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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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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景观生态学原理，按地貌、气候、土壤、植被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分异，以带、域、省、区、类型为 # 个基本单位及亚、组等

为辅助单位，组建海南岛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分类体系。把海南岛热带森林景观作为省级单位，它隶属于全球热带林景观带、亚

洲（东方）热带林景观域、中国热带林景观亚域，其下划分为东部潮湿森林景观、西部半干旱森林景观、中南部山地森林景观、热

带常绿针叶林景观、热带竹林景观和热带人工林景观 7 个森林景观区；以热带低地沟谷热带雨林为代表的 ;; 个森林景观亚

区；以热带低地沟谷龙脑香森林景观为代表的 !7 个森林景观类型组；以热带低地沟谷青皮林为代表的 #9 个森林景观类型。

海南岛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分类体系较全面地表达了海南岛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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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海南岛是中国最大的热带宝岛，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气候条件、复杂的生境和海岛生态系统的脆

弱性致使其成为颇具全球意义的生态关键区（’()*)+,(-* (3,",(-* 3’+,).）和生物多样性热点（5,)*)+,(-* !)"4#)"）。

热带森林景观曾是海南岛景观的唯一基质（6-"3,C），目前海南岛森林景观已经演变成由农田、森林、灌丛草

地、城镇、乡村、裸地、水域等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交错镶嵌构成的具极高丰富度和复杂度的海南岛景观类型

多样性。这些景观要素又各自具有其不同的景观类型，其中尤以热带林景观类型的丰富度和复杂度为最，它

具有海南岛景观的最大面积，是海南景观多样性的一个关键类型。但涉及海南岛森林景观的研究很少，近期

郭志华等［7］发表了海南岛“热带林景观斑块特征分析”对斑块多样性作了较好的陈述。本文在海南岛植被遥

感制图成果及作者对海南岛热带林生态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对海南岛热带林景观类型多样性进行初步探讨，以

深化热带林景观多样性的研究。

)* 海南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划分的原则和依据

景观多样性（*-./4(-#’ /,1’34,"9）是指由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构成的景观在空间结构、功能机

制和时间动态方面的多样性或变异性，主要研究组成景观的斑块在数量、大小形状和景观类型、分布及其斑块

间的连接度、连通性等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反映了景观的复杂性以及景观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以及随时间

变化方面的多样性［:］。景观多样性促使不同斑块间产生差异，从而创造了新的变化过程，影响生物、能量和

信息的流动［D］。

森林是自然历史长期发展的地理景观，是陆地生态系统中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种类最丰富，适应性最

强，稳定性最大，功能最完善的生态系统，由各种层次的植物组成的生态空间和生态位十分广阔。海南热带森

林里动植物及微生物与热带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不断地进行着能量转移、物质循环所形成的森林生态

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地带性植被是热带雨林。由于地区环境差异，主要是干、湿的变化，形成各种植

被类型，如热带雨林，山地雨林，季雨林，山地常绿林、山地常绿矮林、热带针叶林以及红树林等，它们的群落外

貌和区系组成都有明显差别，森林优势植物都属于泛热带和典型热带分布的科属［E，F］。此外，人工栽培或引

种的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防护林及果园所形成的森林类型亦相当丰富。

森林景观类型应表征在景观生态系统背景上，在遥感图像上应能满足基本的分类要求，并具有可辨别性，

因此森林中以木本植物为主要建群种（或共建种）的各种森林植被类型，应是森林景观类型的分类基础，森林

景观类型的划分应以森林类型为依托。但森林景观类型不同于森林类型。森林景观类型的划分应是森林类

型划分的深化。森林类型的划分在低级分类单位上是以地被为标志的林型为分类单元，属功能性分类，而森

林景观类型的划分应以森林景观生态系统固有结构特征为主要依据，侧重系统内部发生特征和空间形态的结

构性分类，森林景观单元个体的确定和类型的划分以及多层次等级体系的建立等尚待深入研究。

海南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7）应以森林中级分类单元为基础，注重林分中建群种（或

7G;7B F 期 B B B 王伯荪B 等：海南岛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多样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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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种）为标志特征。（/）以遥感影像信息可辨识性为基础，注重影像特征可分辨性和可识别性。（0）应立足

于森林时空变化的景观三维结构性分类，注重空间水平、垂直变化及各种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变化。（1）满足

多等级层次森林景观分析的需要，注重空间的尺度的把握。（2）基于森林环境影响和特征，注重地貌的差异、

森林地域分布、生境、组成与结构，更新演替、人类活动及各种干扰。

!" 海南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分类系统

景观多样性研究通常是以景观生态学为其理论依据，包括景观类型多样性，格局多样性和斑块多样性。

景观类型多样性是指景观中类型的丰富度和复杂度：多考虑景观中不同的景观类型数目以及他们所占的比

例；格局多样性是指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多样性，不同类型之间及斑块之间的空间关系和互动联系，多考虑不

同类型的空间分布，同一类型间的连接度和连通性及相邻斑块间的聚集与分散程度；斑块多样性是指景观中

斑块的数目及形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多考虑景观中斑块的总数，单位面积的斑块数目，斑块是内部均一的，

是构成景观的组成部分，物种的聚集地及景观中物质和能量过程与交换的场所。

无论是景观地理学或是景观生态学，景观分类发展迄今，逐渐将景观系统的形态、结构、功能进行更高层

次的综合，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景观分类体系［3 4 5/］。森林景观是海南岛景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类型，海

南岛森林景观类型的分类是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依据，按地貌、气候、土壤、植被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分异；从功

能着眼、结构着手，依带、域、省、区、类型为五个基本单位和亚、组等辅助单位组建海南岛森林景观分类体系。

把海南岛森林景观作为省级单位，隶属于全球热带林景观带、亚洲（东方）热带林景观域、中国热带林景观亚

域，其下按区、亚区、类型组及类型等级系统划分东部潮湿森林景观、西部半干旱森林景观、中南部山地森林景

观、热带常绿针叶林景观、热带竹林景观、热带人工林景观等 3 个热带林景观区；以低山沟谷热带雨林景观为

代表的 55 个热带森林景观亚区；以热带低山沟谷青皮林景观类型组为代表的 /3 个热带林景观类型组；以及

以优势属、种为代表的为数众多的森林景观类型。

现以海南热带雨林为例展现海南岛热带林景观类型分类系统如下：

全球热带林景观带；

6 6 亚洲热带林景观域；

6 6 6 6 中国热带林景观亚域；

6 6 6 6 6 6 海南岛热带林景观省：面积在数万 78/；

6 6 6 6 6 6 6 6 中南部山地热带林景观区：面积在数千 78/；

6 6 6 6 6 6 6 6 6 6 低山沟谷热带雨林景观亚区：面积在数百 78/；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低山沟谷龙脑香林景观类型组：面积在数十 78/；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低山沟谷青皮林景观类型：面积在数平方公里或 59 余 78/；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低山沟谷青皮、坡垒林景观亚类型：面积在几 78/ 或以下。

其中景观省以地带性气候和植被类型命名，景观区则从地貌和植被类型命名，景观类型组是以生境和植

被类群命名，类型是以生境和森林的优势科、属来命名，景观亚类型是以生境和森林的优势种或群落类群来命

名。海南热带森林景观类型分类单位和等级及其构成的分类体系仅是初步尝试，尚需进一步验证及深化和

完善。

#" 海南岛热带林景观类型多样性

海南岛热带林景观类型多样性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热带林，红树林以及热带经济林和人工林等交错镶嵌的

森林景观，类型丰富、多样而复杂。现初步归类如下：

#& $" 东部潮湿热带林景观（区）

#& $& $" 潮间带海岸滩涂林景观（亚区）

!6 潮间带低、中潮滩涂红树林景观（类型组），斑块数为 /5，总面积约 29 78/

6 6 !:56 海榄雌林（!"#$%&&#’ (’)#&’ ;)<’="）景观（类型）

/>35 6 生6 态6 学6 报6 6 6 /? 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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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桐花树林（!"#$%"&’( %)&*$%+,’-+. 2)3’4"）景观

/ / !05/ 海桑林（/)**"&’-$’ %’("),’&$( 2)3’4"）景观

/ / !06/ 杯萼海桑林（/)**"&’-$’ ’,0’ 2)3’4"）景观

/ / !07/ 倒卵叶秋茄林（1’*2",$’ )0)3’-’ 2)3’4"）景观

/ / !08/ 红海榄林（45$6)75)&’ (-8,)(’ 2)3’4"）景观

/ / !09/ 正红树林（45$6)75)&’ ’7$%+,’-’ 2)3’4"）景观

/ / !0:/ 木榄林（9&+#+$"&’ #8.*)&&5$6’ 2)3’4"）景观

/ / !0;/ 海莲林（9&+#+$"&’ (":’*#+,’ 2)3’4"）景观

/ / !0<=/ 角果木林（;"&$)7( -’#’, 2)3’4"）景观

/ / !0<</ 木果楝林（<8,)%’&7+( #&’*’-+. 2)3’4"）景观

/ / !0<1/ 瓶花木林（/%875$75)&’ 582&)758,,’%"’ 2)3’4"）景观

"/ 潮间带高潮滩涂半红树林景观

/ / "0</ 海漆林（=:%)"%’&$’ ’#’,,)%5’ 2)3’4"）景观

/ / "01/ 银叶树林（>"&$-$"&’ ,$--)&’,$( 2)3’4"）景观

#/ 河口滩涂半红树林景观

/ / #0</ 水椰林（?87’ @&+-$%’*( 2)3’4"）景观

!& "& #$ 滨海台地热带林景观

!/ 海岸沙土热带林景观

/ / !0</ 青皮林（A’-$%’ .’*#’%5’7)$ 2)34"）景观

"/ 滨海台地常绿林景观

/ / "0</ 文昌椎林（;’(-’*)7($( B"*%5’*#"*($( 2)3’4"）景观

!& #$ 西部半干旱性热带林景观

!& #& "$ 丘陵台地季雨林景观

!/ 台地村边常绿季雨林景观

/ / !0</ 榕树林（C$%+( 4##D 2)3’4"）景观

/ / !01/ 山楝林（!75’*’.$:$( 4##& 2)3’4"）景观

/ / !05/ 菜豆树林（4’2"&.’%5"&’ ($*$%’ 2)3’4"）景观

"/ 丘陵谷地落叶、半落叶季雨林景观，斑块数为 71，总面积约 7=58& 5 >?1

/ / "0</ 海南榄仁树（E"&.$*’,$’ *$#&)3"*+,)(’ 2)3’4"）景观

/ / "01/ 麻栎林（F+"&%+( ’%+-$(($.’ 2)3’4"）景观

/ / "05/ 黄杞林（=*#",5’&2-$’ &):0+&#$’*’ 2)3’4"）景观

/ / "06/ 木棉林（9).0’: %"$0’ 2)3’4"）景观

!& !$ 中南部山地热带林景观

!& !& "$ 低山沟谷热带林景观

!/ 低山沟谷热带雨林景观，斑块数为 <7，总面积约 1<;1& 8 >?1

/ / !0</ 青皮林（A’-$%’ .’*#’%5’7)$ 2)3’4"）景观

/ / !01/ 蝴蝶树林（>"&$-$"&’ 7’&3$@),$’ 2)3’4"）景观

!& !& #$ 山地热带林景观

!/ 山地雨林景观，斑块数为 15，总面积约 <5=8& 6 >?1

/ / !0</ 陆地松林（G’%&82$+. 7$"&&"$ 2)3’4"）景观

/ / !01/ 鸡毛松林（H)2)%’&7+( $.0&$%’-+( 2)3’4"）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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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常绿阔叶林景观，斑块数为 0，总面积约 123& 0 452

/ / !61/ 海南覃树（!"#$%&$’ ()(*’#’ 7)8’9"）景观

/ / !62/ 栲树林（+’,#’%(-,$, 9##& 7)8’9"）景观

/ / !6:/ 栎树林（./012/, 9##& 7)8’9"）景观

"/ 山地常绿阔叶矮林景观

/ / "61/ 猴头杜鹃林（34(5(50%51(% ,$6$’1/6 7)8’9"）景观

/ / "62/ 椆树林（7$#4(2’1-/, 9##& 7)8’9"）景观

/ / "6:/ 钝叶水丝梨林（892(-,$, #/#2401$ 7)8’9"）景观

!& "# 热带常绿针叶林景观

!& "& $# 台地、山地热带针叶林景观

#/ 台地热带针叶林景观，斑块数为 ;，总面积约 ;<& : 452

/ / #61/ 南亚松林（:$%/, "’##01$ 7)8’9"）景观

/ / #62/ 竹柏林（:(5(2’1-/, 9##& 7)8’9"）景观

!/ 山地热带针叶林景观

/ / !61/ 雅加松林（:$%/, 6’,,(%$’%’ =-8; 4’$%’%0%,$, 7)8’9"）景观

/ / !62/ 海南油杉林（<0#01"001$’ 4’$%’%0%,$, 7)8’9"）景观

!& %# 热带竹林景观

!& %& $# 低地沟谷热带竹林景观

#/ 低地沟谷藤状竹林景观

/ / #61/ 藤竹林（=$%(24"(’ 9##& 7)8’9"）景观

/ / #62/ 藤单竹林（>’6)/,’ 4’$%’%0%,$, 7)8’9"）景观

/ / #6:/ 苗仔竹林（824$?(,#’249/6 5/60#(1/6 7)8’9"）景观

!/ 低地沟谷乔木型竹林景观，斑块数为 ;，总面积约 ;<& 1 452

/ / !61/ 青皮竹林（>’6)/,’ #0@"$"$, 7)8’9"）景观

!& %& &# 山地热带竹林景观

#/ 山地乔木型竹林景观

/ / #61/ 山骨罗竹林（824$?(,#’249/6 4’$%’%0%,$, 7)8’9"）景观

/ / #62/ 思簩竹林（824$?(,#’249/6 -,0/5("$6’ 7)8’9"）景观

!/ 山地藤型竹林景观

/ / !61/ 毛藤竹林（=$%(24"(’ -/)01/"’ 7)8’9"）景观

!& ’# 热带人工林景观

!& ’& $# 丘陵台地人工林景观

#/ 橡胶林（A0*0’ )1’,$"$0%,$, 7)8’9"）景观，斑块数为 ;:，总面积约 3<;;& > 452

!/ 椰树林（+(2(, %/2$B01’ 7)8’9"）景观，斑块数为 :，总面积约 ?:& 2 452

"/ 槟榔林（!102’ 2’#024/ 7)8’9"）景观

$/ 腰果林（!%’2’15$/6 (22$50%#’"0 7)8’9"）景观，斑块数为 :，总面积约 ?3& 3 452

%/ 荔枝林（7$#24 24$%0%,$, 7)8’9"）景观，斑块数为 2，总面积约 >;& 2 452

!& ’& &# 丘陵台地用材林景观

#/ 桉树林（C/2’"9-#/, 9##& 7)8’9"）景观，斑块数为 2?，总面积约 :0:& 2 452

!/ 柚木林（D02#(%’ &1’%5$, 7)8’9"）景观

"/ 母生林（A(6’"$/6 4’$%’%0%,0 7)8’9"）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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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滨海台地防护林景观

!/ 木麻黄林（!"#$"%&’" ()$&#(*&+,-&" 0)1’2" ）景观，斑块数为 34，总面积约 553& 5 673

$# 结语

海南岛热带林景观由于生境的异质性，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导致生境的破碎化，从而改变景观格局以及

景观各类型间和斑块间的空间关系与功能关系。景观破碎化把一个大面积边疆的景观被分割成许多面积较

小的斑块，同类型的斑块之间又被不同类型的景观斑块所隔离。因此，海南岛热带林景观不同类型的空间分

布则是由一不同景观类型各自不同面积、大小、数目和形状的斑块相互交错镶嵌而成。其不同景观类型的斑

块数目由 4 8 9: 个不等。斑块总数目达 35; 个；斑块的面积最小仅为 <& = 673，最大的可达 49>5& 9 673，总面

积达 45>>?& 4 673，这些热带林景观斑块被农田、草地、灌丛、城镇、乡村、水域等景观的众多斑块所隔离或镶

嵌。其中农田斑块总数目为 4<4 个；总面积最为 4<4=9 673，草地斑块总数目为 :? 个；总面积最为 5994& ;
673，灌丛斑块总数目为 443 个；总面积最为 ?<;<& ; 673（斑块数据引自郭志华等，3<<5，部分数据重新修订）。

这些构成了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多样性。由此可见，景观多样性的类型多样性、斑块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三

者绝非孤立无关，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对此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是景观生态学重要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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