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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山地生态分界线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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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地自然生态分界线，实际为一条生态过渡带。分界线位置的准确划分，有助于把握现代气候9植被9土壤的敏感变化特

征，也是指导当地大农业生产的基础依据。秦岭山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东部重要的南北生态分界线，即亚热带和暖温带的

分界线。但对该界线的具体位置，历来存在着北坡、分水岭和南坡 8 种争议。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积累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以文献评析为基础，以气候9植被参数计算结果为依据，并通过对秦岭山地不同区域植物区系和植被垂直带谱已有研究结果的

比较分析，从中得出如下主要结论：（6）根据秦岭地区气候9植被参数等值线的分布，整个秦岭山地都应属于暖温带，这一结论可

与国际有关研究相互接轨。（!）根据对秦岭不同区域植物区系调查结果的比较分析，秦岭南坡大部分区域都应属于暖温带，而

南麓海拔 6###< 等高线附近很可能是暖温带的南缘。（8）根据对秦岭南北坡植被垂直带谱的比较分析，南麓海拔 6###< 等高

线应该是一条重要的生态分界线。综合来看，将秦岭山地的南北分界线放在南坡海拔 6###< 附近比较适宜。上述归纳研究所

获结论，将通过在秦岭山地深入开展现代“8,”技术支撑下的植被、土壤、气候等生态与地理方面的综合研究，最终得到完全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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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性学说是生物地理学和植被生态学历久弥新的话题［0］，而植被地带性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植

被是反映自然环境的一面镜子［<］，因而可以运用植被及其区系组成特征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之间的共轭

关系来指示地域的地带属性［@］。地球上植被的地带性变化一般有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 @ 种

形式［C］。纬度地带性和经度地带性共同称之为水平地带性，一般由温度和水分控制。垂直地带性实际上是

在水平地带性的基础上发育和发展而来，而且其整个垂直带谱无不被打上所在水平地带的烙印［D］。但是地

表各类植被的分布一般并不总是截然隔离，而是逐渐更替的。因此各植被带之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条简单的

线，而“大多是表现为或宽或狭的过渡带”［E］，或者说是一种生态交错带（’()").’）。在这个过渡区域内，一种

地带性的植被逐渐更替为另一种地带性植被，在该相对较短的距离内，植被变化剧烈。研究这样的过渡区域，

其意义不仅在于掌握植被变化的细致规律，明确地带性植被之间的准确界线，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全球变化

的背景下，生态交错带对于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因此深入研究过渡带内植被的组成及其分布特征，能够为通过

植被因子的变化辨识和指示环境变化的区域响应提供有力佐证。另一方面，区域的农业生产在广域尺度内离

不开气候水热条件与土壤等地带性因素的制约，地带性的辨识在区域大农业生产方向的确定方面往往亦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山地综合自然区划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比较薄弱，但山地生态界线的划分又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大农

业生产的指导意义［F，G］。山地生态界线的划定比较困难，不仅因为自然综合体的界线具有渐变性质，而且在

山地区，自然综合体的分布犬牙交错、相互镶嵌，在大比例尺图上不易一线定界。对同一山地的不同界线划

定，通常有 @ 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是以山脊为界，把山地两坡分作不同的自然区域；二是以山麓为界，把整个

山地归属于某个自然区域；三是以山坡某一高度为界，把山地某一坡面下部垂直带和上部垂直带分属不同的

自然区域［F］。自然区划一般以气候:土壤:植被等的综合体为单元，其中气候和土壤观测多只能以点的方式进

行，而植被因为易于全面直观地观测，往往成为地带性研究的侧重点［H，0?］。因此，通过识别植被类型和编制

植被图，辅助以气候、土壤等数据，将非常有助于山地综合自然区划中各生态界线的确定［00］。

秦岭山脉呈东西走向横亘于中国中部，西起甘肃东南部，东至河南省与伏牛山相连，北临渭河，南界汉水，

东西约跨过 G 个经度，主峰太白山海拔 @FEF 6（图 0）。很久以来，因其南北自然景观乃至文化习俗等多有不

同，而被认作是中国东部亚热带与暖温带（俗称南方北方）的重要生态分界线［0<，0@］。然而秦岭山体巨大，峰

峦叠障，其岭脊北侧坡谷陡峻（至岭脊的水平距离平均约 D?I6），南侧坡面相对缓长（至岭脊的水平距离平均

约 0?? J 0D?I6），南北跨度宽达近 <??I6，致分界线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

)* 关于分界线划分的争论

对于秦岭地区南北分界线的划分一般有 @ 种意见：秦岭北麓、秦岭主脉（即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

岭）和秦岭南麓（图 0）。将分界线划在秦岭北麓，是基于秦岭的分水岭脊偏北，北坡陡而短，南坡缓而长，从而

将秦岭山地作为一个整体，划入面积占优势一侧的北亚热带内［E，0C］。将分界线划在秦岭主脉，是认为秦岭南

北坡分属不同的垂直带谱结构类型，以山脊为准分为两个自然区界线明确，划分方便［D，0@，0D，D0］。将分界线划

在秦岭南麓，是考虑到南坡下部海拔约 0???6 处以下的气候、植被、植物区系优势类群、土壤、物产等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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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秦岭地区概况及历次南北生态分界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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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调查 C’+’"-",). 8;79’A0 C/ D C/E：太白山北坡 B)7"!’7. 8,<’ )5 F"& G-,:-,，田峪河流域 G,-.A;!’ H,9’7=C-**’A，牛背梁北坡 B)7"!’7. 8,<’

)5 B,;:’,*,-.+，华山 F"& I;-，伏牛山北坡 B)7"!’7. 8,<’ )5 F"& 1;.,;，汉中地区 I-.>!).+ 7’+,).，太白山南坡 2);"!’7. 8,<’ )5 F"& G-,:-,，佛

坪 1)#,.+ ();."A，静峪脑南坡 2);"!’7. 8,<’ )5 J,.+A;.-)，旬河流域 K;.!’ H,9’7=C-**’A，石瓮山 F"& 2!,%’.+，鹘岭 F"& I;，伏牛山南坡

2);"!’7. 8,<’ )5 F"& 1;.,;，下同 "!’ 8-4’ :’*)%

区系调查 1*)7,8",( 8;79’A0 1/ D 1/L：小陇山 F"& K,-)*).+，留坝县 M,;:- ?);."A，太白山 F"& G-,:-,，长青保护区 ?!-.+N,.+ B-";7’ H’8’79’，

田峪河流域 G,-.A;!’ H,9’7=C-**’A，旬河中上游 F,<<*’ O ;##’7 7’-(!’8 )5 K;.!’ H,9’7 :-8,.，牛背梁保护区 B,;:’,*,-.+ B-";7’ H’8’79’，石瓮

山地 F"& 2!,%’.+，伏牛山南坡 2);"!’7. 8,<’ )5 F"& 1;.,;，伏牛山北坡 B)7"!’7. 8,<’ )5 F"& 1;.,;

亚热带北部特征，反之向上不具备［/P D /Q］。当然，不同的划分是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目的，不能强求一致。但是

粗略的划分要尽量避免，因为秦岭内部的地貌特征相当复杂，简单的一条线，往往在解释植被类型及植物区系

分布特点、生态与自然地带性现象等方面产生矛盾。

上述 E 种划分都是基于秦岭是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但这一根本假设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应俊生

等［/R］研究了秦岭太白山地区的植物区系和植被，在分析主要植物群落的基本特点和相似性、物种多样性与海

拔高度变化的关系、生活型谱与不同坡向和海拔变化关系的基础上，指出“过去以秦岭淮河一线作为亚热带

与温带植物的分界线，似与事实不尽相符。秦岭作为暖温带和温带植物的分界线，似更符合实际情况。”方精

云［SL］的研究认为，秦岭淮河一线不是我国亚热带的北界，也不是我国常绿阔叶林分布的温度北界，而是由于

水分不足所导致的一种假象的温度带分界。按照方的意见［SL］，含有常绿树成分的落叶阔叶林仍属暖温带植

被，秦岭仅是温带内部次一级的植被带分界线。如此看来，秦岭作为亚热带和暖温带之分界线的具体位置，甚

至究竟是作为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抑或是作为暖温带和温带的分界线，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这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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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虽貌似简单，但要真正准确回答却不易。

引起这一科学争议的起因，固然有研究深入程度、认识问题角度和划分具体依据的差异，但更主要的是因

为地表“任何带状植被区域总是逐渐更替的，”其界线“大多是表现为或宽或狭的过渡带”［/］。秦岭这座巨大

山体，恰巧坐落于重要的过渡带位置上［01］，其地带属性特征不仅有南北水平方向上的较大变化，而且这种变

化因高耸的山体而与垂直方向上的景观自然带变化交织在一起。虽然一般认为山地植被垂直带系统的结构

与性质决定于其基部的水平植被地带性［2，12］，然而当双重的生态梯度相互迭加在一起，垂直的变化遮掩了部

分水平变化特征，界线的准确划定具有了较大难度。

假设将秦岭整体挪移至它处，从而消除其垂直带变化带来的干扰和影响，在纯粹的水平地表基础上考虑

本区域的地带性特征，结果可能会客观一些。这一科学设想固有一定道理，但势必得出界线还需再往南移，以

与东部北亚热带北界在淮河一线以南［00］相仿的结论。如此则不仅整个秦岭主体属暖温带，甚至连汉江南岸

的一小部分区域亦应包括入暖温带之内。然而毕竟生态自然带不能用假想的方式代替现实，况且秦岭的高耸

阻挡了冬季内陆寒冷干燥气团对南坡地区的大范围南下入侵，使南坡地区下部的气候比北坡温润了许多［03］。

因此，界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仍有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的必要。

!" 研究方法

本文将从气候与植被关系、植物区系学和植被生态学研究三个方面，以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

秦岭地区地带性生态界线的划分方案做一评判性研究，并给出倾向性的阶段研究结论，以期引起学界同行对

此类科学问题的重新关注。

!& #" 气候与植被关系研究

气候对于植被地带性的影响广泛且深刻，秦岭山地的南北分界线，本质上也是一条以气候为本底，反映于

植被、土壤特征等方面的分界线。气候4植被参数通常用来反映气候与植被的关系，通过定量化的气候数据分

析，可用于预测地球植被的分布，也可用于以植被分布来推测气候［1，3］。气候4植被参数不仅因其定量化特征

而可以进行准确的对比分析，而且因其在国际植被地理学界较为流行，也有利于我国的气候4植被分带与国际

相互接轨［05］。本文参考方精云［05］和张新时［02］的论述，选择 6,7- 温暖指数（!"：6,7-’8 9-7:"! ;.<’=）和

>)*<7,<+’ 生命地带系统的可能蒸散率（#$%：?)"’.",-* @A-#)"7-.8#,7-",). B-"’）作为反映秦岭地区气候4植被特

征的参数，其中 !" 主要反映了温度状况，而 #$% 则同时考虑了温度和降水量两者。

!& $" 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

植物区系组成是反映植被特征的重要因子之一。近年来在秦岭地区，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区域做了许多

细致的工作，通过大量的野外调查，深入分析了这些区域的种子植物区系组成。秦岭地区作为亚热带与暖温

带的分界线，区系地理成分中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的比率可作为一个划分的标准，即某区域热带成分越多，越

可能属于亚热带，反之亦然。通过查阅文献，选定了 15 个区域进行分析（表 1 和图 1）。文献中有各调查区域

之区系成分的详细数据，其中区域的温带属与热带属之比值值得关注。温带属和热带属分别包括 C 种和 / 种

类型［3/］。

!& !" 山地植被垂直带研究

山地垂直自然带谱结构是山地自然区划的基础［C］，通过比较垂直带谱的结构、基带的性质以及优势垂直

带的特点，可确定山地的归属。可以说，秦岭南北生态分界线争议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对其植被垂直带谱

更替的认识。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综合比较，加上作者在参与《陕西植被》编写等工作过程中在秦岭

地区的实地调研，选定了秦岭地区南北坡共 13 个带谱进行比较。其中属入秦岭北坡的有五处，南坡有八处

（图 1）。南坡包括汉中地区［1D］（主峰：活人坪梁，海拔 35C1 :，下同）、太白山南坡［1D，1E，3C，3D］（拔仙台，3C/C
:）、佛坪［3E，25］（鲁班峰，0E52 :）、静峪脑南坡［1D］（静峪脑，351F :）、旬河流域［1D，35，21 G 23］（牛背梁，0D50 :）、

石瓮山［22］（云台峰，12F5 :）、鹘岭［1D］（大天竺山，05C2 :）和伏牛山南坡［2F，2/］（玉皇顶，0011 :），北坡包括太

白山北坡［1D，1E，3D］（拔仙台，3C/C :）田峪河流域［2C］（光头山，0E55 :），牛背梁北坡［1D］（麦秸磊，0DDC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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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0］（草链岭，1232 4）和伏牛山北坡［35，32］（玉皇顶，11// 4）。

!" 研究结果

!& #" 气候6植被参数分析

通过对秦岭及其周围地区 78 个国家基本气象台站的（/82/ 9 1::: 年）多年数据分析，可得出每个站点的

;< 和 =>?。再经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 和 #$% 与经度（&）、纬度（’）和海拔（(）均呈显著相关关系，从而有

回归方程如下：

!" @ （5A8) 311 B 5) 305）·（’ B 1) 738）·（& B :) :33）·(（* @ 78，%1 @ :) 835，+ C :) ::/）

#$% @ /::) 585 D :) :A’ B :) :15& B :) :::13(（* @ 78，%1 @ :) AAA，+ C :) ::/）

图 1E 秦岭地区 F,G- 温暖指数的空间分布

H,+& 1E I,J"G,KL",). )M F,G-’J ;-G4"! <.N’O ,. P,.*,.+ ?-.+’

图 7E 秦岭地区可能蒸散率的空间分布

H,+& 7E I,J"G,KL",). )M #)"’.",-* ’Q-#)"G-.J#,G-",). G-"’ ,. P,.*,.+ ?-.+’

由 %1均达到极显著相关水平可知，秦岭地区的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基本解释了 !" 和 #$% 的空间分

0AA1 E 生E 态E 学E 报E E E 1A 卷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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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因此，基于秦岭地区的数字地形图，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可得出整个秦岭地区 !" 和 #$% 的空间分布图

（图 / 和图 0）。根据方精云［/1］的研究结论，213·4)."! 5 !" 5 6/13·4)."! 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疏林带，

而 6/13·4)."! 5!" 5 6073·4)."! 属于暖温带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带。从图 / 可知，秦岭大部分地区的

!" 都小于 6/13·4)."!，仅在秦岭南坡边缘、汉江谷地的 !" 略大于 6/13·4)."!。因此，整个秦岭的基带

都应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疏林带，仅南坡的坡底位置属于暖温带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带。根据张新时［/8］的

研究论述，1& 2 5 #$% 5 6& 0 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其北部地带的 #$% 平均为 6& 69，南部地带的 #$% 平

均为 6& 1:。秦岭地区 #$% ; 6 的等值线大致与海拔 6111< 等高线重合，而秦岭山麓地带的 #$% 略大于 6，恰

好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的平均 #$% 一致。因此，根据 !" 和 #$% 的分析结果，整个秦岭地区都应属于暖

温带，秦岭并不是亚热带与温带的分界线，而是温带内部次一级的分界线，即温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这一结

论表明，我国长期以来对植被和自然地带性的认识与国际通用的气候=植被分带准则有矛盾，即我国长期以来

所认为的亚热带位置偏北了，区域扩大了。

!& "# 植物区系分析

表 $# 秦岭地区种子植物区系调查结果比对

# # %&’() $# *+,-&./0+1 +2 2(+./03/4 )(),)13 4+,-+0/3/+1 +2 0))5 -(&130

/1 6/1(/17 8&17)

地 区

>?@A’B,.+
-@’-

温带属

C’<#’@-"’
+’.?D

热带属

C@)#,(
+’.?D

总属数

C)"-*
+’.?D

温带属 $
热带属

C’ $ C@ E-",)

F6［/7］ 7:G 6/G :17 8& 9/

F/［/9］ 0:9 698 907 /& 07

F0［62］ 809 601 97G 0& 07

F8［/G］ 807 /1/ G01 /& 67

F7［/:］ 0:9 667 917 0& 09

F9［/2］ /89 20 027 /& 97

F9!［01］ 69/ 89 //0 0& 7/

FG［06］ 066 99 800 8& G6

F:［0/］ /89 668 8/6 /& 69

F2［00］ 806 62: G08 /& 6G

F61［00］ 81: 678 998 /& 97

整个秦岭［08］

H,.*,.+ E-.+’D
790 //1 :2/ /& 79

整个秦岭［07］

H,.*,.+ E-.+’D
91: /:0 611G /& 67

陕西省［6:］

>!--.I, J@)A,.(’
9:9 019 66/6 /& /8

K K K K !康慕谊［01］主要统计自然植被调查时在样方中出现的物种，样

方基本按等海拔间距取样 K LMNO［01］ D?<<’P "!’ -<)?." )Q D#’(,’D

)((?@@,.+ ,. D-<#*,.+ #*)"D Q)@ D?@A’B,.+ .-"?@-* A’+’"-",).，-.P "!’

D-<#*,.+ #*)"D %’@’ D’" %,"! ’R?-* -*","?P,.-* ,."’@A-*

K K 对照图 6 和表 6，可以看出，温带属与热带属的比值自南向北是增大的，反映了地理位置越靠北，植物区

系中温带成分的优势程度越高。但是，秦岭山地南北较宽，大量的沟谷南北向发育，纵切山地。而且秦岭的北

坡陡于南坡，复杂的地貌条件使得局地的生境变化并不完全符合纬度梯度的规律。比如处在大致同一个纬度

上，旬河中上游的温带属 $ 热带属比值就大于留坝县和长青保护区。从表 6 和图 6 可以看出，留坝县（F/）、长

青保护区（F8）、石瓮山地（F:）和伏牛山南坡（F2）8 个区域的温带属 $ 热带属值都明显小于其它的区域，而这

些区域的地理位置都偏南，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大致位

于海拔 6111< 处（图 6）。张金泉［/6］认为，伏牛山南

坡海拔 :11< 左右是亚热带与暖温带的界限。考虑到

伏牛山南坡的植物区系调查还包括了海拔 :11< 以上

的区域，那么海拔 :11< 以下的植物区系中温带属 $ 热
带属值应该小于整个南坡植物区系中的温带属 $ 热带

属值，也就是说，真正属于亚热带区域的植物区系中

温带属 $ 热带属值应该小于 /& 6G。按此推论，表 6 中

大部分被调查的区域应该都属于暖温带，而长青保护

区和石瓮山地则可能是处在暖温带的南缘，即秦岭南

麓 6111< 等 高 线 左 右。当 然 张 珍 万 等［6G］认 为 的

:11< 和张学忠［69］考虑的海拔 6111<，在植物区系地

理和植被生态学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应该是一致的。

植物区系的比较首先要基于调查的准确程度和

完整程度，采用的分类系统等；其次要考虑到调查区

域的范围大小，受人为影响的程度等。因选用的均为

植物区系地理学者公开发表的论文，而且同样都是按

照吴征镒［09］划分的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统计，故

上述得出的结果应该是可比的。虽然各调查区域的

具体面积不得而知，但考虑到所采用的比照参数是调

查区域温带属 $ 热带属的比值，而不是植物属数的绝

对数值，故面积的差异影响不大。从整个秦岭的植物

区系调查来看，张秦伟［07］的结果比应俊生［08］的结果

总的多出了 611 余属，温带属和热带属分别多发现了

2GG/K G 期 K K K 康慕谊K 等：秦岭山地生态分界线的论证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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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和 12 个属。这样的结果使得温带属 $ 热带属的比值下降。然而考虑到张秦伟的分析包括了大量热带起源

的栽培属在内［20］（这与通常在植物区系分析中将栽培种去除在外的作法是有出入的），因此在仅考虑自然种

属的分布时该比值实际还应增加，从而与应俊生的结果相接近。另外，植被的地带性更多的是由建群种或优

势种所组成的群落表现出来的，那么对每个物种、每个属都赋予同等考虑的区系比较只能粗略地表示该地植

被的地带属性［23］。从表 4 可看出，同样是在旬河中上游，康慕谊［25］比王长科等［67］得出的温带属 $ 热带属比值

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前者运用样方法调查物种，更多地反映了群落中优势植物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仅

考虑组成群落的主要物种，则温带成分的优势度会更大，即从群落的属性来看，秦岭南坡的旬河中上游更接近

暖温带。

!& "# 植被垂直带分析

关于秦岭地区植被带的详细论述可以见参考文献。为了简要表达植被垂直带谱的情况，考虑四个主要的

山地垂直带：含有常绿物种（即代表北亚热带）的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林带（落叶建群树种以栎类为主，简称为

含常绿成分的栎林带），以栎林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带（栎林带），以桦林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带（桦林带）和以冷

杉、落叶松等为主的（寒温性）针叶林带（如果按植被分带时类型相互对等和可比的原则，这里实际应划分出

冷杉林带和落叶松林带两个带，但因它们均分布于秦岭山地的高海拔区域，与本文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密切，因

而为简略起见，将之合二为一）。被人类开垦为农田和破坏严重、已经基本丧失原生植被的低山地区和由于

大风等原因形成的山顶灌丛草甸等不在本文考虑之列。

从图 / 可以看出，秦岭南坡的各个山地都存在含有常绿成分（即所谓亚热带物种）的常绿阔叶、落叶阔叶

林带，该带的下限一般因与当地的人为活动有关而高度不一。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林带的上限，也就是与落叶

阔叶（栎）林带的交界处，大约在 855 9 4555: （其中鹘岭因位置偏南故其界线也稍高）。而在秦岭的北坡各

山，与低山人类活动区域直接相连的就是栎林带［/8］，常绿物种基本难以见到。去除山顶效应的影响，可以看

出栎林带的上限一般在海拔 6555: 左右，北坡略高。由此海拔高度向上直到山顶，南北坡情况基本相似。也

就是说，在栎林带及其上方，南北坡的植被垂直带谱基本一致。从划分亚热带和暖温带界限的角度来看，常绿

阔叶、落叶阔叶林带与落叶阔叶（栎）林带的界限应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事实上，这也是以往有人认为

分界线应放在南坡海拔 855 9 4555: 左右处的主要划分依据。

图 /; 秦岭南北坡主要山地的植被垂直带谱

<,+& /; =’>",(-* ?’+’"-",). @#’(">A:@ ,. @):’ :)A."-,.@ )B C,.*,.+ D-.+’

4 含常绿成分的栎林带 !"#$%"& B)>’@" E).’ %,"! ’?’>+>’’. @#’(,’@，6 栎 林带 !"#$%"& B)>’@" E).’，2 桦林带 ’#(")* B)>’@" E).’，/ 针叶林带

F).,B’>)A@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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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和结论

!& #" 讨论

马建华等［/0，12］通过伏牛山的土壤垂直分异分析，认为伏牛山亚热带北界在南坡海拔 0123 左右，这与通

过植物区系和植被垂直带分析得出的秦岭地区南北生态界线在南坡海拔 422 5 62223 左右相一致。需要注

意的是，这种划带的方法是依据秦岭南北两侧植被垂直带谱，特别是基带来定的。而南坡的基带，即常绿阔

叶、落叶阔叶林带，实际上仍主要是由一些落叶的栎类林如麻栎林和栓皮栎林构成（与北坡基带相似），只不

过是在其林下出现或含有一些常绿灌木（或最多小乔木）种类，而且这些常绿类植物并未真正进入优势林木

层［64，74］，因此，这个带不能认为是典型的亚热带。根据气候数据计算得出的气候8植被参数，9,:- 温暖指数和

;)*<:,<+’ 生命带系统的可能蒸散率，也表明秦岭的基带属于暖温带。实际上，南坡的基带出现常绿类植物并

不是因为这里的纬度已达到亚热带水平，而是因为秦岭抵挡了冬季的寒冷。关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以往

几乎任何一个划界即知：秦岭以东淮河一线的北亚热带界线比秦岭本身向南偏移了约两个纬度。也就是说，

秦岭南坡基带所处位置植被的形成，东西绵延近千米的高耸山地起着相当大的屏障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说，在秦岭地区能否用水平带植被来决定秦岭垂直带的归属也是值得商榷的。

将秦岭的南北生态分界线放在岭脊这一作法［16］，主要是基于秦岭北坡垂直带的基带发育于暖温带，而南

坡则发育于亚热带的认识。如果秦岭山体南北两侧对称，按岭脊划分也未尝不可。然而秦岭比较特殊，南缓

北陡，两侧河谷距岭脊的距离大不同，相差约 622=3 （图 6）。距离不同，尺度也就不同 （约为 >& 1?6），因此简

单地以岭脊划分，必然出现偏差。事实上，从上文的南北坡植被垂直带谱比较也能看出，秦岭南北坡植被垂直

带中落叶阔叶（栎）林带出现的高度位置仅相差约 622 5 >223，因此以岭脊划界，等于是在划分暖温带内部次

一级的界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南坡植被的基带中出现常绿物种的原因，并不全是因水平带造成的，而是秦

岭的高度决定的。因此，在秦岭地区简单地按岭脊划分亚热带和暖温带，虽然方便明晰，但在结果上则可能出

现较大偏差。

生态地带性的辨识在区域大农业生产方向的确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反之，区域的大农业生产实践，又可

对自然地带的划分提供事实依据。因巨大山体阻隔了冬季北方冷气团的南下，秦岭南坡海拔 62223，特别是

4223 以下的农、林业生产发展，多有亚热带作物如柑桔、油桐、棕榈、芭蕉等种植与分布，而此线以上却极为鲜

见［67，6@，>7］。若考虑到栽培种因人工驯化习性改变而较自然种可以分布到更偏北的地域［>>］，则其所指示的亚

热带植物分布线位置还应再往南迁移（亦即落在海拔更低的区域）。这一点也从旁证明了秦岭南坡下部海拔

62223 或其以下某处，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 $" 结论

综上所述，如果从气候8植被参数在秦岭地区的等值线分布、秦岭地区的植物区系与植被垂直带谱，以及

大农业生产特征等方面考虑来划分亚热带和暖温带的界限，南坡海拔 422 5 62223 左右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划

分。任何生态与自然带界线，都是“模模糊糊，清清楚楚”，即秦岭地区的亚热带和暖温带界线，理论上可以分

为 7 部分，典型的北亚热带北界、典型的暖温带南界和之间的一个宽度不完全一致的过渡带。因此，可以认为

这个东西延伸的过渡带中心位置，大致在南坡海拔 62223 以下或其附近。

这里仅是给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研究结论。此类学术争论性问题的最终解决，将有赖于经典植被生态与植

物区系学研究方法与现代“7A”数据观测技术和分析手段的有机结合，有赖于以往传统方法所获科学数据积

累经受从宏观至微观整个尺度上的检验，在新的气候、土壤、植被翔实观测和调查数据的有力佐证下，本科学

问题将最终获得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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