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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 6T1十气象台站的矗崖鹰科和太量植棱赍辩r采甩青岛曲强嚏拯救 (WI)作为沮崖气羹指 

标，研究了袭国涅捐地区植被柏分布与温度气畏的关幕．分析l5十嘉林拉棱娄型柏丹布与WI的关幕， 

壹现在这些植被娄型中存在四条界螭(鞠A，带B，C和D)，它们分捌衰示寒带与亚寒帚：·韭寒帝与置带， 

程帚与瞳■帚、瞳置带与亚热带热胃帕丹界境，其 W1分剐为15·5o_-55，8o一9o和17D—l8o℃月 ．刺 

用73种木车植啊的江崖分布资科进行橐萋分析，获得了7十辩种蛆音 ．分析遣 7十柑种组音 的置度丹布 

曲钱．发现亚寒带针叶林树种 蔼芾落叶一叶林辩神 ．暧温带常嚣角叶林树种以亚亚热带热带辩种的主 

要丹布范目舟蚋为W 值50℃月阻下 5o一0o和0 一176℃月 ．刺甩一些树种柏分布贷料，进一步论证了 

森辛I上限童蔓寒带l钟叶韩的分布与Wl目的关景．此外 ．用太量生毒气丧学事塞r讨论了袭国淼#■棱类 

型，特别是常蟑月叶林的归属向韪。认为常绿一叶林作为瞳强帚的植棱景观钍更台适．最后鲶出我国生暂 

程度气温带的期舟依据，即寒带·wK 15-亚寒带I 16--50；温带I 50--901瞳温带_9a一175-亚 热 

带热带>1T5℃月． ． 

关■谭I中国。常绿问叶林，淼林檀棱类型．温度．t畏带，村种，温曩指戢(W I)． 

植被地理分布的研究是植物学，生态学 地理学以及气候学上的古老问题。自本世纪初柯 奉 (K~pp— 

en)⋯ 发表了著名的世界气候分类系统以来，植被一气候带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随着世界各地植被调查 

资料的积累以及世界各地气象台站的设立，人们对植被与气候关系的认识逐渐探封 。柯本的气候分类系统 

逐渐被改良。一些新的分类方法也逐渐建立起来。然而，反映在柯本系统中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 气 候制 

约着植被的地理分布，植被类型反映气候特点。 

气候决定植被的分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气候的热量条件是植物生命括动的基础和能量来源}气候 

的永分条件是植物生理活动的源泉和构成植物的基本成分。由于热量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温度 梯度上 

的植被变化，这表现在植被类型由南向北的纬向变化}由于永分条件的限制，形成了森林和荒漠植被之差 

异。这常体现在植被类型从沿海到内陆，即人们常说的 经向变化 。东亚在这两十梯度上的变化是极为明 

显的t在湿润地区的东部，从南到北依次出现雨林(季雨林)，常绿阕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 ，苔原和 

冰原}在同一热量带，从东到西出现的典型植被景观依次是森林、森林草原、草原、荒漠草原和荒漠。 

研究植被分布与气候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产实践上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 我国， 

这种研究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在我国，农耕文化的发达极大地破坏了自然植被。并 用自然植被与气 候 因 

子的关系，就以可再现自然植被的分布。拽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经众多科学家努力，已经取 得了巨大成绩。 

然而，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工作的指导思想受苏联学派的影响很大。源于欧洲、 特别是 

地中海气候地区的植被一气候体系不定垒适于冬受西伯利亚冷气团控制、夏受副热带高压支配的我 国植被 

一 气候特征。第二，拽国南端地处热带北缘，来自真正热带的资料很少被吸收利用到我国的植被一气候区分 

体系中，致使我国在植被带的划分上出现以我为中心，缺乏全球观点的倾向。第三，没有或很少吸收 来自 

本论文得萄中国科学酷封丘表业生态开放站部分资助． 

率文于l99O年l2月15目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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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国更龌润的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资料。地处海洋气候的日本列岛，辟水量几乎不成为植被分布的限 

制条件。因此，在考虑植被分布与温度医子的关系时，日本列岛的植被分布格局是最典型的，具有参照物 

价值 如果克服了上遗阿驻，进行我噼的植鼓区强将拿秀薄合零， 会象今元囊 帕拦被区分自成体系， 

很难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研究进行对眈分析Ⅲ 

本研究将根据森林植被类型和主要森林树种的温度分布资料，从生态气候学的角度探讨我国森林植 被 

的地理分布规律。从生态地理学的明点看，森林植被类型的变化主要反映温度梯度的变化。因此，研究 森 

林植被带的分布规律还涉及到生物 温度带的划分问题。所 以，本文还将讨论我国温度气候带的划分。 

一

、 材料和方法 

1． 疆鹰赉辩 

温度资料取自国家气象局的e71个气象台站(195l一19卸)的记录。 

2． 疆魔搬姆妁鼍曩 

利用671个气象台站的温度资料，作者计算比较了目前经常使用舶五种热量指标，即 5℃和 IO'C的 

积温，吉良龙夫 T 31 的温暖指数 (Warmth index，WI)。、Holdridgc⋯ 的年平均生物气温(Biotempera— 

tore)以及 Thornthwaitc_5l甘 年 能蒸噼蒸发量 (Potential evapotranspitation，PE)，发现温暖指数 

(WI)与其它指标之阐存在密切的相关性 。考虑到 w，计算简便、资料来源容易，本文决定采用w，作为 

温度气候的指标。 

5． ．t疆直曩率的计算和 ，分布圈的期作 

为了计算某地某一高度的温度指标，作者建立了计算气温直减率的方法 l。该方法的原理是 ，在我 

国特有的呈三大阶梯的地势条件下，某地至海岸的距离与月平均及年平均气温直减率之间呈一元五次方 程 

关系。若已知某地离海岸的距离，就能推算出该地柏气温直减率 16l。 

为了推算任一高度的 值，作者利用67卟 气象台站的月平均气温和上述的月平均气温的直减率 ，在 

海平面(海拔0 m)至海拔4500m的高麈范围内，每同隔lOOm高度制作了共46张Wt分布国，用以推算树种的 

温度分布。 

4． 蕾麓粪蛋的羹辩 

将671个气象台站的位置点绘到啦国科学院植物所编辑的1：400可植被图 ⋯ 上，以读取气象台站所 在 

地或其附近的植被资料。对地形变化复杂的地区，在读取植被资料对，参考对植 被 图作 详 细 说 明 的 文 

献 ⋯ ’ 和美 国政府发行的1：100~-航空地形图。由此，在671个植被型资料 珥]，26目十资科为自然或半自然 

植被。归纳这269个植被型获得了1j个较大的森林植被娄型 【 I 本文利用这t5个森林类型来分析森林植 被 

的分布与热量条件的关系。 

5． 主翼纛#村种的疆鹰分布 

广泛 集主要森林树种在各地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资料，结果获得73种资料较多的树种的分布范围。将 

每个树种的每个分布地的蹙置点绘到相应高度的wJ分布图上，然岳枣算该分布地周围古暑平均W1值，作为 

该 种在该地的分布上限或下限的 ，。同样，对陵树种在葛他分布地的分布范匿作同样处理，从而获得该 

树种在垒茸备分布地的w，值。最后，参W1值 5℃胃进行归纳，获得设树种的温度分布曲线 I-o1。 

6． 耕种的主薹分布范■ 

在资抖充足且可靠的情况下 ，上述的树种温度分布曲线的范匿可 认为是渡柯种最大 的水平或垂直 分 

布范尉。考虑到推算误差和利用树种韫度分市确定森林带 的性质 ，确定每一柯种的主要分 布 范 晰是 必 要 

沮暖指数c州)的计算式是：wr ∑‘ 一一5)，其中t一为5℃以上的月平均气强，n为月平均气强太子5℃的 
i- I 

儿披．Ⅳ j的单位 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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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关于其确定方法，不少作者已作过讨论 ⋯ 。本文采用除去温度分布曲线两端的 范匿，即用最 

大分布范围的9o％作为主要分布范围的方法。 

=、结果与讨论 

1． 蠢#粪墨的分布与沮度气I羹 

图 1显示森林植被类型在WI坐标轴上的排列。 

D四个弱显 的界线 

A线 (WIl5℃月、下称Ⅳn5线)：显示寒带植 

被(类型 1)的下限与云冷杉(类型 2)等亚寒带常绿 

针叶林的上限 (北界 )之间的界线。此界线对应于 

WI15"C月值。关于WI 15的意义，已有许多作者作 

过阐述 ⋯ 。1"，认为它与森林上 限 桐一 致。 柯 

本 ⋯ 、Calla~han ＆ Emanuclsson Ï 】、 Wal。 

·er【19]将最暖月平均气温10≈作为寒带 的南界 ， 

W1 15线上的 7月份平均气温为10．5℃，两者极为 

接近。Strahl~r等 定义 Thornthwaite的年可 

能蒸腾蒸发量 fPE)3S0]Tim为寒带气候 的南界 ， 

W115线上的PE值为357mm，两者一致 因此，W1 15 

线可作为寒带 (高【 )与亚寒带 (亚高山)植被的界 

限 ，即森林上限的热量指标 

B带 (50—55℃月)。落叶松、云冷杉等亚寒带 

针叶林(类型2和 3)的分布下限和红松落叶阔叶混 

交林(类型 4)，落叶栎林(类型 5)盥及落叶阔叶林 

(类型 6)等温带植被的分有上限(北屏)进人B带范 

围。这与曼降承揖影响较小的日率 ⋯ 和朝鲜半 

岛 I1‘{ 的植被分布界限一跨 Strahler等 Ij 0 定 咒 

P,~525mm为高纬度与中纬度气候的舁限，而WISo 
一

55范围所对应的PE值为520--550mm，这与Str— 

ahcr等人的主张一致。廿上结果说凹 亚寒带针叶 

林与温带藩叶褥叶林或混交林曲界限 位 于B带 之 

甲 。 

C带(80—90℃月)：落叶阔叶林 (类型 6)、常 

绿硬叶周叶林(类型 7)的下限以及常绿落叶闻叶混 

交林(类型 8)、云南橙标，马匿橙林(类型 0，10)及 

常绿阔叶林(类型1I)等暖温带植被的分布上限进八 

此带。 因此，可以认为温带与暖温带的植被分界线 

位于WI80—90℃月的花圈之中。 

D带(17O— i80℃月)一西南格稀，常绿闽时林 

以及它的趺生植被(类型l2)的南界或垂直下限位于 

该图清楚地表明在这些植被类型之同存在 A、B、C和 

田 I 中目主 要森 #檀植 凳 蔓与量■ 指娃 的关 系 

在这些藿 越奏型 中， 在 四囊畀 缋 (A ，B， 

C和D)，分哥|对应于鞋暖指鼙l6，50--,~5，80-- 

90和 l70-- 150℃月． 这些 檀蕞 类基是 l， 高 寒 

草包盈垫妖植越’2、舌啼杉韩， s、幕叶梧林’ 

4，虹{蠹落叶角叶撼吏韩I 5，藩叶栎#}8，落 

叶鼻叶 #， 、 高 山探 #f s、常鼙 幕叶 离叶#} 

9，云南襁#}1o 马甩捂林 I l1、常缘鼻叶#} 

l ，程氍髭捅的欢生韩}l3，显橱热带亚热带攻 

生林}14，类型12和l 3过截性植被}15，季雨林． 

Fig．1 ‘Relationships l~tween distribution 

of i]l~n 如 rest types and w arm th 

index (W1)in (mina 

F01-11"b。州e s (工 neA and Ban dsB， 

C and D)are found am ong these for~t 

types 8nd their Ⅳ 】values&re 15，5 0-- 5,11 

s0～ 0O and l 0— 180℃ monthr-respectively． 

The forest types2 1，AIplne meadow 

and tandra~ 0- Fir and spruce foresl 

3．L脒 h fore~t, 4，Korean  pinean d de- 

ciduoua mixed 如restI 5。Dedduous oak 

forest~ 6，Deciduous forest 7，Sclero— 

phylloUs foresb 8，Evergreen an d decidu~ 

OLI8 m  ed forest r 9， P】nus yunnanensis 

如rest，10-P1nus massonlna forE-s[r i 1，E e卜 

green deciduous forest} 12，Hum id w arrt2 
- temperate sc邝 bI l3，Humid ~ubtropi- 

cal／tropicad zcrub~14，Transitional type 

betw etn 钾 p I2 and I s } 15-M o~soon 

如 rest． 

D带中 此外，热带亚热带次生林(类型13)及它的过渡植被(类型14)的北界也进^此带 。据报道⋯ 】，西 

藏南部的常绿阔叶辅分布酉限的wJ为175 月。在日本，植物区系、植物地理学的研究也证实这个界线 与 

Wn80℃月等值线相一致【{，l·，tl·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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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说明，温度气候可以很好地说明森林植被带的界绞}亚寒带针叶林、温度落叶阔叶林或 其混 

交林，暖温带常绿阔叶林以及热带亚热带林的北界或分布上限分别对应于W135，5o～5 ·8o—q0和170一 

]80℃月。 

2． 主要森林树种的温度分布 

裘 I列出了73种主要树种的名称。为了了解各树种在地理分布上的联系，我们利用 73种树种的主要分 

布范围的上限和上陧w 值作为参数，采用wara法 【 。 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我们发现 ， 穿过 

最大距离的9％处，存在7个{对种组合，同一组合的树种基本分布在相同的自然地带，而不同组台则有规律地 

分布在不同的自然地带。组合 1主要是由森林上限或亚寒带针叶树种，如偃松(Pinus pumiIa)、高山匮柏 

衰 1 75种树种名 
Table 1 List of 75 tree spec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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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七十村种蟪台曲鼍度分布曲幌 

螭 I， I，I和F的置■描藏丹剐为50·口0·ls5和I75℃月．。。 

F ．3 'l~errus l distribution L'llrV~S Of s吖 en species groups obt~ ed by 

cluster aIla1ysis．Lines I． I．I and F co-- pond to warmtl1 

index CW I)values of 50 90t 1 35 and 175"C month，respectively· 

热带过渡界线是台适的。 · 

热带亚热带树种组合(组台7)与南部常绿闰叶林赭种组合(组台 8)的温度分布曲线的交点处对应于 

WI 175℃月。并且，蛆台5即典型常绿闰叶林的组成树种在遗条界线的南部或垂直带的下部基本消失。这 

就是说，WI175℃月的线表面热带亚热带的北界或常绿阅叶林的南界。 

从上述树种的地理分布看，我国的亚寒带针叶林树种与温带落叶阅叶林树种 ，温带落叶阔叶 林 树 种 

与暖温带常绿阔叶林树种、常绿茸叶林树种与热带亚热带林树种之问的界线分 对~ =wl5o、90和175℃ 

月。此外，常绿阅叶林区域内存在典型的和带有热带亚热带性质的两个不同的常绿闰叶林亚区域 ，其界线 

对应于135℃月的WI等值线。 

5． ●#上曩嚣里●带钟叶林分布下曩的进一步舅证 

表 2列出了8种分布在霰国山地的森林上限组成种的w1分布范围。它们分别由分布产地所对应高度的 

W1分布图推算求得。由此表可知，树种及 其 所 在 

的地理位置不同，森林上限的平均WI值也有 所 变 

化．但它们的总平均值为15．2℃月，与图 l的界线 

A(WI15．c月)完全一致。这就说明W115"C月 作 

为森林上限的热量指标是台适的。当然 ， 由于 山 

体的海拔高度过低或由于地史原因，如 火山 等 导 

致森林上限的高度较低而出现WI较大的情 况也 常 

存在 J o，z‘I々 

表3给出11种亚寒带针叶林分布南界 (或垂直 

分布下限)的WI值，它的求算与表 2相同。各树种 

的平均 WI在42—57℃月之间，其平均值为49．6"C 

月，与圈 1的 B带 和圈 2的line I完全棉符。从而 

进一步证明亚寒带针叶林分布下限(水平南界)，也 

就是说亚寒带与温带的界线能够用 wlJ50来说明。 

综合上述分析，l得 如下结论 在湿润气候她 

囊 2 六种●韩再曩埘种分布上■相 
下曩的重一II救 

'reble 2 Valuu of waxmth 1ndex at the 

pn and ]ower dIstr 口HoM l 

● 

~mits lOr six trees compOstoz 

of the forest limit ● 

Ables spectabfl~s 

La— s rfc口 

L．potaainii 

v8r．饥 ac’口c口rp口 

S幽  0 tibetica 

S．prez i 

S．~ tuaria 

3 1S．1 2．5 43．4 S．9 

o l1．2 ‘．0 37．5 5．3 

15 18．口 5．8 4‘．B 1 a．5 

I 3 15．a 4．‘ 43．口 17．口 

12 l2．O 3．9 lI．7 T．j 

a 17．4 ‘．‘ 3o．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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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我国的主要植被类型和主要森林树种的分布能 

很好地对应于温度气候指标。也就是说，热量因子 

能够统一说明我国森林植被的地理分布规律 我国 

主要植被生态系统分布的w 范围是，寒带苔原； 

15℃月I亚寒带针叶林；l5—50℃月I温带落叶阔 

叶林}5O一0O℃月J暖温带常绿阔叶林：0O—l75℃ 

月J热带亚热带林t>175℃月 利用这些数 量指 

标就可以客观地进行我国自然植被的分区和生物温 

度气候带的划分。 

4． 襄■鼻#蠢蕾带归一再杖 

从世界植被分布图上，采们可以请楚地看到没 

有一个大陆象砍亚大陆 (包括其亲部的日本列岛、 

台湾岛)那样，植被的分布如此整齐，执高纬度到低 

纬度依扶出现苔原、常绿针叶林 落叶阔叶林、常 

绿阔叶林和雨林、季雨林 这种整齐而几无间断 的 

分布格局构成了研究地球植被地理分布的参照物。 

除了苔原归属于寒带无可非议之外t对于其它 

植被带的归属问题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意 见 。在 我 

国，继竺可桢的研究 【{ 之后，更多的人认为常绿 

寰 5 11—卫寡带朴叶村一的分布 

上曩和下曩的曩■指t 

Table 5 The ya]ues Ol watJIh index at 

the upper and lo-er dlstrlbu— 

tionsl lim its for 1t subarctic 

conifers 

上限 下 限 

材 种 产地敦 1F巧_i 吾薹 F写_i砸  

℃月 ℃ 月 

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和雨林季雨林分别属于气候学上的亚寒带 (寒温带)、暖温带、 亚热带 

和热带 据此，捌分了我国的生物温度气候带以及与此相关连的自然地理带‘t 一2 。然而，随着世 

界植被资料的积累和地区间植掖研究信息的交流t科学家们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其中争议 

的焦点可谓是常绿阔叶林的归属问题了。尽管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常绿阔叶林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植被类型 ，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它应属于暖温带景观·而且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不仅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 持 

这种观点，而且首先提出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术语的欧洲人也逐渐往此观点倾斜。其中比 较著 名 的有 

Trewatha l圳 、Eyre l川 、Troll【川 、Ahti＆ Konen I 。I和Walter【 。 特别值得提及 的是，著名生 

态学家Walter研究过世界各地的植被。在他的名著 ¨’ 中，非常醒目地把东亚地区的常绿阔叶林作 为湿润 

暖温带区域的植被类型来描述。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把 包 括东亚在内的常绿阔叶林作为温带雨 

林(Temperate rain forest)，而将地中海地区的常绿硬叶阔叶林作为地中海型硬叶常绿阔叶林 (Mediterra． 

nean broad-sclerophyll forest)来处理 

实际 上，最早进行世界气候分类的Supan定义热带(包括亚热带)的北界为年平均气温20℃ 而 年均温 

20'0的地区几乎无低于 5℃的月平均气温 如果把它换算成wJ，则为180"0月，这与本文所获得的WI175"0 

月为亚热带的北界的结果完全一致a K~ppon⋯ 、Trew~ha【。，_、么枕生 1 3o]等利用最冷月气温18"0作为 

热带的北界·这个界限显然比年平均20"0的界线更向南·在我国，此界限为海南的东南部和台湾的南端 。 

Wissmann【驺 将最冷月均温13℃以北的地区作为暖温带，这条等温线位于北回归线附近。何景 3‘ 认 为 

东亚的亚热带雨林与南岭山脉的南坡一致，这一带的wJ在170--180"0月左右，吉良 ·，川 、 堀田c22】 

及村田¨“也坚持同样的观点。 

植物地理学起源于欧洲a欧洲人称常绿阔叶林为亚热带植被有他自己的自然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我们 

从世界植被图上可以看 ·欧洲大陆的地中海型常绿硬叶阔叶林的南部就是广阔无垠的非洲大沙漠 在植物 

地理学刚剧兴起的年代 ，人们很难准确地认识植被景蹰的这种突然变化，对真正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 雨林也 

缺乏足够的了解 因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提法很易被人们所接受并延续下来 造成这一术语易被接受 

的另一个很乖要的原因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似乎表明现代文明审潭于温带地区，欧洲^则有把自己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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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作为温带中心的意识。因此，它的南部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亚热带．热带，而它的北部 就成 了亚寒 

带、寒带。譬如，苏联的奠斯科地处针叶林地带，属于亚寒带气候，但不少苏联学者把它划为温带植被 区 

域。因而在我国建国初期，不少苏联学者主张将我国的华北各地划分为亚热带  ̈·但东亚植被从南到北 

的连续分布格局不能不冲击上述观点a 

日本列岛踌约20个纬度，各地降水充沛，植被的水平梯度变化分明且主要受热量条件的制约 ，因此· 

日本植被的分布格局在研究地球的生物温度气候带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 日本的研究 ，常绿阔叶林 

分布在Ⅳ 为85--1 80℃月 ，寒冷指数 (Coldness index，CI)【l“为大于 一l0一一15℃月的区域。也就是说I 

常绿阔叶林北至仙台海岸沿线，南到九州的南端、种子岛、屋久岛一线。现实的常绿闫叶 林在 日本 最 北 

部的分布可达北纬40．5度左右。因此，若m常绿闫叶林作为亚热带景砚的话， 日本的亚热带的北界盟 达北 

纬40．5度左右。我国W185℃月的等值线水平达北京的北部，cI一10一 一l5的值的范围也比现在的常绿阔叶 

林区域更广。因此，以此来螂分我国亚热带的话，则有着比现在常绿阔叶林更为广 阔的潜在区域。这显然 

与事实不符。在我国，常绿阔叶林的分布除受冬季低温的澎响外，主要受干湿条件 的制 约 u" 91。正 

是由于这样，在不少苏联学者提出将我国华北各地、东北南部 新疆南部划为亚热带时， 竺可桢等我国科 

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亚热带的北界应为秦岭谁河一线。因为那里有常绿阔叶林的分布 。 这种观 

点被我国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随着植被资料的积累和植物地理生态学的研究进展，出现这 样一个闻 

蹰。如果华北的南部地区有足够的降水，则常绿阔叶林的分布是有可能的， 匿为这些地区有满足常绿闫叶 

林分布的热量条件。那幺， 亚热带的位置是否须向北移呢?若是这样，温度带是以热量作为标准，还是以 

降水为标准昵?温度带与干湿气候带绝然不同，温度带的划分必须除去干湿气候的影响。换言之，它的划分 

必须以降水充沛的地区的植被分布格局为依据。 

实际上，就是出现在我目的常绿阔叶林分布区域作为亚热带也是值得重新考虑的。我国夏受副热带高压 

的控制，冬受西伯利立寒流的影响，季风气候明显，从而造成我国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无霜期在长江流 

域大都为230--250日}上海、南京、武汉的年霜 日数分别为59、65和54日，最大冻土深度遮】ccm左右。另外， 

在福卅l、桂林、贵阳、昆明即北纬。5度线前后仍有1—5天的降雪 日数，1971年 1月赣州一天曾降雪 1 3cm。这 

一 线的年霜日数在f0天以上 把这样冬季如此寒冷的地区划为亚热带，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夏天 炎热 

可能成为划分这些地区为亚热带的一个理由。但从我国的夏季温度分布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南北 温 

差很小，广州、北京的纬度差约为16．7度，而七月份均温分别为28．3℃和26．0℃，仅差2．3℃，极端最高温 

度，北京反比广州高，分别为42．6℃和38．7℃。显然，夏季高温是我国大砧性气侯的显著特征之一 ，它 

能成为 定温度带的重要依据。 

在水分不成为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热带亚热带性的植物及植被的分布主要受冬季低温制约 。因此人们 

常常用低温来解释暖性植物的分布 ’1,5’&o-̈ 】。考虑这一事实，比较欧洲的常绿硬叶阔叶林和东亚 常绿 

阔叶林区域的冬季热量条件将对我们有所启发。典型地中海区域的里斯本(38 43 N，90。8，W，虻m) 罗 

马(4l。54 N，12。29 E，63m)和雅典(37 58 N，23。43 E，107)的最冷月 (1月)的气温分别为 10．3℃、 

6．9℃和8．9℃，分别与我国福州(10．4℃)、浙江龙泉(6．5℃)以及江西寻乌(8．9℃)相当。如果称这些地区 

为亚热带区域，人们或许可以接受。 按照这样的低温指标来划分亚热带，那么，我国亚热带的位置也将比 
、 

现在大大南移。 

尽管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常绿阔叶林归属于亚热带，它的北界为秦岭‘淮河一线。但Fang⋯ 从地理生恋 

学的角度研究了植被分布与气侯因子的关系，指出秦岭淮河一线是干湿气候的重要界线，坦没有根据作 为温 

度带的分界线。应俊生等 最近从植物区系和植物群落学的角度得出了秦岭淮河一线作为亚热带与温带 

植物的分界线与事实不符的结论，提出该线作为瑗温带与温带植物的分界线更符台宴际的主张。这意味着 

在这以南的地区属于暖温带区域。何景 【36 在50年代就主张东南亚热带雨林的北界与南岭南 坡一致。 

牟抟指羲l一种妊租积累值，由低于 6 的月平均气温术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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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常绿阔叶林作为暖温带植被景观更为台理 因此， 我国湿润地区的生物气 

候带从北至南依次为寒带苔原、亚寒带针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磋温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和热带雨林 

季雨林。它们分别对应 于温度指标(WI)<15、15—50、50—9O、9O一 175以及大于175℃月。据 此，我们就 

可以划分我国的生物温度气候带。 

关于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问题，本文没有作进一步讨论 因为热带在我国境 内的面积很小 柯本 ⋯ 、 

Wissmann[341、Trewartha I圳 、么枕生 ：等定义热带的北界为最玲月均温18℃的 等 温 线 。Hamet— 

Ahti等l 3 用年平均生物气温25℃，吉良n’3 7̈ o‘用温暖指数240℃月作为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我国 

大于这些温度指标 的地区仅 限于海南的东南部及台湾的南端。因此，若按这些指标划分温度带 ，则南蛉山 

脉以南的我国大部地区属亚热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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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0CLIMAT0L0GICAL ANALYSIS OF THE FOREST 

Z0NES l}_CHINA 

Fang Jing-Yun 

(1~eseorch Center衙 EcD·E r0H，郴nf Sc／e~ces，Cbinese Academy o Sciences，Beijing 

Relationships bet、 een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and thermal climate under 

a humid climatic condition were studied using'Kira s war mth index (W I) 

as an jndicator and based on temperature records from 671 metco rological sta — 

tions an d vegetation data．Analysing the relationrhips between distribution 

0f 15 forest types and ，， four borders (Line A， Bands B，C and D)were 

found among these forest type s，and corresponded to the bo rderines between 

arctic (alpine) an d subar ctic (subaIpine)zones，subarctic and cool—temperate 

ztmes．cool—and wal-m—temperate zones and war m-temperate and subtropical 

／tropical zones，the 』values of which were 15，50—55，80—90 an d l7O一 

180℃ month，respectively．Cluster analysis using the 』 values of upper an d 

lower limits of the  distl’ibution range for 73 tree species gave seven spe cies 

groups．The therm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these species groups showed that 

the W I ran ge was l5— 50℃ month for subarctic (su balpine) trceS，50— 9O℃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 

● 

{期 方精云 我国森林植被带的生态气侯学分析 轴 

month for cool-temperate trees．9O一 175℃ month for wai'in—tempe rate trees and 

over 17522 month for subtopical／tropical trees．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stribtltions _t0 llⅢit．and 6a 葫C 咖 s trees-and exa— 

mined j 掌tal1． e c叫resp0n啪“ betw~  u姻 e vergreen br0adleaf forest 
zone ahd thermal c1]matic zone we~'e also discussed fronl a viewpoint of 

ec0q啊粤 鲥d it a$： {E si 尊ed that t e 种 en broadleaf forest 
was the climax of warnl—tempe rate zone and not that of subtropical zone．In 

conclusion，the  thermal climatic zones in China could be divided b．y following 

W I values： arctic (alpine) zone， w I< 15，subarctic (subalpine) zone，15 

— 50，cool—temperate zone，50—9O，warm—temperte zone， subtropical／tropi— 

cal zone， > 175℃ ClODth． 

Key wo rds：China，evergree~ broa~leaf forest，forest type，thermal clima— 

tic zone，tree spe cies，war mth inde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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