〈82 办 一 99. 3%%)， 其 

次 是 放 线 菌 ， 第 三 为 真菌 。 高 山 灌 丛 草 甸 土 壤 微生物 主要 由 细菌 组 成 ， 放 线 菌 和 真菌 数 

量 很 低 。 

表 2 和 LU 0 3) 

ED 数 /%% 数 /%% 数 / 只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针 叶 林 

针 叶 林 

高 山 灌 
丛 草 和 名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干 热 河 谷 
黎 树 灌 从 

常 绿 阔 叶 林 

常 绿 阔 叶 林 

纤维 素 分 
解 菌 (X104 

ME 于 料 ) 

1]1 

2( 国 有 林 ) 

1] (争议 ) 常 绿 阔 叶 林 | 

3( 集 体 林 ) 常 绿 阔 叶 林 了 

8( 自 留山 ) 常 绿 阔 叶 林 2.3 

幼 杉 木 纯 林 

板栗 纯 林 

核桃 纯 林 

玉米 旱地 

注 : 只 统计 细菌 和 真菌 。 

TS” 



3.1.2 不 同 集体 林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分 布 

除 处 于 江 心 半 岛 的 11 号 样 地 外 ， 集 体 林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均 低 于 较 低 海拔 的 自然 

林 ， 同 时 又 高 于 较 高 海拔 的 自然 林 ， 与 自然 林 相 比 ， 集 体 林 细 菌 占 微生物 总 数 的 比例 较 
低 ， 多 在 70 办 左右 ， 真 菌 数量 相差 不 大 ， 放 线 菌 数量 较 高 ， 在 微生物 总 数 中 所 占 比 例 
也 较 大 。 随 海拔 降低 ， 植 被 从 常 绿 阔 叶 林 一 干 热 河 谷 稀 树 灌 丛 ， 集 体 林 的 细菌 和 真菌 数 
量 降低 ， 而 放 线 菌 数量 升 高 。 

3.1.3 不 同 权 属 森林 和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分 布 

由 表 2 可 见 ， 从 国有 林 ~ 集 体 林 -> 自 留 山 -> 幼 杉 本 〈Czxzzzzz72gha772za La7zzceolata ) 纯 

林 ， 各 类 微生物 数量 降低 ， 处 于 国有 林 与 集体 林 之 间 的 有 争议 部 分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稍 

高 。 在 4 种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中 ， 幼 杉木 纯 林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较 低 ， 其 余 3 种 都 较 

高 . 放 线 菌 数量 以 核桃 纯 林 较 高 。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分 布 与 各 类 微生物 的 生物 学 特性 及 生态 环境 有 关 ， 高 黎 

贡 山 的 气候 和 植被 垂直 分 布 明 显 ， 从 怒江 峡谷 到 山顶 部 ， 包 括 从 热带 到 亚热带 到 温带 等 

气候 类 型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微 生物 数量 随 着 由 冷 到 温暖 的 气候 环境 而 增加 ， 所 以 高 黎 贡 

山 自 然 植 被 随 海拔 降低 ， 微 生物 数量 增加 ;， 同时， 人 类 活动 是 干扰 源 ， 低 水 平 干扰 可 增 

加 微生物 数量 和 种 类 ， 表 现 为 有 争议 部 分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稍 高 ， 但 是 随 着 人 为 干扰 频率 

和 强度 的 增加 ， 又 使 微生物 数量 和 种 类 降低 ， 表 现 为 从 国有 林 -> 集 体 林 - 自 留 山 一 幼 杉 

木 纯 林 ， 随 着 森林 所 有 权 从 国家 所 有 -集体 所 有 〈 队 有 ) 一 个 人 所 有 ， 砍 伐 越 来 越 严 

重 ， 最 后 全 部 砍 烧 后 种 上 杉木 ， 各 类 微生物 数量 降低 。 同 样 ， 高 黎贡山 下 半 部 随 海 拔 降 
低 ， 气 候 变 热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 微 生物 数量 应 增加 ， 而 实际 情况 是 ， 高 黎贡山 下 半 部 有 

村 社 分 布 ， 随 海拔 降低 村 落 越 多 且 越 接近 公路 ， 即 人 为 干扰 频率 和 强度 增加 ， 表 现 为 集 

体 林 随 海拔 降低 微生物 数量 降低 。 处 于 江 心 半岛 的 11 号 样 地 ， 由 于 地 理 位 置 特殊 ， 人 

为 干扰 相对 较 小 ， 微 生物 数量 就 比较 高 。 

4 种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分 布 不 同 ， 植 被 完全 砍 烧 后 ， 土 壤 微生物 

状况 有 一 个 退化 和 恢复 过 程 ， 烧 后 5 年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已 降 至 较 低 水 平 。 耕 作 通 常 使 

条 件 更 有 利于 微生物 繁殖 ， 如 玉米 旱地 犁 翻 ， 板 栗 林 每 年 都 要 烧毁 枯 落 物 〈 相 当 于 施 

肥 ) 等 ， 这 些 都 将 改良 土壤 表层 的 结构 、 和 孔隙 度 、 肥 力 等 ， 从 而 有 利于 微生物 繁殖 ， 所 

以 4 种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中 ， 幼 杉木 纯 林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较 低 ， 其 余 3 种 都 较 高 。 

一 般 认 为 ， 细 菌 喜欢 湿润 ， 能 耐 受 低 氧 水 平 ;， 真菌 耐 干 ， 不 能 耐 受 低 氧 水 平 ， 放 线 

菌 具 有 喜 热 耐 旱 的 特性 ， 其 生长 慢 ， 参 与 难 分 解 物质 的 分 解 ， 只 有 当 土 壤 中 各 类 微生物 

竞争 的 压力 减少 时 才 出 现 ， 由 于 各 类 微生物 其 有 不 同 的 生物 学 特性 ， 高 黎贡山 各 大 类 和 群 

微生物 的 分 布 具有 各 自 的 特点 。 由 表 2 可 见 ， 自 然 植被 细菌 占 微生物 总 数 的 比例 大 于 集 

体 林 ， 高 山 灌 丛 草 甸 土壤 微生物 主要 由 细菌 组 成 ， 放 线 菌 和 真菌 的 数量 很 低 ， 这 与 自然 

植被 的 土壤 含水 量 及 海拔 较 高 ( 表 1) ， 细 菌 喜 湿 能 耐 受 低 氧 水 平 ， 而 真菌 不 能 耐 受 低 

氧 水 平 ， 放 线 菌 喜 热 耐 旱 等 特性 有 关 。 集 体 林 所 处 的 海拔 低 于 自然 植被 ， 由 于 海拔 的 降 

低 和 植被 的 破坏 等 原因 ， 环 境 变 得 干 热 ， 喜 热 耐 旱 的 放 线 菌 大 量 繁殖 ， 所 以 集体 林 放 线 

菌 数量 较 高 。 在 微生物 总 数 中 所 占 比 例 也 较 大 ， 且 随 海拔 降低 呈 增 大 趋势 。 针 叶 林 和 核 
有 



桃 纯 林 的 放 线 菌 数量 较 高 ( 表 2) ， 可 能 与 针 叶 林 凋落 物 中 针 叶 及 核桃 林 凋 落 物 中 含有 

保存 性 物质 〈 如 单 宁 ) 较 难 分 解 有 关 ， 表 现 出 放 线 菌 参与 难 分 解 物质 分 解 的 特性 

3.2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活性 的 变化 

3.2.1 土壤 呼吸 作用 强度 的 变化 

土壤 呼吸 作用 强度 是 衡量 土壤 微生物 活性 的 总 指标 ， 而 土壤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可 以 反 

上 映 土壤 的 潜在 生物 活性 ， 在 某 种 程度 上 代表 土壤 降解 简单 糖 类 的 能 力 。 在 有 机 残 体 分 解 
过 程 中 ， 可 以 根据 CO, 释放 量 来 判断 有 机 残 体 的 分 解 速度 和 强度 。 

由 表 3 可 见 ， 高 黎贡山 土壤 呼吸 作用 和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的 变化 与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变 

化 一 致 ， 即 自然 植被 随 海拔 降低 ， 气 温 升 高， 土壤 呼吸 作用 强度 和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增 
强 ， 而 集体 林 随 海拔 降低 ， 两 指标 均 降 低 ， 这 说 明 在 高 黎贡山 ， 无 论 是 总 的 生物 活性 强 

度 ， 还 是 潜在 的 生物 活性 强度 ， 都 是 山中 部 的 自然 植被 最 高 ， 山 上 部 的 目 然 植被 和 下 部 
的 集体 林 都 较 低 ， 且 随 海拔 升 高 或 降低 均 呈 降低 趋势 。 从 大 多 数 气候 地 带 的 温度 来 看 ， 

越 温 暖 越 有 利于 微生物 群体 的 生物 化 学 变化 。 自 然 植被 土壤 微生物 活性 的 变化 说 明了 这 

一 点 。 而 集体 林 由 于 人 为 活动 的 干扰 并 不 遵循 这 一 规律 ， 集 体 林 土壤 微生物 活性 随 海拔 

降低 而 降低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映 出 随 人 为 干扰 强度 和 频率 的 增加 ， 土 壤 微生物 群体 生物 
化 学 变化 的 速度 和 强度 降低 《降解 有 机 残 体 的 速度 和 强度 降低 )， 人 的 活动 通过 影响 微 
生物 的 生长 环境 如 土壤 含水 量 、 通 气 状况 、 有 机 物质 等 因素 ， 从 而 影响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 
量 及 活性 。 

不 同 权 属 森林 和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的 测定 结果 表明 〈 表 3)。 从 国有 林 一 争议 一 集 
体 林 -> 自 留 山 -~ 幼 杉木 林 ， 土 壤 呼吸 作用 和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明 显 降低 。 人 工 纯 林 和 耕地 
的 土壤 呼吸 作用 和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都 很 低 ， 说 明和 森林 权 属 从 国有 ~ 集体 个 人 ， 私 有 化 
程度 提高 ， 人 为 干扰 增强 ， 土 壤 总 生物 活性 及 潜在 生物 活性 强度 降低 ， 土 壤 降解 有 机 残 
体 的 速度 和 强度 降低 。 土 壤 总 的 生物 活性 及 洪 在 的 生物 活性 强度 ， 在 高 黎贡山 东 坡 不 同 
自然 林 和 集体 林 ， 不 同 权 属 森 林 和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土壤 中 ， 以 山 底 部 的 集体 林 和 人 工 
纯 林 及 耕地 最 低 。 

3. 2.2 土壤 固 所 作用 、 纤 维 素 分 解 强度 和 芽孢 杆菌 数量 的 变化 

固 所 作用 的 测定 结果 表明 ， 几 乎 只 是 自然 植被 下 的 土壤 才 具 有 明显 的 固氮 作用 ， 且 
随 海拔 升 高 而 降低 。 从 国有 林 ->~ 争 议 一 集体 林 ~ 自 留山 ， 土 壤 固氮 作用 强度 降低 ， 人 工 

纯 林 和 耕地 土壤 已 测 不 出 明显 的 固氮 作用 。 已 有 人 研究 得 出 ， 固 氮 数 值 低 的 原因 大 概 是 

有 效 碳 源 的 缺乏 ， 但 与 湿度 、 温 度 低 有 关 ， 固 氮 作 用 所 得 出 的 结果 与 呼吸 作用 及 代谢 葡 
萄 糖 能 力 的 结果 一 致 。 

纤维 素 是 组 成 植物 组 织 的 主要 成 分 ， 纤 维 素 分 解 菌 对 纤维 素 的 分 解 作用 是 自然 界 碳 
元 素 循环 的 基础 。 芽 孢 杆菌 是 一 类 具有 较 强 氢化 作用 能 力 的 菌 群 ， 其 数量 变化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映 了 土壤 中 有 机 氮 化 合 物 分 解 过 程 的 强度 。 高 黎贡山 不 同 自然 植被 和 集体 林 土 壤 
纤维 素 分 解 强 度 和 芽 孢 杆菌 数量 的 变化 与 固氮 作用 及 呼吸 作用 的 变化 基本 一 致 ， 也 是 较 

低 海 拔 的 目 然 林 较 高 ， 随 海拔 升 高 或 降低 均 呈 下 降 趋势 。 不 同 权 属 和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wa 7201。 



表 3 不 同 林地 土壤 微生物 活性 强度 的 变化 

固 氨 作用 “| 呼吸 作用 和 
土 样 编号 植被 类 型 (mg/100g /CO 由 | /COsml/g 干 土 ( 布 条 减 重 量 ) | ,xlotind 。 

7 / 丰 直 二 7 /hb) /(Cmg/g) 本 站 

I2 常 绿 阔 叶 林 1081.51 SYST 

[1 常 绿 阔 叶 林 1259.0 81.5 

6 常 绿 阔 叶 林 生 992.9 68. 2 

13 常 绿 阔 叶 林 872 3 交 本 

12 针 叶 林 568.7 18.4 

15 针 叶 林 525: 海 6.8 

14 高 山 灌 从 草 向 477.9 14.5 

II3 常 绿 阔 叶 林 696.8 49.6 

4 常 绿 阔 叶 林 516.7 57 色 

5 常 绿 阔 叶 林 557.6 52. 9 

9 常 绿 阔 叶 林 268.7 2 

10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丛 2087 io 

11 常 绿 阔 叶 林 183. 2 42. 3 

2( 国 有 林 ) 常 绿 阔 叶 林 : 1083.5 届 

1 (争议 ) 常 绿 阔 叶 林 855. 9 45.0 

3( 集 体 林 ) 常 绿 阔 叶 林 696. 8 49.6 

8( 自 留山 ) 常 绿 阔 叶 林 574. 4 38.4 

中 幼 杉 木 纯 林 293.7 29.8 

16 板栗 纯 林 259.6 40.9 

18 核桃 纯 林 201.0 35.9 

19 玉米 旱地 153.6 56.9 

土壤 纤维 素 分 解 强 度 和 芽孢 杆菌 数量 的 变化 与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的 变化 相 一 致 ， 即 从 国有 

林 一 集体 林 一 自 留 山 ~ 幼 杉木 林 ， 纤 维 素 分 解 强度 及 芽孢 杆菌 数量 呈 降 低 趋 势 ， 而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两 指标 除 幼 杉 木 纯 林 较 低 外 ， 其 余 3 种 较 高 ， 这 与 耕作 有 关 。 

4 结语 

在 高 黎贡山 东 坡 不 同 自然 林 和 集体 林 ， 不 同 权 属 森林 和 不 同 土地 利用 类 型 土壤 中 ， 
土壤 微生物 活性 强度 ， 包 括 固氮 能 力 ， 降 解 葡萄 精 、 纤 维 素 、 有 机 氨 化 合 物 的 能 力 ， 以 
及 土壤 总 的 生物 活性 和 潜在 的 生物 活性 的 变化 与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的 变化 基本 一 致 。 自 然 
植被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及 活性 随 海拔 降低 而 升 高 ， 山 中 部 的 自然 植被 下 土壤 中 微生物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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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 物 质 代 谢 与 转化 较 快 ;山顶 部 的 自然 植被 下 土壤 中 由 于 温度 较 低 等 原因 ， 微 生物 

数量 少 ， 物 质 代谢 与 转化 相对 较 慢 ， 而 山下 半 部 由 于 人 为 活动 的 干扰 ， 植 被 破坏 及 气候 

干 热 ， 集 体 林 下 土壤 中 微生物 数量 及 生化 活性 也 较 低 ， 且 随 海拔 降低 ， 人 为 干扰 增加 ， 

土壤 中 微生物 含量 降低 ， 生 化 活性 迅速 下 降 ， 山 底部 的 集体 林 ， 过 分 的 砍伐 和 利用 已 使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活性 降 至 较 低 水 平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说 明 ， 过 强 的 人 为 干扰 不 利于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繁殖 及 生物 化 学 变化 和 物质 转化 ， 国 有 林 保 护 较 好 ， 土 壤 中 微生物 含量 不 

富 ， 生 物 活性 较 高 ， 物 质 代 谢 与 转化 较 快 ， 随 着 森林 划 归 集体 和 个 人 ， 砍 伐 越 来 越 产 

重 ， 森 林 逐 步 被 破坏 ， 自 留山 样 地 中 已 无 大 树 ， 全 部 是 砍伐 后 树桩 的 萌生 枝 ， 土 壤 中 微 

生物 数量 减少 ， 生 物 活性 下 降 ， 物 质 代谢 与 转化 减 慢 ; 林地 被 纯 林 替代 后 ， 土 壤 微 生物 

数量 及 活性 迅速 降低 ， 耕 作 通 常 使 条 件 更 有 利于 微生物 繁殖 ， 但 纯 林 及 耕地 土壤 中 总 的 

和 潜在 的 生物 活性 都 较 低 ， 说 明 森 林 过 分 砍伐 和 利用 不 利于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繁殖 及 生物 

化 学 变化 和 物质 转化 ， 从 而 影响 土壤 的 物化 状况 “〈 土 壤 肥 力 等 ) 和 森林 的 生产 力 ， 有 导致 

森林 与 土地 资源 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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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b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microorganisms in Caoligong Mountains 

ZHANG Pingl GUO Hui-jun2 YANG Shi-xiong” DAO Zhi-ling' 

(1 Institute of Ecology，Academila Sinica， 玫 unming 650223) 

(2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quantities and some b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microorganinsm in natural forests of different elevations, collectively-owned forests Te- 

presenting varying degrees of anthropogenilc disturbance and elevations，forests under 

different tenures，and soils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in eastern Slope of Gaoligomng 

Mountains，At the upper part of the mountain. The quantities and activities of solil mi- 

croorganinsm in natural forests increased with decreasing elevation，but at the lower 

part，those in collectively-owned forests were decreased with decreasing elevation，due 

to the increasing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The quantities 

and activities of Soil microorganisms declined as the forest tenure varied from state-Trun 

to collective and to individual， After natural forests were replaced by pure pla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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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ntities and activities of soil microorganisms rapidly declined，However，in some 

cases，Ssoils under cultivation appeared to be favorable to microorganism reproduction， 

In mid-elevationCabout 2000m) natural forest soils，microorganisms were abundant and 

highly active，High elevation and low temperature was unfavorable to microbial repro- 

duction and biochemical processes。JIntensive felling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s could also 

reduce the quantities and activities of soil microorganisms to a lower level. 

Key words  _ Natural forests，Collectively-owned forests，Soil microorganlsm, Pure 

forest，Gaoligo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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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中 微生物 的 生化 活性 ” 

张 萍 ! 郭 辉 军 ” 刀 志 灵 ” 龙 恬 云 、 
(1 中国 科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昆明 分 部 ， 云 南 昆明 ”650223) 

(2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云 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从 高 黎贡山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的 理化 特性 及 微生物 特性 ， 探 讨 了 不 同 土地 类 型 

生态 因子 的 变化 及 其 对 微生物 生长 代谢 的 作用 ， 以 及 人 类 活动 对 微生物 的 影响 。 

关键 词 ”土地 类 型 ， 微 生物 生长 和 代谢 ， 生 态 因 子 ， 相 关 性 ， 人 为 干扰 

中 图 分 类 号 Q938. 1 

文献 标识 码 和 A 

土壤 微生物 是 陆地 生态 系统 中 最 活跃 的 成 分 ， 担 负 着 分 解 动 植物 残 体 的 重要 使 命 ， 
其 生命 活动 直接 影响 着 系统 的 生产 力 。 植 被 生长 的 好 与 坏 和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活动 密切 
相关 ， 而 微生物 的 生长 代谢 是 多 维 环境 因子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我 们 研究 了 高 黎贡山 不 同 
土地 类 型 的 土壤 微生物 生化 活性 ， 力 图 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 

1 材料 与 方法 
研究 地 点 位 于 云南 省 西北 部 保山 地 区 百花 岭 一 带 ， 在 高 黎贡山 东 坡 中 下 部 ， 选 择 不 

同 土地 类 型 ， 于 1995-08-09 采用 混合 取样 法 采集 微生物 集 生 的 表层 土壤 (0 一 20cm) 。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见 表 1。 土 地 类 型 包括 原生 林 、 次 生 林 、 人 工 纯 林 、 旱 地 和 荒地 五 
大 类 ， 其 中 ， 原 生 林 代表 土地 的 原始 利用 状况 ， 次 生 林 代 表 原 生 林 被 砍伐 、 放 牧 的 林地 
利用 状况 ， 荒 地 代表 林地 破坏 后 状况 ， 人 工 纯 林 和 旱地 代表 林地 垦 殖 为 农用 的 两 种 重要 

利用 方式 。 

表 1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性 质 

土地 类 型 海拔 /m 植被 类 型 pH 值 土壤 类 型 主要 植物 种 类 

原生 林 1 2200 常 绿 阔 叶 林 4. 16 黄 壤 短 刺 杰 、 旱 冬瓜 、 陇 川 山茶 

原生 林 2 1990 常 绿 阔 叶 林 4.83 黄 壤 栓 皮 标 、 伍 山 覆 、 红 木 荷 

原生 林 3 1880 常 绿 阔 叶 林 4.72 黄 壤 刺 覆 、 高 山 覆 、 红 木 荷 

次 生 林 1 1820 常 绿 阔 叶 林 5.14 黄 培 圆 叶 米饭 花 、 便 山 柳 、 小 叶 青 冈 

次 生 林 2 1610 常 绿 阔 叶 林 5. 00 黄 红壤 大 叶 栎 、 高 山 覆 、 红 木 荷 

关 本 文 2000 年 发 表 于 《山地 学 报 》，18(5): 457 一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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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土地 类 型 海拔 /m 植被 类 型 pH 值 土壤 类 型 主要 植物 种 类 

次 生 林 3 1400 常 绿 阔 叶 林 4. 67 红壤 高 山 柳 、 红 木 荷 、 刺 枯 

人 工 纯 林 1 1400 5 一 6 龄 杉木 林 “本 70 红壤 杉木 

人 工 纯 林 2 1380 60 龄 核桃 林 4. 80 红壤 核桃 

人 工 纯 林 3 1770 60 龄 核桃 林 有 5 黄 红壤 板栗 

旱地 1290 玉米 地 5. 84 红壤 

荒地 1300 荒草 4. 84 红壤 

土壤 细菌 、 真 菌 、 放 线 苗 和 芽孢 杆菌 的 数量 采用 稀释 平板 法 测定 ; 固氮 作用 采用 土 

壤 培 养 测 全 所 法 ， 计 算 土 壤 中 氮 的 增加 量 ， 呼 吸 作 用 采用 碱 吸 收 滴定 法 ， 计 算 CO。 释 
放量 ; 纤维 素 分 解 强度 采用 埋 布 片 法 分 析 布 条 失重 量 。 土 壤 理 化 特征 采用 常规 化 学 分 析 
法 测定 。 

2 每 采 

2.1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微生物 的 分 布 

微生物 数量 是 衡量 微生物 生长 的 一 个 重要 指标 ;而 微生物 对 碳 、 氮 元 素 的 转化 和 凋 

落 物 的 分 解 能 力 ， 是 微生物 生长 代谢 能 力 的 反映 。 我 们 进行 了 土壤 微生物 总 数 、 呼 吸 作 
用 强度 、 代 谢 葡萄 糖 能 力 、 纤 维 素 分 解 强 度 、 芽 孢 杆菌 数量 和 固氮 作用 强度 6 个 方面 的 

测定 ， 结 果 “〈 表 2) 显示 了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在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中 的 分 布 。 原 生 林 
下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水 平 最 高 ， 从 原生 林 、 次 生 林 、 幼 杉木 纯 林 ， 土 壤 微 生物 的 

生长 减 慢 ， 代 谢 降低 ;核桃 纯 林 、 板 栗 纯 林 和 旱地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较 高 ， 但 代谢 活性 

都 较 低 ; 在 5 种 利用 方式 中 ， 土 壤 微 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水 平 以 原生 林 最 高 ， 荒 地 最 低 。 

表 2 微生物 在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中 的 分 布 

土地 类 型 微生物 呼吸 作用 代谢 葡萄 纤维 素 分 固氮 芽孢 杆菌 

总 数 (MT) “强度 (R) ” 糖 能 力 〈GR) 解 强 度 〈CD) 作用 (CNF) 数量 〈(BN) 

原生 林 1 649. 3 84. 2 992. 9 28852 站 68. 2 

原生 林 2 825. 4 188.5 1259.0 403. 8 34 81.5 

原生 林 3 566.0 1 1083:5 330.9 41 57. 1 

次 生 林 1 459.7 54. 5 696. 8 309. 4 9 49. 6 

次 生 林 2 439.7 44.9 516.7 369. 2 6 57R 

次 生 林 3 376.6 33.4 557. 6 261 5 45. 6 

人 工 纯 林 1 287. 3 19.9 293.7 296.6 一- 29.8 

人 工 纯 林 2 595. 9 2 201.0 332.5 一 35. 9 

人 工 纯 林 3 419.6 22.5 259. 6 38T 9 一 40. 9 

旱地 603.5 9.6 153.6 280.0 -一 56. 9 

荒地 170.9 6.5 92.5 129.6 一 10 革 

注 :MT:(X104/g 干 土 ); R:(COzml/g 干 土 .h);GR:(COml /g 于 土 ，h);CD: 布 条 减 重 (mg/g);NEFE:(Cmg/100g 

和 二 DBNSC 关 了 人 饭 Ps)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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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的 理化 特征 

进行 了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理化 特征 的 测定 ， 结 果 见 表 3。 由 表 3 可 见 ， 除 旱地 因 奉 
作 频 繁 ， 耕 作对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影响 较 大 外 ，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含水 量 、 有 机 质 、 有 效 
所 和 速效 钾 的 变化 与 土壤 微生物 的 变化 基本 一 致 。 原 生 林 下 土壤 比较 肥沃 ， 会 水 量 较 
高 ， 从 原生 林 ~ 次 生 林 ~ 一 幼 杉木 纯 林 ， 土 壤 含 水 量 、 有 机 质 、 有 效 氛 和 速效 钾 含 量 显著 

降低 ， 核 桃 纯 林 和 板栗 纯 林 ， 由 于 每 年 都 要 烧毁 枯 落 物 ， 土 壤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和 速效 钾 
含量 有 所 回升 ; 在 5 种 土地 类 型 中 ， 土 壤 含水 量 、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以 原生 林 最 高 ， 旱 地 
和 荒地 最 低 。 而 速效 磷 的 变化 则 不 同 ， 在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中 波动 ， 土 壤 磷 含 量 都 很 

低 ， 该 地 区 属于 严重 缺 磷 区 ， 其 中 以 荡 地 缺 磷 最 严重 。 速 效 磷 含量 最 高 的 旱地 ， 土 壤 微 
生物 的 代谢 水 平 较 低 ， 而 速效 磷 含 量 较 低 的 原生 林 3 样 地 ， 土 壤 微 生物 数量 和 代谢 活性 

却 较 高 。 

表 3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的 理化 特征 

原生 林 1 1.61 106.7 16. 59 537. 3 1.8 0u20 测 

原生 林 2 1. 29 72.4 19. 38 442. 8 8 140. 6 

原生 林 3 0. 85 70.5 14. 48 335.0 0.6 119. 2 

次 生 林 1 0.78 5552 6.79 189.0 0.9 251. 7 

次 生 林 2 0. 57 31.8 2..54 而 训 沁 [ 介 106. 2 

次 生 林 3 0. 92 40.4 3. 14 124: 3 0 81.8 

人 工 纯 林 1 0 30. 3 2 出 84.0 0.6 60.0 

人 工 纯 林 2 0 28. 2 4 2jT52 0.5 88. 2 

人 工 纯 林 3 0 48.9 6.01 256. 6 0.5 144.5 

旱地 0 26.5 1. 86 97. 3 3.3 84.4 

荒地 0 困 2 情人 98.0 0. 08 45.4 

3 让 论 

土壤 生态 因子 是 导致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生化 活性 在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中 变化 的 重要 

因素 。 影 响 土 壤 微生物 的 主要 环境 因素 包括 土壤 含水 量 、 土 壤 温 度 PH、 有 机 物质 和 无 
机 养料 的 供应 等 ， 其 他 因素 如 人 类 活动 、 植 被 、 季 节 和 土壤 深度 的 影响 是 通过 主要 的 决 
定 因素 而 起 作用 的 。 从 表 4 看 出 ，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与 各 生态 因子 

之 间 均 有 不 同 程度 的 相关 性 ， 其 中 ， 与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之 间 的 相关 性 最 大 ， 除 纤维 素 分 

解 强 度 外 ， 都 达到 了 极 显 著 的 水 平 ， 与 土壤 含水 量 、 速 效 钾 之 间 的 相关 性 次 之 ， 除 纤维 

素 分 解 强度 与 土壤 含水 量 外 ， 都 达到 了 显著 的 水 平 ， 与 速效 磷 之 间 也 有 很 大 程度 的 相关 
性 ， 但 并 非 都 达到 了 统计 学 上 的 显著 水 平 。 说 明 影 响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和 代 
谢 的 主要 生态 因子 依次 是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 土 壤 含水 量 、 速 效 钾 和 速效 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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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 微生物 与 生态 因子 之 间 的 相关 性 〈( 尺 值 ，” 王 11) 

微生物 指标 土壤 含水 量 有 机 质 有 效 氮 速效 磷 速效 钾 

微生物 总 数 0.7409** 5 0. 8589** 7 0. 6728* 

呼吸 作用 强度 OZ 站 刚 55 9 0. 8009** 0. 4403 0. 6654*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0 各 776“ 089525”” 0 了 0. 4749 0. 6503* 

纤维 素 分 解 强度 0. 4773 0. 5266 0. 4831 0. 6187 0. 6628 

固氮 作用 0.9401** 0. 9641** 5 0. 4168 0. 6488* 

芽孢 杆菌 数量 OURE7270 六 0. 8196** ES 0. 8783** 0. 6842* 

关 为 o 王 0. 05 显著 水 平 ; * * 为 o 一 0. 01 显著 水 平 。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与 土壤 养分 状况 和 含水 量 显著 相关 ， 而 土壤 

生态 因子 的 变化 受到 人 类 活动 的 严重 影响 ， 并 与 植物 群落 类 型 有 关 。 不 同人 为 干扰 方式 

和 强度 形成 了 不 同 的 生境 和 植被 类 型 ， 不 同 植物 群落 的 种 类 组 成 、 结 构 不 同 ， 所 形成 枯 

落 物 的 量 和 营养 成 分 存在 一 定 差异 ， 微 生物 主要 以 植物 残 体 为 营养 源 ， 枯 落 物 的 质 和 量 

以 及 生境 条 件 的 差异 ， 必 然 导 致 微生物 在 不 同 土地 类 型 土壤 中 分 布 的 不 均一 性 ， 从 而 形 

成 不 同 的 土壤 养分 状况 。 原 生 林 人 为 干扰 较 少 ， 常 绿 益 叶 林 发 育 良好 ， 枯 落 物 营养 丰 

富 、 易 于 被 分 解 且 量 较 大 〈 表 1 和 表 3); 加 之 土壤 水 热 条 件 的 适宜 ， 所 以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最 旺盛 ， 土 壤 也 最 肥沃 。 次 生 林 分 布 的 海拔 比 原 生 林 低 ， 也 更 接近 村 庄 和 

公路 ， 砍 伐 、 放 牧 等 人 为 干扰 使 植被 遭受 破坏 ， 林 内 小 气候 也 发 生 很 大 变化 ， 枯 落 物 量 

减少 ， 土 壤 含水 量 降低 ， 土 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代谢 减 慢 ， 土 壤 肥 力 下 降 。 次 生 林 完全 砍 烧 

种 杉木 、 核 桃 或 板栗 后 ， 林 内 环境 条 件 亚 化， 枯 落 物 量 进一步 减少 ， 加 之 杉木 、 核 桃 和 

板栗 的 枯 沙 物 均 含 有 植物 保存 性 物质 ， 不 易 被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动物 分 解 ， 故 纯 林 的 土 

壤 微 生物 代谢 活性 均 较 低 ， 仅 比 荒地 略 高 。 耕 作 通 常 使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增加 ， 有 关 原 理 

仍 未 完全 清楚 ， 如 耕地 的 犁 翻 ， 核 桃 林 和 板栗 林 每 年 都 要 烧毁 枯 落 物 〈 相 当 于 施肥 ) 

等 ， 从 而 使 成 熟人 工 纯 林 和 旱地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较 高 ， 核 桃 林 和 板栗 林 的 土壤 养分 含 

量 有 所 回升 。 研 究 表明 ， 林 地 被 开明 或 破坏 后 ， 有 机 残 体 补 充 减 少 或 分 解 减 慢 ， 而 输出 

相对 较 大 ， 加 之 水 热 条 件 的 改变 ， 是 导致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 代 谢 活性 以 及 土壤 养分 含量 

下 降 的 重要 原因 。 因 此 ， 若 能 增加 有 机 物质 的 投入 ， 改 善 环 境 条 件 〈 如 实施 混 农 林 系 

统 )， 将 减少 对 土壤 微生物 的 破坏 ， 增 加 土壤 养分 含量 。 适 宜 植 物 生 长 的 良好 的 土壤 结 

构 主 要 依赖 于 直径 为 1 一 10mm 的 水 稳定 性 团聚 体 ， 而 土壤 微生物 和 有 机 质 在 团聚 体 的 

形成 过 程 中 起 重要 作用 。 有 机 物质 为 微生物 的 生长 提供 营养 源 ， 而 细菌 的 黏液 和 胶 质 以 

及 真菌 、 放 线 菌 的 菌 丝 则 能 稳定 团 粒 。 因 此 ， 林 地 被 开明 或 破坏 后 ， 有 机 物质 补充 减少 

或 分 解 减 慢 以 及 水 热 条 件 的 改变 ， 也 是 导致 土壤 团聚 体 稳定 性 下 降 的 重要 原因 。 而 增加 

有 机 质 的 投入 ， 不 仅 能 减少 对 土壤 微生物 的 破坏 ， 增 加 土壤 养分 含量 ， 而 且 将 增加 水 稳 

定性 团聚 体 的 数量 ， 控 制 土壤 结构 的 稳定 性 ， 从 而 有 利于 植物 的 生长 。 

土壤 呼吸 作用 研究 较 多 。 由 表 4 可见， 土壤 呼吸 作用 与 土壤 含水 量 、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的 相关 性 极 显 著 (平均 相关 系数 分 别 为 0.8741、0. 9340 和 0. 8094) ， 与 速效 钾 的 相 

关 性 显著 〈 平 均 相关 系数 为 0.6578) ， 与 速效 磷 的 相关 性 未 达到 显著 水 平 〈 平 均 相 关系 

数 0.4576)。 前 人 在 研究 土壤 呼吸 速率 的 季节 变化 时 得 出 ， 土 壤 呼吸 速率 与 土壤 水 分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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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显著 的 相关 关系 ; 杨涛 等 的 研究 得 出 ， 土 壤 有 机 质 、 有 效 所 和 速效 钾 与 土壤 呼吸 作用 

有 显著 的 相关 性 。 可 见 ， 我 们 的 研究 结果 与 前 人 的 基本 一 致 。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与 土壤 含水 量 、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 速 效 磷 和 速效 钾 的 相关 性 均 达 到 

了 显著 及 其 以 上 的 水 平 〈 表 4) 。 在 微生物 总 数 中 ， 细 菌 占 绝 大 部 分 〈 盖 70%)， 据 报 

道 ， 最 高 的 细菌 密度 出 现在 含水 量 相当 高 的 地 区 ， 对 于 好 气 细菌 生命 活动 的 最 适 水 平常 

为 土壤 持 水 量 的 50% 一 75%。 土 壤 固氮 作用 强度 与 土壤 含水 量 、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气 的 相 

关 性 为 极 显 著 〈R 值 分 别 为 0.9401、0. 9641 和 0. 9025) 。 已 有 人 研究 得 出 ， 固 氮 数 值 

低 的 原因 大 概 是 有 效 碳 源 的 缺乏 ， 但 与 湿度 、 温 度 低 也 有 关系 。 

高 黎贡山 中 部 (海拔 2000m 左右 ) 的 植被 保存 较 好 ， 原 生 常 绿 阔 叶 林 发 育 良 好 ，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代谢 旺盛 ， 土 壤 养分 含量 丰富 ， 为 自然 保护 区 周围 生存 的 22 万 人 口 

提供 了 丰富 的 自然 资源 。 而 人 为 干扰 、 砍 伐 、 放 牧 和 单一 种 植 已 使 森林 植被 遭受 破坏 ，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状况 急剧 降低 ， 在 荒地 降 至 较 低 水 平 ， 导 致 生态 环 境 亚 化 和 土地 

退化 。 应 对 高 黎贡山 的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妥 为 管理 和 保护 ， 采 取 切 实 措施 ， 避 免 这 一 状况 

的 进一步 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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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crobial Biochemical Activities 

in Soils of Different Land Typ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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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oplcal Botanic Garden in Xishuangbanna，: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 PRC) 

《2 人 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PRC) 

Abstract The Gaoligong Mountains are of momentous significance in biological re- 

search and to which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by many researchers because of its mafii- 

fold forest types and biological resources。But,，felling，herding and planting have dam- 

aged forests，resulted in deterio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land，and threatened th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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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s，and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natural reserve because of increasing population。 The 

variation patterns of soil microbial growth，metabolism and ecological factors，and the 

effects of the factors on soil microbes in different land typ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wer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anthropologic disturbance on soll microbe and nutrient con- 

tain were investigated。 The aim i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tectlon. 

Land falls into five types，of original forest，secondary forest，artificial planta- 

tion，field and waste land，corresponding to five states of landuse，i. e。original state， 

secondary forest type for the state of the original forest felled and herded，waste land is 

the state of forest damaged，and artificial plantation and field are two main use types of 

forest planted，The I1 soil-speclimens from different land types were collected in Au- 

gustrSeptember，1995，and microbial number，bliochemilcal activities and nutrient con- 

tains in the soils were determin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oil microbe and ecological 

factors were analysed，、The influence of anthropologic disturbance on soil microbe and 

nutrient contains were discussed。The result shows that soil microbial grovwth and me- 

tabolism were highest under original forests，and decreased from original forests->Ssec- 

ondary forests 一 > Cz72727715 有 72zQ La72Ceolata plantation，and lowest in waste land of all 

types，The metabolism activities were all lower in artificial plantations and field，The 

different degree of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variations of ecological factors and 

soil microbes in different land types， The growth and metabolism of soil microbes were 

extrem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organic matter and effective nitrogen except cellu- 

lose decomposition，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oisture and quick acting potassi- 

um except cellulose decomposition with moisture，but the correlation were not all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growth and metabolism of soil microbes and quick acting 

phosphoru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ain ec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grovwth 

and metabolism of soil microbes in different land types were organic matter ，effective ni- 

trogen，moisture，quick acting potassium and quick acting phosphorus in Sequence. 

Anthropologic disturbances influence soil microbe through aljtering ecological fac- 

tor。 It is found that the decreasing of organic matter input or decomposition Speed and 

alt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re main reasons resulting in decreasing of microbi- 

al number，activities and nutrient contain and damaging of soi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and types，Microbial growth and metabolism，Ecological factor， 

Correlation，Anthropologic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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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张 “ 萍 ! -部 辉 军 ” 刀 志 灵 ” 施 怕 云 ， 

(1 中 国 科学 院 西 双 版 纳 热 带 植物 园 昆 明 分 部 ， 昆 明 650223) 

(2 中 国 科学 院 昆 明 分 院 ， 昆 明 650022) 

(3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04) 

摘 要 ”本文 从 分 解 者 亚 系统 水 平 ， 研 究 了 高 黎贡山 海拔 1000 一 3100m 的 不 同 植被 下 

土壤 中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 对 不 同 海拔 高 度 、 不 同 植被 下 的 12 份 土壤 样品 ， 进 行 了 微 

生物 数量 、 真 菌 多 样 性 及 养分 含量 的 测定 ， 结 果 得 出 : 细菌 、 真 菌 、 放 线 菌 数 量 和 真菌 多 样 

性 随 海拔 不 同 而 变化 ， 最 高 值 出 现在 海拔 2000m 左右 ， 其 植被 下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最 高 ， 随 海拔 升 高 或 降低 均 呈 下 降 趋 势 ， 在 山 底 降 到 较 低 水 平 。 土 壤 微生物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与 生态 因子 呈现 不 同 程度 的 相关 性 ， 其 中 ， 微 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与 气温 、 有 机 质 之 间 

的 相关 性 最 大 ， 除 细菌 数量 与 气温 、 真 菌 数量 与 有 机 质 外 ， 都 达到 了 显著 的 水 平 ， 与 有 效 

氮 、 土 壤 含水 量 之 间 的 相关 性 次 之 ;而 与 速效 磷 和 速效 钾 的 相关 性 较 差 。 说 明 影响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垂直 分 布 的 主要 生态 因子 是 气温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含 量 、 土 壤 

含水 量 ， 现 有 土壤 磷 和 钾 含 量 的 变化 对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的 影响 相对 较 小 。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微 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 生 态 因子 ， 相 关 性 

高 黎贡山 位 于 滇 西北 中 缅 边境 的 横断 山地 区 ， 由 于 有 多 种 多 样 的 森林 类 型 和 生物 资 
源 ， 早 已 引起 世界 性 的 广泛 关注 ， 并 已 于 1983 年 被 确定 为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高 黎 贡 

山 由 于 南北 切割 剧烈 ， 南 段 相对 高 差 在 2500m 左右 ， 形 成 了 明显 的 生物 、 气 候 垂直 带 

谱 ， 分 布 着 多 种 植被 类 型 。 山 体 上 半 部 〈1880m 以 上 ) 的 植被 保存 较 好 ， 生 物资 源 十 

分 丰富 ;而 下 部 〈1500m 以 下 ) 有 村 庄 分 布 ， 近 10 年 来 由 于 人 口 激 增 ， 和 森林 大 量 被 砍 

做、 放牧 和 开明 为 农田 或 人 工 纯 林 ， 次 生 林 也 片断 化 ， 山 底部 的 植被 基本 上 已 被 砍 光 。 

植被 的 破坏 在 导致 生态 环境 恶化 和 土壤 退化 的 同时 ， 必 然 对 土壤 微生物 产生 重大 影响 ， 

也 威胁 着 自然 保护 区 的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 如 何 加 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 已 成 为 一 个 吸 待 解决 的 课题 ， 并 引起 了 国内 外 学 者 的 广泛 关注 。 
土壤 微生物 是 陆地 生态 系统 中 最 活跃 的 成 分 ， 担 负 着 分 解 动 植 物 残 体 的 重要 使 命 ， 

推动 着 生态 系统 的 能 量 流 动 和 物质 循环 。 植 被 生长 的 好 与 坏 和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活动 密 

切 相 关 ， 而 微生物 的 生长 是 多 维 生 态 因 子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我 们 从 1995 年 起 ， 对 高 黎 

贡 山 的 森林 类 型 和 生物 资源 进行 了 为 期 3 年 的 调查 研究 ， 力 图 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 本 文 是 土壤 微生物 研究 的 部 分 结果 。 

#< 本 文 1999 年 发 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7(4): 297 一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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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 与 方法 

1.1 采样 

研究 地 点 位 于 云南 省 西北 部 保山 地 区 境内 。 我 们 的 调查 路 线 是 高 黎贡山 南 段 东 坡 ， 

从 海拔 1000m 的 怒江 峡谷 经 白花 岭 村 到 海拔 3100m 的 山顶 斋 公 房 ， 平 均 海 拔 每 升 高 

200m 做 一 个 植被 样 方 ， 土 壤 取样 在 样 方 中 进 行 。1995 年 8 一 9 月 以 混合 取样 法 采取 微 

生物 壤 生 的 表层 土壤 (0 一 20cm) ， 共 取 土 样 12 个 ，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见 表 1。 

表 1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枯 落 物 量 年 均 气 “土壤 含 有 机 有效 所 ”速效 磷 ”速效 钾 
串 

冬 地 号 海拔 /m 植被 关 型 /(kg/m) 温 /C， 水 量 /外 质 /% /mg/kg) /mg/kg) /CCmg/kg) 

14 3100 高 山 灌 从 草 和 多 0 6. 49 81.0 8. 60 35295 本 0 63.1 

15 2830 针 冰 混交 林 1. 20 8. 19 55. 9 5 20 263. 2 li 25. 9 

12 2560 针 阔 混交 林 2. 97 9. 89 SO 052 和 好 做 5 2.4 

13 2410 常 绿 阔 叶 林 1. 69 二 肌 允 汪 1 人 90 及 4655 0.5 

G 2200 常 绿 阔 叶 林 1.61 256ATLO6aXe ay 本 DO 6530 3 1.8 20. 1 

1990 常 绿 阔 叶 林 1. 29 13. 49 弛 现 8 2 中 有 40.6 

2 1880 常 绿 益 叶 林 5 70O55 14.48 335.0 0.6 119. 2 

3 1820 常 绿 阔 叶 林 0.78 14. 56 5 6. 79 189.0 0.9 35 六 

4 1630 常 绿 阔 叶 林 风 57 15. 76 Si 2.54 长 请 和 | 葬 记 106. 2 

1400 常 绿 阔 叶 林 0. 92 1Z 21 46.4 3. 14 124. 3 0 81.8 

9 1210 “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丛 0 .24 18. 40 27.9 1.65 61.6 2 To 3 

10 1000 “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丛 0 19.73 25.4 1. 80 5 2 97.0 

样 地 的 主要 植物 种 类 : No. 14 有 无 毛 杜 鹏 〈Rhnodocenzaroz speci frerx ) 、 可 喜 杜 鹏 

(Rdaizichnzroa7zatjpazx7a var。 azpodectz72) 和 泣 濞 葬 迷 〈Vzoxwrzaz7 chnizzgi) 等 ，No.15 有 云 

南 铁 杉 〈Tswsga dxxzosa ) 、 汗 藏 钓 樟 〈Lzizadera optusilopga ) 和 多 脉 英 芋 〈SRizzzj2za z77- 

MWLi7eroia ) 等 ; No. 12 有 云南 松 〈Pizaas yzuzzzazezsis ) 、 马 樱花 〈R，derazay) 和 时 

冬瓜 (Ararvs zepalezsis) 等 ， No. 13 有 华南 石 标 (Litzhocarpaus fenestratus)、 云 南 金 

叶子 〈Gazpziogezazroz yu7272a7ezsis) 和 白 穗 石 标 〈 工 .eucostachyus) 等 No.6 有 短 

刺 楼 〈Castazopsis echiadzocarpa)、 旱 冬瓜 和 陇 川 山茶 〈Cazmezzza zaraii ) 等 ，No. 7 

有 栓 皮 标 〈Quercus variapilzs) 、 价 山 杰 〈Castazopsis cerutacazata) 和 红木 荷 〈ScA=- 

Ma YUQLLzchiz ) 等 ; No.2 有 刺 楷 〈C. maystriz)、 高 山 档 (Cdaeiazay)、 红 木 荷 和 银 

木 知 (S. argentea) 等 ， No. 3 有 圆 叶 米饭 花 (Lyonmzia ovali folia )、 价 山 楼 和 小 时 青 

办 〈Cyclopalazozpszs may7szzzaefolia) 等 ; No.4 有 大 叶 标 〈Q.，、，grjFzti) 、 高 山 楼 和 

红木 和 荷 等 No.5 有 高 山 楼 、 红 木 荷 和 刺 楼 等 ， No.9 有 青冈 〈C. glaxca)、 柯 子 

(CTer2z7Qlia cnebxa ) 和 余 甘 子 (PHPyLianatpaus eolica ) 等 ，No. 10 有 灰 毛 浆果 杯 

(CCzpaaessa cz7zerascez1s ) 、 柯 子 和 余 甘 子 等 。 



1.2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测定 

细菌 、 真 菌 、 放 线 菌 的 数量 采用 稀释 平板 法 测定 。 

1.3 土壤 小 型 真菌 的 分 离 鉴 定 

采用 魏 景 超 等 提供 的 方法 。 

1.4 土壤 小 型 真菌 多 样 性 指数 的 测度 

物种 多 样 性 的 研究 方法 和 测度 指数 比较 多 ， 本 文 根 据 土壤 真菌 和 各 测度 指数 的 
特点 及 取样 数据 的 类 型 ， 选 择 应 用 了 Shannon-Wiener 指数 〈 五 ) 和 Simpson 指数 
(三 ) : 

末 三 二 有人 册 村: (得 

有 二 1 2 

以 上 (1) 和 (2) 式 中 P; 是 第 ; 个 属 的 多 度 比 例 ， 可 以 用 Pi=za/N 求 出 ; 去 是 第 

i 个 属 的 菌株 数 ; N = > 为 全 部 属 的 菌株 数 之 和 。 

以 上 两 种 多 样 性 指数 在 动 植物 群落 研究 中 通常 以 种 为 测度 单位 ， 但 由 于 研究 方法 方 

面 的 困难 ， 以 属 和 科 等 较 高 分 类 阶 元 为 多 样 性 的 测度 单位 也 能 反映 一 个 特定 群落 的 物种 
多 样 性 特征 ， 同 时， 和 群落 多 样 性 的 测度 是 从 动物 群落 多 样 性 的 测度 发 展 起 来 的 ， 因 此 ， 

其 测度 指标 多 为 个 体 数 目 。 在 植物 个 体 数 目 计 数 困 难 的 草 甸 植 物 群落 中 ， 用 盖 度 、 生 物 
量 以 及 要 值 等 作为 测度 指标 计算 群落 多 样 性 指数 ， 优 于 以 株数 作为 测度 指标 计算 的 结 
果 ， 且 动物 群落 也 有 以 群体 数 作为 测度 指标 计算 多 样 性 指数 的 报道 ， 迄 今 为 止 ， 人 们 试 

图 选择 易于 取得 的 指标 进行 多 样 性 指数 的 计算 。 在 土壤 微生物 研究 中 ， 由 于 分 离 鉴 定 的 

困难 ， 土 壤 真菌 群落 多 鉴定 到 属 。 本 文 应 用 以 上 公式 ， 根 据 微生物 的 特点 ， 以 菌株 数 为 
计算 依据 ， 测 度 了 土壤 真菌 属 级 的 多 样 性 指数 。 

1.5 生态 因子 的 测定 

年 平均 气温 来 自 黄 大 华 等 〈1985) 数据 ;土壤 生态 因子 采用 参考 文献 中 常规 的 化 学 

方法 ; 

2 结果 与 讨论 

2.1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的 分 布 

微生物 数量 是 衡量 微生物 生长 的 一 个 重要 指标 。 由 表 2 可 见 ， 高 黎贡山 细菌 、 真 菌 

和 放 线 基数 量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基本 是 一 致 的 ， 呈 明显 的 垂直 分 布 。 高 海拔 植被 下 的 土 

壤 微 生物 数量 较 低 ， 随 着 海拔 的 降低 ， 微 生物 生长 逐渐 加 快 ， 微 生物 数量 最 高 值 出 现在 

海拔 2000m 左右 ， 即 No. 7、No. 6、No. 2 样 地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最 高 。 而 高 黎贡山 

下 半 部 随 海拔 降低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逐渐 减少 ， 生 长 也 逐渐 减 慢 ， 低 海拔 〈1000m 左 

右 ) 植被 下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已 降 至 较 低 水 平 。 

于 2 



表 2 不 同 海拔 下 各 土 样 的 微生物 数量 〈 单 位 : 关 10 个 /g 干 土 ) 

样 地 号 海拔 /m 细菌 真菌 放 线 菌 微生物 总 数 

14 3100 244. 5 0.6 | 庆 呈 1 @ 

15 2830 234.0 1.4 5 248. 9 

12 2560 226. 8 955 1338 25557 

13 2410 143. 2 16. 4 289 162..5 

6 2200 614. 7 11. 4 23. 649. 3 

了 1990 689.6 23.7 和 2 记 825. 4 

和 1880 464. 2 20. 9 80. 9 566. 0 

3 1820 93. 3 必 入 过 从 只 汪 和 459. 7 

4 1630 2 Us 94. 5 439. 7 

汪 1400 318. 4 16. 8 41. 4 376.6 

9 1210 262.22 859 768R7 347.8 

10 1000 219. 6 2.6 100. 4 322.6 

2.2 高 黎贡山 土壤 真菌 多 样 性 的 变化 

Shannon-Wiener 指数 和 Simpson 指数 测度 的 结果 见 图 1。 图 1 显示 了 高 黎贡山 从 海 

拔 1000 一 3100m 的 不 同 植被 下 土壤 真菌 的 多 样 性 数值 。 从 图 1 可 见 ， 两 个 多 样 性 指数 

反映 出 基本 一 致 的 趋势 。 高 黎贡山 上 半 部 (海拔 1880m 以 上 ) 的 多 样 性 指数 较 高 

(CSimpson 指数 在 0.7 以 上 ，Shannon-Wiener 指数 在 1.6 以 上 )， 其 中 又 以 No.6、 

No. 13、No.7、No. 2 样 地 (海拔 1880 一 2410m) 最 高 ， 下 半 部 随 海拔 降低 ， 多 样 性 指 

数 呈 降低 趋势 ， 低 海拔 〈1000~1400m) 的 植被 (No.5、No.9、No. 10)， 多 样 性 指数 

较 低 。 真 菌 多 样 性 指数 的 测度 结果 与 微生物 数量 的 测定 结果 基本 是 一 致 的 。 从 属 的 分 布 

来 看 ， 在 山中 部 的 植被 下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多 ，No. 2、No.7、No.6 土 样 平 均 分 离 到 12 个 

属 22. 7 株 菌 ， 其 次 为 高 海拔 的 植被 ，No. 12、No. 15 、No. 14 土 样 平 均 分 离 到 7.0 个 属 

12. 3 株 菌 ;海拔 较 低 的 植被 分 离 到 的 属 最 少 ，No.5、No.9、No. 10 土 样 平 均 分 离 到 

6. 3 个 属 18. 3 株 菌 。 

0.9 2.4 

了 
0.8 涨 开 20 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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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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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 黎贡山 土壤 的 真菌 多 样 性 



2.3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及 多 样 性 与 生态 因子 之 间 的 相关 性 

微生物 区 系 受 其 生长 环境 所 控制 。 影 响 土壤 微生物 的 主要 环境 因素 包括 土壤 含水 
量 、 土 壤 温度 、pH 值 、 有 机 物质 和 无 机 养料 的 供应 等 ， 其 他 因素 ， 如 人 类 活动 、 植 

被 、 季 节 和 土壤 深度 的 影响 是 通过 主要 因素 起 作用 的 ， 而 土壤 温度 又 与 气温 有 直接 的 关 
系 ， 我 们 测定 了 高 黎贡山 气温 和 土壤 生态 因子 对 土壤 微生物 的 影响 。 

从 表 3 看 出 ，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与 各 生态 因 于 之 间 均 有 不 同 程度 

的 相关 性 ， 其 中 ， 与 气温 、 有 机 质 之 间 的 相关 性 最 大 ， 除 细菌 数量 与 气温 、 真 菌 数 量 与 

有 机 质 外 ， 都 达到 了 显著 的 水 平 ， 与 有 效 氮 、 土 壤 含水 量 之 间 的 相关 性 次 之 ， 而 与 速效 

磷 和 速效 钾 的 相关 性 较 差 。 说 明 影 响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垂直 分 布 的 主要 

生态 因子 是 气温 、 土 壤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含 量 和 土壤 含水 量 ， 现 有 土壤 磁 和 钾 含 量 的 变化 
对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影响 相对 较 小 。 

表 3， 高 黎贡山 生态 因子 与 土壤 微生物 间 的 相关 分 析 (及 值 ，" 一 12) 

微生物 指标 土壤 含水 量 /%% 年 均 气 温 /C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mg/kg) 速效 磷 /(mg/kg) 速效 钾 /(mg/kg) 

细菌 数量 0. 4690 0. 5721 055771 0. 7051 0. 6076 0.5414 

真菌 数量 0RZ757 0. 8631 0. 4394 0. 2631 0. 4376 0.7824 

放 线 菌 数量 0. 6938 0. 8025 0. 5980 0. 519 0. 4239 0. 5826 

微生物 总 数 0. 5000 0. 6148 0. 7732 0. 6693 0. 3126 0 厦 35 

Simpson 指数 0.7533 0. 8003 0.7643 0. 8121 0. 4847 0 而 233 

Shannon 指数 0. 7450 0. 8629 0. 8122 0. 9317 0. 5539 0. 2789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变化 受气 温 的 影响 明显 ， 山 顶 气 温 低 ， 不 利于 微生物 生 
长 繁殖 ， 随 海拔 降低 气候 变 得 温暖 ， 微 生物 数量 增加 ， 各 类 微生物 的 数量 与 气温 之 间 的 

相关 性 除 细菌 外 都 达到 了 显著 水 平 〈 表 2 和 表 3)， 与 土壤 含水 量 之 间 的 相关 性 仅 放 线 
菌 数量 达到 显著 水 平 。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多 样 性 的 垂直 分 布 亦 与 土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含量 显著 相 

关 ， 而 土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的 含量 又 受 人 为 干扰 和 植物 群落 类 型 的 影响 。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和 人 为 干扰 强度 形成 了 不 同 的 生境 ， 发 育 着 不 同 的 植被 类 型 ， 不 同 植物 群落 所 形成 的 枯 

落 物 量 和 营养 成 分 存在 着 一 定 差异 ， 必 然 导 致 土壤 微生物 在 各 植物 群落 中 分 布 的 不 均一 

性 ， 从 而 形成 不 同 的 土壤 养分 状况 。 在 高 黎贡山 上 半 部 ， 从 山顶 向 下 随 海拔 降低 ， 植 被 

变化 为 高 山 灌 丛 草 甸 - 针 阔 混 交 林 一 常 绿 阔 叶 林 ， 枯 落 物 也 变 得 易于 被 分 解 ， 加 之 水 热 
条 件 的 适宜 ， 土 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繁殖 加 快 ， 代 谢 旺盛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含 量 增加 ，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增加 ， 而 高 黎贡山 下 半 部 因 有 村 落 分 布 ， 近 10 年 来 由 于 人 
口 激 增 ， 和 砍伐、 放牧、 农田 和 经 济 林木 的 大 量 开垦 种 植 ， 使 森林 植被 遭受 破坏 且 片断 
化 。 随 海拔 降低 村 落 数 上 且 增多 且 接 近 公路 ， 上 述 人 为 干扰 强度 和 频率 增加 ， 有 些 植被 
(如 No. 5 样 地 ) 变 成 当地 群众 的 砍 柴 山 ， 山 底部 的 植被 基本 上 已 被 砍 光 ， 人 为 活动 、 

放牧 等 使 地 表 裸 露 ， 土 壤 板 结 ， 水 土 流失 严重 ， 植 被 由 常 绿 阔 叶 林 向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从 
过 渡 ， 枯 落 物 量 减少 ， 土 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多 样 性 降低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的 含量 也 
减少 ， 在 山 底 降 到 最 小 值 。 
入 庆 



Shannon-Wiener 指数 和 Simpson 指数 的 梯度 变化 ， 可 以 在 一 定 程度 上 间接 说 明生 

境 条 件 的 差异 。 一 般 而 言 ， 生 境 条件 越 适宜 ， 多 样 性 就 越 高 ， 也 就 是 说 ， 和 群落 的 多 样 性 

指数 可 用 来 衡量 其 环境 的 优 劣 。 高 黎贡山 中 部 土壤 真菌 的 两 个 多 样 性 指数 均 较 高 ， 说 明 

这 一 地 段 的 生境 条 件 适 宜 于 大 多 数 土 壤 真菌 的 生长 ;下 半 部 随 海 拔 降低 ， 多 样 性 指数 的 

变化 ， 在 某 种 程度 上 说 明 随 海拔 降低 ， 土 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环境 恶化 。 研 究 得 出 ， 影 响 土 

壤 真 菌 多 样 性 的 生态 因子 主要 是 气温 、 土 壤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含量 和 土壤 含水 量 ， 它 们 与 

两 个 多 样 性 指数 之 间 的 相关 性 均 达 到 了 极 显著 的 水 平 〈 表 3)。 

”高 黎贡山 上 半 部 的 植被 保存 较 好 ， 尤 以 海拔 2000m 左右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发 育 良 好 ，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代谢 旺盛 ， 土 壤 养分 含量 丰富 ， 为 自然 保护 区 周围 生存 的 22 万 人 口 

提供 了 丰富 的 自然 资源 。 而 下 半 部 的 人 为 干扰 在 使 森林 植被 遭受 破坏 的 同时 ， 也 对 土壤 

微生物 和 土壤 养分 产生 了 很 大 程度 的 影响 。 目 前 应 对 高 黎贡山 的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妥善 管 

理 和 保护 ， 避 免 这 一 状况 的 进一步 恶化 。 

致谢 “本 文 在 修改 过 程 中 ,， 得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朱 华 博 士 和 冯 志 立 
先生 的 帮助 ， 在 此 一 并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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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Pingl GUO Hui-jun2” DAO Zhi-ling LANG Bi-yunl 

〈]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 Garde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玉 unming 650223) 

(2 Kunming Branch，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022) 

(3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e quantity and diversity of Soil microbe were studied in different v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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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on types in Gaoligong Mountain，Yunnan。The quantities of microbes，diversity of 

fungi，and the amount of nutritions were examined in 12 soil samples，which were col- 

lected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with the elevation ranging from 1000 to 3000 meter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quantities of bacteria，fungi，actinomyces，and diversity of fungi 

varied with elevation。The highest values occurred at the elevation of about 2000 me- 

ters，and they decreased as the elevation increased or decreased.， The lowest values ap- 

peared at bottom of the Mountain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oil microbes and the eco- 

logical factors varied，The quantities and diversity of soil microb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emperature and organic matter except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bacteria and temperature，as well as between quantity 

of fungi and organic matter。 In contrast，they correlated less with effective nitrogen and 

soll moisture content，much less with quick acting phosphorus and quick acting potassi- 

u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in ec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ntity and di- 

verSsity of soll microbes were temperature，organic matter，effective nitrogen，amnd soil 

molsture content. 

Key words ”Gaoligong Mountains，Quantity and diversity of microbe，Ecological 

factor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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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生化 活性 的 初步 研究 ” 

张 菠 。 部 辉 军 ”太志 珊 。 龙 活 云 . 
(1 中 国 科学 院 西双版纳 热带 植物 园 ， 昆 明 ”650223) 

《2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分 院 ， 昆 明 650223) 

《3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650223) 

关键 词 ”高 黎贡山 ， 微 生物 生长 和 代谢 ， 生 态 因 子 ， 相 关 性 

中 图 分 类 号 Q_938. 1 

高 黎贡山 位 于 滇 西北 中 缅 边 境 的 横断 山地 区 ， 由 于 其 多 种 多 样 的 森林 类 型 、 生 物资 

源 ， 早 已 引起 世界 性 的 广泛 关注 。 高 黎贡山 山体 宕 大 ， 上 半 部 是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分 

布 着 多 种 类 型 的 原生 植被 和 丰富 的 生物 资源 ; 下 半 部 (1500m 以 下 ) 有 村 庄 分 布 ， 近 

10 年 来 ， 由 于 人 口 激 增 ， 和 森林 大 量 被 砍伐 、 放 牧 和 开垦 成 农田 或 人 工 纯 林 ， 形 成 片 状 

分 布 的 次 生 林 。 山 底部 的 次 生 林 基本 上 已 被 砍 光 。 植 被 的 破坏 导致 生态 环境 恶化 ， 同 

时 ， 也 对 自然 保护 区 和 森林 和 生物 资源 产生 了 很 大 的 威胁 。 

土壤 微生物 是 陆地 生态 系统 中 最 活跃 的 成 分 ， 担 负 着 分 解 动 植物 残 体 的 重要 使 命 ， 

推动 着 生态 系统 的 能 量 流动 和 物质 循环 。 植 被 生长 的 好 与 坏 和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活动 密 

切 相关 ， 而 微生物 的 生长 是 多 维 生 态 因子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我 们 从 1995 年 起 ， 对 高 黎 

贡 山 的 森林 类 型 和 生物 资源 进行 了 为 期 三 年 的 调查 研究 ， 力 图 为 高 黎贡山 森林 资源 管理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提供 科学 依据 。 本 文 是 土壤 微生物 研究 的 部 分 结果 ， 关 于 这 方面 的 工 

作 尚 未 见报 道 。 

1 材料 与 方法 
1.1 采样 

研究 地 点 位 于 云南 省 西北 部 保山 地 区 境内 ， 我 们 的 调查 路 线 是 高 黎贡山 南 段 东 坡 从 

海拔 1000m 的 经 江 峡 谷 到 白花 岭 村 到 海拔 3100m 的 山顶 裔 公房 ， 海 拔 平均 每 升 高 200m 

做 一 个 植被 样 方 。 土 壤 取样 也 在 样 方 中 进 行 ， 于 1995 年 8 一 9 月 采用 混合 取样 法 采取 表 

层 土壤 (0 一 20cm) ，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见 表 1 。 

x 本 文 2000 发 表 于 《土壤 学 报 》，37(2): 275 一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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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 试 土壤 的 基本 情况 

枯 落 物 量 土壤 含水 量 

1 wo / (kg/m2) / (g/kg) 

原生 林 14 3100 高 山 灌 丛 草 旬 0 810 

15 2830 针 阔 混交 林 1. 20 559 

攻 2560 针 阔 混交 林 2. 97 1160 

13 2410 常 绿 阔 叶 林 1. 69 1043 

6 2200 常 绿 阔 叶 林 1.61 1067 

7 1990 常 绿 阔 叶 林 1. 29 724 

2 1890 常 绿 阔 叶 林 0. 85 705 

次 生 林 3 1820 常 绿 阔 叶 林 0.78 5 

4 1630 常 绿 阔 叶 林 0557 318 

5 1400 常 绿 阔 叶 林 0. 92 464 

9 1210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丛 0 24 279 

10 1000 干 热 河谷 稀 树 灌 从 0 254 

1.2 土壤 微生物 的 测定 

细菌 、 真 菌 、 放 线 菌 和 芽孢 杆菌 的 数量 采用 稀释 平板 法 测定 ;固氮 作 用 采用 土壤 培 
养 测 全 所 法 ;呼吸 作用 采用 碱 吸 收 滴定 法 ; 纤维 素 分 解 强 度 采用 埋 布 片 法 。 

1.3 生态 因子 的 测定 

年 降水 量 和 年 平均 气温 据 黄 大 华 等 〈1985) 和 傅 绍 铭 等 〈1985) 的 研究 ; 土壤 养分 

采用 常规 的 化 学 方法 。 

2 ”结果 与 讨论 
2.1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的 分 布 

我 们 进行 了 土壤 微生物 总 数 、 呼 吸 作 用 强度 、 代 谢 葡萄 糖 能 力 、 纤 维 素 分 解 强度 ， 

芽 钨 杆 菌 数量 和 固氮 作用 强度 6 个 方面 的 测定 。 结 果 得 出 〈 表 2)， 这 6 个 方面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是 一 致 的 ， 呈 明显 的 垂直 分 布 。 高 海拔 的 原生 林 下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水 平 较 低 ， 随 着 海拔 的 降低 ， 微 生物 的 生长 逐渐 加 快 ， 代 谢 逐 渐 增 强 ， 最 高 值 出 现在 海 

拔 2000m 左右 ， 其 原生 林 下 土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代谢 活性 最 高 。 随 海拔 降低 ， 次 生 林 
的 土壤 微生物 数量 逐渐 减少 ， 代 谢 逐 渐 减 慢 ， 低 海拔 〈1000m 左右 ) 的 次 生 林 ， 土 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已 降 至 较 低 水 平 ， 其 中 ， 呼 吸 作用 强度 、 代 谢 葡萄 糖 能 力 、 固 氢 作 
用 强度 和 芽孢 杆菌 数量 均 降 到 最 小 。 



表 2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呼吸 作用 强度 ”代谢 葡萄 精 。 纤维 素 分 解 强 芽孢 杆菌 数 
样 地 “海拔 /m 全 入 (COznl 能 力 (COzml ， 度 布 条 减 重 人 量 (X104 

本 
原生 林 3100 246.2 2 人 149. 3 6 14. 5 

2830 248. 9 30Q 5255 光 95; 让 十 6.8 

2560 255, 这 7 45. 2 568. 7 98. 5 9 18. 4 

2410 162. 5 7 8 可 126. 5 有 3 Be 

2200 649. 3 84. 2 992.9 288. 2 25 68. 2 

1990 825. 4 188.5 1259. 0 403. 8 34 如 由. 与 

1880 566.0 《7 1083.5 330. 9 41 5 

次 生 林 “1820 459. 7 本 696. 8 309. 4 9 49.6 

1630 439. 7 44. 9 56 7 369. 2 6 7 

1400 376.6 局 全 上 4 557S6 179. 6 一 一 52s 9 

1210 347. 8 16. 4 268.7 52 5 三 = 24. 3 

1000 32 世 个 | 人 2 145. 8 生 二 ja 

2.2 高 黎贡山 生态 因子 的 变化 

由 表 3 可 以 看 出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与 土壤 微生物 的 变化 一 

致 ， 高 峰值 都 出 现在 海拔 2000m 左右 ， 山 顶 较 低 ， 在 山脚 〈 海 拔 1000m 左右 ) 降 到 最 
小 。 而 速效 和 速效 钾 的 变化 则 不 同 ，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波动 ， 整 个 山体 土壤 磷 含 量 

很 低 ， 属 于 严重 缺 磷 区 ， 速 效 磷 含量 较 低 的 海拔 1880m 处 ， 土 壤 微生物 数量 和 代谢 活 

性 却 较 高 ， 而 山 底 磷 含 量 最 高 ， 微 生物 的 代谢 水 平 最 低 。 气 候 因子 随 海拔 降低 ， 年 降水 
量 减 少 ， 而 年 平均 气温 升 高 。 

表 3 高 黎贡山 生态 因子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必 汪 P 

样 地 海拔 /m 降水 量 /mm 气温/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速效 磷 (P) “速效 钾 (K) 

(g/Kkg) /(mg/kg) /(mg/kg) /Kmg/kg) 

原生 林 3100 3364. 9 6. 49 86.0 35235 1.0 63.1 

2830 2892.6 8. 19 62.0 263. 2 攻 | 25. 9 

2560 2463. 3 9. 89 116.6 329. 4 0.5 112.4 

2410 2243. 4 10. 84 179. 0 346.5 0.5 STR 

2200 1957. 8 12. 16 165. 9 537. 3 1.9 120.1 

1990 1698. 2 13. 49 193. 8 442. 8 民 。 140.6 

1880 1572. 7 14. 18 144. 8 335.0 0.6 119. 2 

次 生 林 1820 1507. 2 14. 56 67. 9 189.0 0.9 25T 

1630 1313. 8 15.76 25. 4 Sa 1 呈 i| 106. 2 

1400 1108. 2 | 31.4 124. 3 1.0 SEE8 

1210 961. 9 18. 40 16.5 61.6 .7 101. 3 

1000 825.0 19.73 18.0 51.5 857 97. 0 

SS 



2.3 土壤 微生物 与 生态 因子 之 间 的 相关 性 

土壤 微生物 受 其 生长 的 周围 环境 所 控制 ， 高 黎贡山 气候 和 土壤 养分 是 导致 土壤 微 生 
物 随 海拔 高 度 变化 的 重要 因素 。 从 表 4 看 出 ， 土 壤 微 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与 各 生态 因子 均 
有 不 同 程度 的 相关 性 ， 其 中 ， 微 生物 生长 和 代谢 与 降水 量 之 间 的 相关 性 除 芽 孢 杆菌 数 量 
为 显著 外 ， 其 余 都 达到 了 极 显 著 的 水 平 ， 与 气温 、 有 机 质 、 有 效 气 之 间 的 相关 性 除 纤维 

素 分 解 强 度 外 ， 都 达到 了 显著 水 平 ， 而 与 速效 磷 和 速效 钾 的 相关 性 较 差 。 说 明 影 响 高 黎 
贡 山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和 代谢 分 布 的 主要 生态 因子 是 降水 量 、 气 温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含量 ， 现 有 土壤 磷 和 钾 含 量 的 变化 对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影响 较 小 。 

表 4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与 生态 因子 间 的 相关 性 CR 值 ) 

微生物 指标 降水 量 气温 有 机 质 有 效 氮 速效 磷 (P) ”速效 钾 〈K) 

微生物 总 数 0. 9665 0. 8104 0. 7732 0. 6693 0. 3126 0. 5525 

呼吸 作用 强度 0. 9832 0. 9562 0. 8882 0. 8061 0. 6513 0. 3707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0. 9484 0. 9548 0. 8883 0. 8541 0. 8442 0. 3205 

纤维 素 分 解 强度 0. 9435 0.7591 0. 4587 0. 2993 0. 1918 0. 4867 

固氮 作用 0. 9946 0. 9345 0. 9009 0. 9038 0. 5957 0. 2345 

芽 隐 杆 菌 数 量 0. 8737 0. 8244 0. 5938 0. 5757 0. 1609 0. 6964 

高 黎贡山 的 降水 量 和 和 气温 随 海拔 高 度 而 变化 ， 年 平均 气温 随 海拔 高 度 升 高 而 降低 ， 

垂直 递减 率 为 0.63C/100m， 而 年 降水 量 随 海拔 高 度 升 高 而 增加 ( 表 3)。 在 海拔 
1990m 以 上 ， 年 降水 量 已 大 于 1600mm， 而 年 平均 气温 却 较 低 ， 故 温度 是 限制 微生物 生 

长 代谢 的 主要 气候 因子 。 山 顶 气 温 低 不 利于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代谢 ， 随 海拔 降低 ， 气 候 变 

得 温暖 ， 微 生物 数量 和 代谢 活性 增加 〈 表 2)， 微 生物 的 数量 和 活性 与 气温 之 间 的 相关 

性 除 纤 维 素 分 解 强度 外 都 达到 了 显著 水 平 〈 表 4)， 而 在 海拔 1880m 以 下 ， 年 平均 气温 
已 大 于 14. 1C ， 而 降水 量 却 较 低 〈 尤 其 在 山脚 )。 所 以 降水 量 是 限制 微生物 生长 代谢 的 
主要 气候 因子 ， 随 海拔 降低 ， 降 水 量 降 低 ， 土 壤 含 水 量 显 著 下 降 〈 表 1) 。 土 壤 微生物 
的 数量 和 代谢 活性 显著 降低 〈 表 2) ， 微 生物 生长 代谢 与 降水 量 之 间 的 相关 性 除 芽孢 杆 
菌 数量 为 显著 外 ， 都 达到 了 极 显 著 的 水 平 ( 表 4) 。 

高 黎贡山 土壤 微生物 生长 和 代谢 也 受 土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含量 的 显著 影响 ， 而 土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的 变化 又 与 人 为 干扰 和 植物 群落 类 型 有 关 ， 不 同 海拔 高 度 和 人 为 干扰 强 
度 形 成 了 不 同 的 生境 ， 发 育 着 不 同 的 植被 类 型 ， 不 同 植物 群落 所 形成 枯 落 物 的 量 和 营养 
成 分 存在 一 定 差 异 ， 必 然 导 致 土壤 微生物 在 各 植物 群落 中 分 布 的 不 均一 性 。 从 而 形成 不 
同 的 土壤 养分 状况 。 原 生 林 随 海拔 降低 ， 植 被 从 高 山 灌 从 草 甸 -> 针 疗 混 交 林 -> 常 绿 阔 叶 
林 ， 枯 落 物 变 得 易于 被 分 解 ， 加 之 水 热 条 件 的 适宜 ， 土 壤 微 生物 的 生长 代谢 加 快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含 量 增 加 。 而 高 黎贡山 下 半 部 有 村 落 分 布 ， 由 于 人 口 激增 ， 砍 伐 、 放 
牧 、 农 田 和 经 济 林木 的 大 量 开 尾 种 植 ， 使 森林 植被 章 受 破坏 ， 连 续 分 布 的 原生 林 变 成 片 
状 分 布 的 次 生 林 。 随 海拔 降低 村 落 越 多 且 越 接近 公路 ， 上 述 人 为 干扰 强度 和 频率 增加 ， 
有 些 次 生 林 〈 如 5# 样 地 ) 变 成 当地 群众 的 砍 此 山 ， 海 拔 较 低 的 次 生 林 (9#、10 埋 ) 
"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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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上 已 被 砍 光 ， 人 为 活动 、 放 牧 等 使 地 表 裸 露 ， 土 壤 板结 ， 水 土 流失 严重 ， 气 候 也 发 
生 很 大 变化 ， 植 被 从 常 绿 阔 叶 林 一 ， 干 热 河 谷 稀 树 灌 从 ， 枯 落 物 量 减 少 ， 土 壤 微 生物 的 
生长 和 代谢 降低 ， 有 些 代谢 活性 在 山脚 降 到 最 低 值 ， 同 时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的 含量 
也 减少 ， 在 山脚 也 降 到 最 小 。 

研究 表明 ， 高 黎贡山 现 有 磷 和 钾 含 量 的 变化 对 土壤 微生物 的 生长 影响 较 小 ， 这 与 前 
人 的 研究 基本 一 致 。 

有 关 土 壤 呼吸 作用 的 研究 报道 已 较 多 ， 由 表 4 可 见 ， 土 壤 呼吸 作用 〈 包 括 内 源 呼吸 
和 代谢 葡萄 糖 能 力 ) 与 降水 量 ， 和 气温、 土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的 相关 性 为 极 显著 ， 与 速效 
磷 的 相关 性 为 显著 ， 与 速效 钾 的 相关 性 未 达到 显著 水 平 。 前 人 在 研究 土壤 呼吸 速率 的 季 
节 变 化 时 得 出 ， 土 壤 呼吸 速率 与 土壤 温度 和 土壤 水 分 呈 极 显著 的 相关 关系 ， 我 们 用 年 平 
均 温 度 和 年 降水 量 也 得 到 了 一 致 的 结果 。 杨 涛 等 的 研究 得 出 ， 土 壤 有 机 质 、 有 效 氮 和 速 
效 钾 与 土壤 呼吸 作用 有 显著 的 相关 性 。 可 见 ， 我 们 的 研究 与 前 人 比较 一 致 的 结果 是 ， 影 
响 土 壤 呼吸 作用 的 主要 生态 因子 是 降水 量 、 气 温 、 土 壤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氮 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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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Ti 

后 记 
2001 年 开始 ， 我 们 在 “中 荷 合 作 森 林 保 护 与 社区 发 展 〈FCCD) 项 目 ” 的 支持 下 ， 

组 织 专业 技术 人 员 先 后 到 各 相关 研究 机 构 、 大 专 院 校 、 图 书馆 、 人 情报 所 开展 收集 工作 ， 

至 今 已 历时 4 年 多 。 在 材料 的 收集 过 程 中 ， 得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动物 研究 所 、 植 物 研 究 所 、 

昆明 植物 研究 所 、 昆 明 动物 研究 所 、 西 双 版 纳 热带 植物 园 昆 明 分 部 〈 生 态 研 究 所 )、 坪 

南大 学 、 西 南 林学 院 、 云 南 师 范 大 学 、 云 南 社 科 院 、 云 南 文史 馆 、 云 南 林业 调查 规划 

院 、 云 南 林 科 院 、 云 南 地 理 研 究 所 、 云 南 科 技 情报 所 、 云 南 省 图 书馆 等 单位 的 大 力 支 

持 。 我 们 查阅 了 中 国有 关 动 物 、 植 物 、 生 态 、 林 业 方 面 的 主要 中 文 期 刊 和 云南 地 理 、 文 

史 期 刊 ， 以 及 有 关 高 黎贡山 、 横 断 山 的 学 术 专 著 。 主 要 刊物 有 : 动物 学 报 、 动 物 学 研 

究 、 动 物 分 类 学 报 、 动 物 学 杂志 、 兽 类 学 报 、 野 生动 物 、 四 川 动物 、 两 栖 疏 行 类 学 报 、 

昆虫 学 报 、 昆 虫 分 类 学 报 、 昆 虫 知识 、 植 物 学 报 、 云 南 植物 研究 、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 植 物 

生态 学 报 、 植 物 研 究 、 广 西 植物 、 武 汉 植 物 学 研究 、 植 物资 源 与 环境 学 报 、 热 带 亚热带 

植物 学 报 、 西 北 植物 研究 、 应 用 与 环境 生物 学 报 、 亚 热带 植物 科学 、 生 物 学 杂志 、 生 物 

学 通报 、 生 物 多 样 性 、 生 态 学 报 、 生 态 学 杂志 、 应 用 生态 学 报 、 生 态 科 学 、 生 态 经 济 、 

真菌 学 报 、 微 生物 学 报 、 自 然 资 源 学 报 、 自 然 资 源 、 资 源 科 学 、 云 南大 学 学 报 、 云 南 

师范 大 学 学 报 、 西 南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 林 业 科学 、 林 业 科 学 研究 、 西 南 林 学 院 学报 、 北 京 

林业 大 学 学 报 、 南 京 林业 大 学 学 报 、 东 北林 业 大 学 学 报 、 中 南 林学 院 学 报 、 云 南 林业 、 

云南 林业 科技 、 林 业经 济 、 人 竹子 研究 汇 刊 、 林 业 资 源 管 理 、 经 济 林 研 究 、 云 南 林业 调查 

规划 、 云 南环 境地 理 研 究 、 山 地 学 报 、 云 南 地 质 、 云 南 文史 丛刊 等 。 在 调查 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还 得 到 了 许多 专家 的 支持 和 帮助 ， 云 南 地 理 研 究 所 的 郝 性 中 先生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 

他 虽然 与 我 们 只 是 一 面 之 交 ， 但 当 他 知道 我 们 的 目的 之 后 ， 将 多 年 收集 的 高 黎贡山 资 

料 ， 全 部 无 偿 赠 送 给 我 们 。 正 是 在 这 些 机 构 和 专家 的 帮助 下 ， 才 使 我 们 的 工作 得 于 顺利 

完成 。 在 我 们 编辑 、 出 版 本 书 之 前 ， 我 们 向 所 有 的 论文 作者 发 去 了 征文 通知 ， 他 的 纷纷 

来 信 表 示 理 解 和 支持 我 们 出 版 此 书 ， 许 多 还 寄 来 新 作 和 发 表 在 国外 刊物 上 的 论文 ， 极 大 

丰富 了 丛书 的 内 容 。 在 此 ， 我 们 对 所 有 支持 、 帮 助 和 鼓励 我 们 的 人 们 表示 诚 榴 的 谢意 ， 

也 就 此 机 会 向 所 有 关心 爱护 高 黎贡山 的 人 们 表示 崇高 的 敬意 。 

编 者 
2005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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