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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中国亚热带东部藤本植物的特征3修订并扩充了 EF4114GAH0IJ0KL和 (114MJ4GN生活型系统中藤本植物分类部

分D对本区生活型分析的结果表明3中国亚热带东部藤本植物的生活型谱是以高位芽藤本占绝对优势8?!9?O<其次为地

下芽藤本87?9#O<P地面芽藤本8:9!O<P7年生藤本8!9?O<和地上芽藤本879#O<3除地下芽藤本比例略高外3与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生活型谱十分接近3具有比较明确的生态学意义;地下芽藤本比例略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类藤本具有地下

贮藏器官3因此有利于次年春天迅速的抽生攀援枝3较其他草质藤本更优先占领光合空间3这是对区域小生境长期适应

的结果D藤本植物生活型是影响其在群落中分布的重要因素D
关键词=中国亚热带东部;藤本植物;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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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植物8/KM4<是一类不能自由直立P通过主茎缠绕或攀援器官攀援升高的生长型十分特殊的植物

类群D对藤本植物生长型的研究由 来 已 久3HlG1KM<7=是 最 早 对 藤 本 植 物 进 行 较 系 统 观 测 和 分 类 的 物 种 学

家3他根据藤本植物的攀援器官和攀援方式不同划分出茎缠绕类P叶攀援类P钩刺等附属器官类和根系附

着类 B大类型D此后尽管 -4kKI54G<!=P>K4klG2L<>=等人也进行了分类3但分类的结果大同小异;后来 8F6?<B=

则 将 生 态 学 和 形 态 学 特 征 结 合 起 来 将 藤 本 植 物 分 为 木 质 藤 本8*KlMl<P草 质 类8/KM4<P木 质 的 附 生 类

8@0020k4IK45k064L<8包 括 绞 杀 植 物<P草 质 附 生 类 8A4GJl440FL45K5k064L<和 半 附 生 植 物

8A4IK45K5k064L<3这一分类将附生植物也归于藤本类群明显扩大了藤本植物的范畴D在我国3曲仲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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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荣!"#等根据中国热带$亚热带藤本植物的特点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基本上是 &’()*+分类系统的

延伸,对藤本植物生活型的分类一直较为简单%在大多数系统中就简单的分为木质和草质两种类型,

-./00/(1&2342*5和 600/+4/(7!8#认为生长型也是植物对环境条件适应后在生理和形态上的反映%也属

生活型的范畴9并在 :’.+;*’/(系统的基础上%对藤本植物的生活型单独进行了分类9但其分类的基础主要

根据欧洲藤本的特征%因此分出的类型偏少9此外该系统和 :’.+;*’/(系统一样%也存在某些生活型根据冬

芽的位置不易区分的不足%因而限制了这一系统的广泛应用,本文的目的是%<参照 -./00/(1&2342*5和

600/+4/(7的系统%结合生长型和生活型特征%根据中国亚热带藤本植物的特点%建立适合中国亚热带藤本

植物分类的生活型系统%=根据这一系统对中国东部亚热带藤本的生活型进行分类和分析%探讨其群落学

及生态学意义,

> 研究区概况

研 究 区 位 于 中 国 亚 热 带 东 部%包 括 华 东 五 省 一 市?福 建$江 西$浙 江$安 徽 和 江 苏 和 上 海@的 亚 热 带 区

域%跨度从北回归线一直到北纬 ABCD的范围,
本区以东西排列的低山丘陵为主%北有江淮低山丘陵%南为江南丘陵$闽浙丘陵和南岭山地%中间则为

东西横贯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内海拔大多在 EFFGHFFF3之间%但也有一些海拔 HFFF3以上的山峰%北

部有 位 于 安 徽 中 西 部 的 白 马 尖?H88B3@$天 堂 寨?H8IJ3@%中 部 有 安 徽 南 部 的 九 华 山?HABI3@$黄 山

?HKBH3@和浙西的天目山?HEF83@等,南部则有武夷山?IHEK3@%这些山系不仅是我国许多古老植物?如银

杏等@的避难所和我国亚热带东部生物多样性分布的中心%也是拦阻北方冷空气南下和南部湿气北流的屏

障%有利于喜暖植物的发育和分布,
本区气候为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冬凉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季节分配不均,夏季气候炎热$湿润,

年平均温度为 HBGIFL%北部及沿海较低%南部及内陆较高,最冷月?H月份@平均温度 HGHFL,最热月?8
月份@平均气温均达 IKL左右,该区有 8GK个月的月平均温度MHEL%有 B个月的月平均温度MIBNEL%
无霜期大都在 IAFGIEFO以上%南部无霜期长达 AIEO%日平均气 温 稳 定 通 过 HFL的 时 间 在 IAFGIEFO以

上%活动积温 EFFFG"EFFL,
年降水量约为 KFFGIFFF33%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南岭山地降水量约 HBFFGIFFF33%浙闽 丘 陵 年 降

水量为 HIFFGHKFF33%江南丘陵 HEFF33左右%长江中下游平原为 HFFFGHIFF33%江淮丘陵在 HFFF33
左右,

本区的土壤主要是红壤$黄壤$黄棕壤和水稻土,红壤多分布在 EFFGJFF3以下的低山丘陵,整个剖面

呈酸性至强酸性反应?PQBNFGENE@,黄壤多分布于海拔 "FFGKFF3以上的山地%酸性也强,黄棕壤集中分

布在江苏$安徽长江两岸的低山丘陵地区9在亚热带南部山地的垂直谱中%它往往出现于黄壤带以上,
植被类型从南到北依次可以划分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地带%地带性植被为具有热带性质的

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结构复杂%藤本和附生植物种类和数量丰富,=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为本区最大

一个地带%包括福建中北部%浙江和江西的全部%安徽$江苏和上海南部%纵跨近 K个纬度%分为南北两个亚

带,南部亚带包括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南部地区9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藤本虽没有季风常

绿阔叶林内丰富多样%但是较之北部丰富%主要有瓜馥木$酸叶胶藤$飞龙掌血$毛药藤$木通科$夹竹桃科$
桑科$豆科$卫茅科$茜草科$猕猴桃科$五加科$葡萄科等藤本植物,北部亚带包括浙江大部$福建最北部$
江西中部$安徽和江苏的南部以及上海市的一部分地区,带内的常绿阔叶林中常混有落叶阔叶树,藤本植

物一般较少%湿润生境中较多%但多为木通科$葡萄科$夹竹桃科%茜草科$桑科$猕猴桃科$豆科$防己科$薯

蓣科$百合科等草质藤本及小型木质藤本植物%很少有大型木质藤本植物,R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带%是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群落的交错带%植被类型及其空间分布上具有很大的混杂性%原生植被

荡然无存,带内分布较广的是含有常绿树种的落叶阔叶林%在温暖的南坡谷地也可能出现小片的以耐寒常

绿树为主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藤本种类很少%常见的有络石$薜荔等,

S 藤本植物种类的确定

以T华 东 地 区 五 省 一 市 维 管 束 植 物 名 录U!K#为 基 础%用 现 已 出 版 的T中 国 植 物 志U$T中 国 高 等 植 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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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中国树木志!和各省植物志"公开发表的论文"名录为主$参考各省植被的记录和对部分区域的野外

调查加以校正$共确定藤本植物 %&&种’包括变种和部分变型(’不包括蕨类藤本($隶属于 )*科’基本按恩

格勒系统分科("&%+属,

- 藤本植物生活型系统的修订

本系统的第一级是按 ./0123/45的生活型系统即将藤本植物的生活型分为高位芽藤本等五大类$然后

每个大类再根据攀援方式的不同划分出缠绕类"卷曲类"搭靠类和吸固类 +类$后 6类又根据攀援器官的

来源不同进一步划分小类7对高位芽藤本来说最后一级是根据藤本在冬季是否落叶划分的7在这里考虑到

在湿润区高位芽植物和地上芽植物不易区分$特别对藤本植物如按 ./0123/45的定义更难区分$本研究给

予重新界定8高位芽藤本是指所有越冬芽居于地上较高部位的木本藤本$包括常绿的和落叶的种类$地上

芽藤本是指越冬芽居于较低部位"植物体基部木质化或半木质化多年生草本藤本$地面芽藤本是指越冬芽

居于地表的多年生草本藤本$地下芽藤本是指越冬芽居于地下的多年生草本藤本$&年生藤本是指生活期

在一年或几个月内完成的草本藤本,具体分类系统如下8

/ 高位芽藤本植物’9:(’9;/145<=;>?4:3/14(

/@& 缠绕类高位芽藤本植物’AB9:(’AB3131C9:(

/@&@& 常绿的’ABD9:(’AB3131CDE45C54419:(

/@&@F 落叶的’ABG9:(’AB3131CG4H3I0<0J9:(

/@F 卷曲类高位芽藤本植物’K9:(’K05L31C9:(

/@F@& 叶柄卷曲类’9K9:(’94?3<L4K05L31C9:(

/@F@&@& 常绿的’9KD9:(’94?3<L4K05L31CDE45C5B4419:(

/@F@&@F 落叶的’9KG9:(’94?3<L4K05L31CI4H3I0<0J9:(

/@F@F 卷须类’A49:(’A41I53L9:(

/@F@F@& 常绿的’A4D9:(’A41I53LDE45C54419:(

/@F@F@F 落叶的’A4G9:(’A41I53LG4H3I0<0J9:(

/@F@6 枝卷曲类’MK9:(’M5/1H;K05L31C9:(

/@F@6@& 常绿的’MKD9:(’M5/1H;K05L31CDE45C54419:(

/@F@6@F 落叶的’MKG9:(’M5/1H;K05L31CG4H3I0<0J9:(

/@6 搭靠类高位芽藤本’N9:(’N<<231C9:(

/@6@& 枝搭类’MN9:(’M5/1H;N<<231C9:(

/@6@&@& 常绿的’MND9:(’M5/1H;N<<231CDE45C54419:(

/@6@&@F 落叶的’MNG9:(’M5/1H;N<<231CG4H3I0<0J9:(

/@6@F 钩搭类’NN9:(’N<<2N<<231C9:(

/@6@F@& 常绿的’NND9:(’N<<2N<<231CDE45C54419:(

/@6@F@F 落叶的’NNG9:(’N<<2N<<231CG4H3I0<0J9:(

/@6@6 刺搭类’AN9:(’A;<51N<<231C9:(

/@6@6@& 常绿的’ANK9:(’A;<51N<<231CDE4554419:(

/@6@6@F 落叶的’ANG9:(’A;<51N<<231CG4H3I0<0J9:(

/@+ 吸固类高位芽藤本’O9:(’OI;4531C9:(

/@+@& 不定根类’O.O9:(’OIE41?3<0J.<<?OI;4531C9:(

/@+@&@& 常绿的’O.OD9:(’OIE41?3<0J.<<?OI;4531CDE45C54419:(

/@+@&@F 落叶的’O.OG9:(’OIE1?3<0J.<<?OI;4531CG4L3I0<0J9:(

/@+@F 吸盘类’OO9:(’OI;41J3E4OI;4531C9:(

/@+@F@& 常绿的’OOD9:(’OI;41J3E4OI;4531CDE45C54419:(

/@+@F@F 落叶的’OOG9:(’OI;41J3E4OI;4531CG4H3I0<0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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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芽藤本"#$%&"#$’(’)*$+,)%-.)&

!/0 缠绕类地上芽藤本"12#3%&"12-.-.4#3%&

!/5 卷曲类地上芽藤本"##3%&"#678-.4#3%&

!/5/0 叶柄卷曲类"9##3%&"9),-:8)#678-.4#3%&

!/5/5 卷须类"1)#3%&"1).;7-8#3%&

!/< 搭靠类地上芽藤本"3#3%&"3::=-.4#3%&

!/</0 枝搭类">3#3%&">7’.?$3::=-.4#3%&

!/</5 刺搭类"13#3%&"1$:7.3::=-.4#3%&

? 地面芽藤本"3%&"3)(-?7+*,:*$+,)%-.)&

?/0 缠绕类地面芽藤本"123%&"12-.-.43%&

?/5 卷曲类地面芽藤本"#3%&"#678-.43%&

?/5/0 叶柄卷曲类"9#3%&"9),-:8)#678-.43%&

?/5/5 卷须类"1)3%&"1).;7-83%&

?/< 搭靠类地面芽藤本"33%&

?/</0 枝搭类">33%&">7’.?$3::=-.43%&

?/</5 刺搭类"133%&"1$:7.3::=-.43%&

; 地下芽藤本"@%&"@):?7+*,:*$+,)%-.)&

;/0 缠绕类地下芽藤本"12@%&"12-.-.4@%&

;/5 卷曲类地下芽藤本"#@%&"#678-.4@%&

;/5/0 叶柄卷曲类"9#@%&"9),-:8)#678-.4@%&

;/5/5 卷须类"1#@%&"1).;7-8@%&

;/< 搭靠类地下芽藤本"3@%&"3::=-.4@%&

;/</0 枝搭类">3@%&">7.’?$3::=-.4@%&

;/</5 刺搭类"13@%&"1$:7.3::=-.4@%&

) 0年生藤本"1%&"1$)7:*$+,)%-.)&

)/0 缠绕类 0年生芽藤本"121%&"12-.-.41%&

)/5 卷曲类 0年生藤本"#1%&"#678-.41%&

)/5/0 叶柄卷曲类"9#1%&"9),-:8)#678-.41%&

)/5/5 卷须类"1)1%&"1).;7-81%&

)/< 搭靠类 0年生藤本"31%&"3::=-.41%&

)/</0 枝搭类">31%&">7’.?$3::=-.41%&

)/</5 刺搭类"131%&"1$:7.3::=-.41%&

A 本区藤本植物的生活型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分类系统对中国亚热带东部藤本植物的生活型进行了分类B统计C结果见表 0D

A/E 高位芽藤本植物"9F&
在本区该类型占绝对优势C共 GG0种C占整个藤本植物的 H5/HIJ其中C常绿的高位芽藤本 0KL种占整

个高位芽藤本的 GG/GIJ落叶的 5GM种占整个高位芽藤本的 MM/LID根据攀援方式不同此类型可进一步划

分出D

A/E/E 缠绕类高位芽藤本"129F& 缠绕类是靠主茎或主茎和侧枝均可用来缠绕的一种攀援类型D本区

的缠绕类高位芽藤本是各小类中种类最多的一种类型C共 5<L种C占缠绕类藤本的 LN/5IC占高位芽藤本

的 M</MID高位芽藤本又可根据植物体的大小划分出大型高位芽藤本"O0P(&C如猕猴桃"QRSTUTVTWRXTY

UZU[T[&B常春油麻藤"\]R]UW[Ẑ_Z‘aT‘ZU[&B大血藤"bW‘cZUSdVdeWR]UZWSW&和白花野木瓜"bSW]USdUTWfZ]Y

RWUSXW&等J中型"Mg0P(&C如 南 五 味 子"hWV[]‘WfdUcZ_ZV]UR]fWSW&B五 味 子"bRXT[WUV‘W&B薯 莨"iTd[Rd‘ZW

00NM期 蔡永立等j藤本植物生活型系统的修订及中国亚热带东部藤本植物的生活型分析

万方数据



!"##$%&’()鸡血藤*+",,-.."’(等(和小型*/01(2如羊角藤*+%#"34’()蓬莱阁*5’#43-#"’(等 6类7
表 8 中国亚热带东部藤本植物生活型分析9

:;<=>8 ?@;@;=ABCBDEFC@>=CE>GEDHIBC@JKLM

生活型 NOPQRPST1 UN VWX YX ZX [X

[\O]O]̂ [\ _6‘*6ab‘c( d*eb0c( 6f*gbdc( ‘6*efb6c( a*eb6c(

UV 6_*0b_c( h*ebec(
ViTjO]̂ [Q hd*e_bdc( _*fb6c( 6h*‘bec( ‘*ebfc(

kV 0*fbac(

kY 6*fb0c( g*fb‘c( e*fb_c(
YSSlO]̂ YY 6*fb0c(

[Y gh*hbhc( _*fb6c( e*fb_c(

mnm 6f*gbdc(
moWQTO]̂ mm ‘*ebfc(

总计 [Spqj gge*h_bhc( d*eb0c( 6a*‘b_c( efh*ehb0c( e‘*_bhc(

9[\R[\O]O]̂2UVRUQpOSjQViTjO]̂2[QR[Q]oTOjQ2kVRkTq]rWViTjO]̂2kYRkTq]rWYSSlO]̂2YYRYSSlYSSlO]̂2[YR[WST]

YSSlO]̂2mnmRmosQ]pOpOSitnSSpmoWQTO]̂2mmRmoWQtOsQmoWQTO]̂u

vb8bw 卷曲类高位芽藤本*VUN( 卷曲类是用特化的叶柄)卷须和小枝攀援的型7本区共有 ee‘种2占整

个 高 位 芽 藤 本 的 _‘b6c2占 整 个 卷 曲 类 藤 本 的 ‘dbfcx此 类 型 又 可 划 分 出 叶 柄 卷 曲 类 高 位 芽 藤 本

*UVUN(2包括常绿和落叶的种类2此 类 为 铁 线 莲 属*y,-z’."&(所 特 有2本 区 共 有 6_种2占 卷 曲 类 高 位 芽 藤

本 的 _hb0c2占所有叶柄卷曲类藤本的 a_becx卷须类高位芽藤本*[QUN(主要为葡萄科)葫芦科)百合科

的 拔葜属*{z",’|(和豆科等科的部分属 种2共 hd种2占 卷 曲 类 高 位 芽 藤 本 ‘abec2占 所 有 卷 须 类 藤 本 的

‘6bhcx卷须的来源也不同2有叶卷须如豌豆类和茎卷须种类比较多如葡萄科和葫芦科的种类x小枝卷曲

类高位芽藤本*kVUN(2种类较少2仅有高位芽藤本2本区共有 0种2它们是黄檀属*}’,~-#!"’(的 6个藤本)
小花青藤*",,"!-#’#’#$"%,%#’(和钩吻*5-,&-z"&z-,-!’3&(2分别占卷曲类高位芽藤本 gb6c7

vb8b’ 搭靠类高位芽藤本*YUN( 此类被认为是被动攀援的一种类型2攀援器官的特化程度不高7本区

共有 06种2占整个高位芽藤本的 eeb‘c2占所有搭靠类藤本的 hhbfc7此类型又可划分为枝搭类*kVUN(2
仅 有 6种2它们是胡秃子属*(,’-’!3&&(的 6种藤本2分别占搭靠类高位芽藤本的 0bhc2占所有搭靠类类

藤本的 gbdc7钩搭类*YYUN(2攀援的钩是由花序轴特化而来的2仅有 6种2即鹰爪花属*).#’~%.#*&(的 _
种和钩藤*+3!’#"’#$*!$%#$*,,’(2占搭靠类高位芽藤本的 0bhc7刺搭类*[YUN(2是搭靠类中种类最多的

一 种2共有 gh种2其种类来源也很广泛2但比较多的集中在蔷薇科的蔷薇属*,%&’(和悬钩子属*,&~&&(的

攀援种类x分别占搭靠类高位芽藤本的 aabhc2占所有搭靠类藤本的 hhbfc7

vb8bv 吸固类高位芽藤本*mUN( 此类是利用茎上形成的不定根和小枝特化为吸盘作为攀援器官的攀

援类型7共有 6‘种2只见于高位芽藤本2占高位芽藤本 ab_c7又可划分为不定根类*mnmnN(2来源比较广

泛2共有 6f种2本区常见的 有 薜 荔*-"!&&(属 的 攀 援 种 类)中 华 常 春 藤*.-4-#’3-#’,-3&"&sqTu&"3-3&-&()冠

盖 藤*.*4#’3!-’(和 胡 椒 属*/"#-#(的 攀 援 种 类 等x分 别 占 整 个 吸 固 类 高 位 芽 藤 本 a6b6c7吸 盘 类

*mmUN(2仅有 ‘种2为爬山虎属*/’#.$-3%!"&&&&(所特有2分别占整个搭靠类高位芽藤本的 e‘bhc7

vbw 地上芽藤本植物*VWX(
本文把少数植株基部木质化或半木质化的大草本藤本作为地上芽藤本7本区的地上芽藤本所占比例

最 小2只有 d种2占 eb0cx仅有一种攀援方式2即缠绕类*[\VWX(x它们是基部木化的鸡屎藤*/’-4-#"’()
牛皮消*y*3’3!$&z(和寄生的无根藤*y’&&*.$’(等2占缠绕类藤本的 _b‘c7

vb’ 地面芽藤本植物*YX(
地 面芽藤本是指植株在不良季节*如低温或干旱情况下(周期性的死亡至地表的一类草质藤本植物2

本区共有 6a种2占 ‘b_c2居第 6位7除缺少吸固类外2其它 6种攀援方式也都存在2其中缠绕类地面芽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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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量最多’来源也很广泛’其种类分布在含草本的许多科属之中’如龙胆科的双蝴蝶!()*+,-)./0

+-)121&3旋 花 科 打 碗 花 属!4567/,-8*5&’以 及 豆 科 中 某 些 草 本 属’共 有 9:种’分 别 占 整 个 地 面 芽 藤 本 的

;<=>?’占 所 有 缠 绕 类 藤 本 的 <=;?@卷 曲 类 中 只 有 卷 须 类!"A$%&的 B个 种 类’分 别 占 地 面 芽 藤 本 的

C=9?’占 卷 曲 类 藤 本 的 D=B?’它 们 是 广 东 西 番 莲!E5//*F6.)5GH5I8,2I8-I/*/&和 毛 山 黎 豆!J5,K7)2/

+562/,)*/LMNO+*6./2/&@搭靠类仅有 P种’分别占整个地面芽藤本的 DC=<?’占所有搭靠类藤本的 >=<?Q其

中枝搭类!R$$%&S种’占所有枝搭类藤本植物的一半’即茜草属!T2U*5&的 S个种类Q刺搭类只有 B种’为

蓼属!E.678.I21&的扛板归!EO+-)F.6*5,21&和刺蓼!EO/-I,*V./21&@

W=W 地下芽藤本植物!X%&
本区的地下芽藤本植物种类较多’共 D:;种’占整个藤本植物的 D;=C?’居第二位’而且气候条件并不

恶劣’看来本区的地下芽藤本植物主要属于后一种类型’即作为填充群落小生境的伴生种类@本区地下芽

藤本植物仍然以缠绕类地下芽藤本植物!"#X%&为主’共有 P9种’占所有地下芽藤本植物的 C<=>?’占缠

绕 类藤本的 D<=B?’占整个藤本植物的 D:=9?Q此类型主要分布在马 蔸 铃 科 的 马 蔸 铃 属!Y)*/,.6.VK*5&和

薯蓣科等科的草本攀援种类@卷曲类中叶柄卷曲类!Z[X%&共有 ;种’占叶柄卷曲类的 D;=>?’占卷曲类地

下芽植物的 DC=>?’占整个地下芽藤本植物的 P=C?’占整个藤本植物的 D=D?’它们是铁线莲属的草本种

类@卷须类!"AX%&9;种’占卷须卷曲类的 B>=<?’占卷曲类地下芽藤本植物的 <S=D?’占整个地下芽藤

本 植物的 9S=P?’占所有藤本植物的 P=D?’此类型主要为葫芦科的大部分种类’以及拔葜属!\1*65]&草

本和豆科等中的某些草本种类@

W=̂ D年生藤本植物!"%&
本区共有 DP种’占 B=;?@其中缠绕类!"#"%&<种’占 D年生藤本植物的一半’占缠绕类的 B=9?Q种

类 为兔丝子属!42/V2,5&的 S种3北鱼黄草!_-))-1*5/*U*)*V5&和野大豆!‘6*V*I-/.a5&@卷曲类只有卷须卷曲

类!"A"%&共 P种’占 D年生藤本植物的 9;=C?’占卷须类的 S=<?’主要为葫芦科的种类@搭靠类中’小枝

搭靠!R$"%&和刺搭!"$"%&各 D种’分别为猪殃殃!‘56*215+5)*I-&和卷茎蓼!E.678.I21V.Ib.6b262/&@
此 外’尚有一些兼具一种以上攀援方式的藤本如络石!()5VK-6./+-)121a5/1*I.*c-/&!同 时 用 不 定 根

和缠绕攀援&和香港黄檀!d56U-)8*51*66-,,**&!用小枝和刺攀援&等’本文则按其主要攀援方式归类’如前者

以不定根攀援为主’后者以小枝卷曲为主’分别归为小枝卷曲类和根攀类@

^ 讨论

藤 本 植 物 对 环 境 条 件 的 适 应’除 了 具 有 与 其 他 植 物 相 同 的 适 应 方 式 外’同 时 还 形 成 了 特 有 的 适 应 方

式’如攀援方式等@本文在对eMfghiMjN的部分生活型含义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将藤本植物的生活习性和生

长方式相结合建立的生活型分类系统’在内容和含义上都较 kfjlljN0mnopniq和 rlljgpjNs的藤本植物生

活型有所扩充’通过对中国亚热带藤本植物生活型的具体分类’认为本系统简便易用’所划分的生活型及

其生活型谱具有比较明确的生态学意义@

=̂t 关于藤本植物生活型谱的生态学意义

本区藤本 植 物 的 生 活 型 谱 是 以 高 位 芽 藤 本 占 绝 对 优 势’其 谱 带 为 uv!;B=;?&3Aw%!D=C?&3$%
!P=B?&3X%!D;=C?&和 "%!B=;?&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浙江&生活型谱!u3;P=;?’Aw3D?’$3D9=D?’

X3;=<?和 "3B?&x>y十分接近’这一结果说明藤本植物的生活型谱带’也能够反映亚热带区域温暖湿润的

气候特征@地下芽藤本比例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具有地下贮藏器官的草质藤本能在次年春季迅速抽生

攀缘枝’较其他草本藤本优先占领光合空间’是对区域小生境适应的结果@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或不同群落

藤本植物的生活型谱’有助于加深对不同区域或不同群落性质的了解@

=̂z 不同生活型藤本分布的群落类型和在群落中分布的层次不同

缠绕藤本由于用主茎缠绕’植物体对攀援部分的投资较大’通常只能攀援到远小于其茎长度的地面高

度’因而限制了他们抵达树冠层的机会Q此外’缠绕类藤本通常要求中小径级的支持木’支持木的直径一般

不超过 D:[o@在自然群落中缠绕类藤本植物通常出现在群落演替的早中期’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不仅具有

较好的光照环境’而且有小到中级的支柱木可以利用xSy@缠绕类藤本在群落中分布的层次是由其生长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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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决定的!大型的高位芽缠绕藤本一般分布于群落的最上层!如猕猴桃和常春油麻藤等缠绕至群落的冠层

之 上!此类对其支持植物常造成巨大的损害"机械和生理#$中小型藤本通常分布在群落的中下层!在群落

中的作用尽管没有大型藤本那么显著!但与中小树木之间的缠绕与抗缠绕竞争也非常激烈!如香花崖豆藤

和藤构等藤本!在群落中经常发现其缠死支持木或被支持木包围愈合的情况%
卷曲类特别是卷须类藤本植物除能利用较小茎级的其它植物或其分枝外!也能利用较广泛大小的突

出物"如树皮的凸起物&叶柄和其它藤本植物的茎等#%由于该类型对攀援器官的投资小于茎缠绕类藤本!
因此此类藤本植物在林下及演替的中后期阶段群落的林缘和林隙中最成功’()%叶柄攀援藤本通过附着到

诸如树皮的裂片和小枝之类等不稳定的支持物攀援到全光照的环境%尽管叶柄攀援类仍具有缠绕能力!但

叶的附着作用所起的支持作用减少了植物抵达一定高度所要缠绕的次数!因此有利于减少对攀援作用所

需的投资%卷须的形成被认为是攀援机制的进一步改进!卷须类藤本对攀援器官投资较小的生物量!但攀

援能力强!攀援速度快!容易在攀援过程中获得优势%
搭靠类藤本的固定能力有限!对支持物固定的稳定性不及其他类型!因此其攀援能力受到限制$但搭

靠类藤本的自支持能力常强于其他类型!在自然群落中搭靠类藤本常分布于林隙或林缘!很少能分布到群

落的冠层%
吸固类中的根攀类因其不定根攀援固定在稳定的支持物表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在群落冠层细分

枝上固定也不稳定!因而就减少了它们抵达冠层之上获得全光照的机会%但此类藤本通常形成了耐阴或适

宜阴生的特性!因此在自然群落中通常分布在阴湿林内的树干上%吸盘类藤本的攀援效率可能超过用不定

根攀援的种类!甚至其他类型!因为吸盘不仅能固定在其它攀援器官所不能攀援的宽而光滑的表面!而且

还能攀援不稳定的小径级的支持物’()%此类攀援器官在攀援宽而光滑的大树干时较其它类型明显具有优

势!因此它们能开发利用处于演替后期阶段的群落的林下环境!另外它们在利用光滑陡峭的岩壁上也十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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