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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车文利用东亚地区国家的气候和檀被资料，根据温暖指数和年平均 气温、湿润指数和年平均降 

水量的关系 建立了在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 量两坐标轴上辩蚺东亚地区檀被分布格局的方法。结果 

袁明，此方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东亚地区檀被气候类型的实际分布．利 啊此方法可以由温度和降水量因 

子容易地预镘I东亚任一地区自然或懵在的啦棱气候类型． 

荚麓调，东亚地区，降水量 ，温度 植被气候类型。 
●_ ·- ‘ ～  

东亚地区在其特有的天气系统——西伯利亚冷气团和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发育着特有的 

植被气候类型。这种类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植被由南向北连续的纬向(温度梯度)分布和由沿 

海向内陆的东西向(干湿度梯度)分布。基于这一事实，我们“ 利用温暖指数 和湿润指数 ， 

分别作为温度气候和干湿度气候的指标，系统地研究了以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植 

被类型在这两个梯度上的分布规律，阐明了气候梯度和植被分布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应用这 

些成果，利用东亚地区的植被分布与气候资料，进一步探讨利用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这 

种直接的气候测定因子表达植被分布格局的可能性，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1 原理和方法 

1．1 温暖指数和湿润指数与植被类型的关系 

作者“ ’发现，在湿润的东亚地带，冻原植被亚寒带(寒温带)针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 、暖 

温带常绿阏叶林 以及热带亚热带雨林的分布分别很好地对应于温暖指数值 0—15，15—50， 

50—90以及 90—175℃ ·月。这一结果同吉良毫夫。’” 的生态气候带的划分标准十分一 

致 。另一方面，沿干湿度梯度 ，湿润型森林(包括雨林 、常绿阔叶林等)、落叶闹叶林 、疏林 、 

草原和荒漠半荒漠植被的分布很好地对应于湿润指数大于 60，0—60，一20一O，一40一 一20和 
～

60～ 一40。 。由于温暖指数和湿润指数是间接的气象测定因子，使用不便 ，如将这些指标换 

算成气温和降水量等直接的气象测定因子则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 温暖指数一定时 ，年平均气温与年平均降水量的关系 

图 l表示对应于各温度气候带的温暖指数值附近的年平均气温与年平均降水量之间的关 

系。这些温暖指数值的范围分别是，l 5℃ ·月(12．5--17．5℃ ·月)、50(45—55)、90(85--95)以 

及 175"C·月(165—185℃ ·月)。该图表明，在同一温暖指数范围中，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年平 

均气温趋于下降。这意味着，即使在同一生物温度带中，湿润地区有较低的年均温，干燥地区则 

这里的东亚地 区主要指中国、日本 朝鲜半岛和拽罗斯的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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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较高 。这与我国山地植被带由湿润的沿海地区向干旱的内陆地区分布高度逐渐增加的事 

实。⋯ 是完全一致的。 

1．3 湿润指数一定时，年平均气温与年平均降水量的关系 

图 2表示各千湿气候带的湿润指数界限值附近的年平均气温与年降水量之间的关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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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当温暖指数一定时． 

年平均气温与年平均陴水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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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当湿润指数一定耐 ． 

年平均气温与年平均陴水量的关 系 

Fig Z Re]ationshlp between annum № 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p~c；pltation at"moisture~ndex being 一 一 

stant 

限值 的湿润指数范围是一∞(一55以下)、--40 

(一 45一 一 35)、一 2O(一 25一 一 15)、0(一 5— 5) 

和 60(55--65)。此外，东亚地区多雨地带的最大年平均降水量与对应的年平均气温也给在该 

图中，以表示各地带降水量的极大值。此图表明，随着气温的增加，同一千湿气候带所需要的降 

水也增 多。 

1．4 植被气候类型在温度和降水量坐标中的表达 

图 1和图 2的组合就可以简明地刻划出植被气候类型在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坐标 

中的位置。图3’是这种关系的模式图。利用某一地点的温度和降水量资料就可以从此图上读 

出该地的 自然植被(或潜在植被 类型。 

2 结果与讨论 

利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 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植被分布资料和气象资料，对图 3作了 

验证。结果证明，图 3反映的植被气候类型与实际的植被分布十分一致。因此，图3为判读或 

预测东亚任何区域的自然或潜在的植被气候类型提供了简易的，但很奏效的方法。下面对图3 

作扼要说明。 

理论上在东亚地区存在 25(5×5)个大的植被气候类型，但反映在图 3中的只有 15个。这 

主要是由于有些类型本身就不存在，或有些类型因其结构相似而被合并的缘故。譬如，理论上 

荒漠半荒漠类型至少有亚热带热带型、温带型以及亚寒带寒带型，但事实上并不把它们划分得 

如此详细。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植物区系以及植物在进化过程中环境条件等等的差异 ，在 

· (1)对温度气候带的名称有不同的提法 但名称不同并不影响图 3的内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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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3 束亚植被气候类型在年均气温和年均降水量坐标中的配置 

Fig．3 A pattern of vegetafi~ types in relation to pr~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in F~st-Asia 

1·Alpine cushion plant~ 2-Tundra 3·High—cold s~ppe 4·Arid coniferous forest 5·Humid subarctic conifer- 

ou forest 6．Desert／seTnid髑en 7．Temperate grassland 8 Temperate woodland 9．Arid deciduous broadleaf 

forest 10．HuTn ternperate decidu broadleaf and coniferous mixed forest 11．W arm—temperate d~ iduous and 

evergreen hToedleaf mixed forest 12．Warm—tm Der e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 13．Troplca]／suhtropkal㈣  

na l4·Tropie~l／subcropical woodlsnd 15·Tropical／subtropica] ㈣ forest l 6．Tropica]／subtropica]rain 

{o t 

相同气候区中，发育着不同的植被景观 ，换言之，植被类型有不同的表达。特别明显的有下述几 

种植被型同属一个植被气候类型区。①以日本水青闻(Fagus crenata)为代表的 日本温带落叶 

阔叶林和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部山地上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主要优势属为 Tsuga、Acer、Be— 

tula、Cyclobalanopsis，Lithocarpus)；②我国秦岭一淮河与长江流域之间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 

朝鲜半岛的南部温带落叶阔叶林 ’和吉良毫夫。”指出的分布于日本中部少雨地带的日本暖 

温带落叶阔叶林 ③寒带地区的冻原植被和我国青藏高原的高山垫状植被。这些不同植被类型 

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 ，但它们有相似的综合气候特征。因此 ，最终表达为同一气候类型。 

图 3还较好地处理了青藏高原的植被在温度和降水量坐标中的位置。青藏高原的植被是 

独特的，采用与其他地区相同的系统来说明它的分布较为困难。但图3较好地表征了这种独特 

的植被景观。如在喜马拉雅山脉，对应于年均温和年平均降水量的变化 ，从图 3可查知，自山麓 

往上，依次出现雨林(季雨林 )、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高寒灌丛草甸、高山垫状植被 

等。这样，高原植被与其他地区的植被有了一定的可 比性 。 

尽管反映在图 3中的植被类型相同 ，但不同地点影响植被的气候因子并不一定相同。这种 

差异由所在地点对应于图 3中的相对位置而得到了解。如同属常绿阔叶林的中国和日本，在日 

本常绿阔叶林主要受热量的制约 ，其分布北界可达北纬 40度左右。”，而在我国措海地 区，它 

的分布则受降水的影响大，分布的位置大大偏南(偏暖)、约在北纬 31．5度左右(江苏省宜兴、 

吴县等地“’)。这种差异在囤3中则表现为 日本北界的常绿 阔叶林位于常绿阔叶林与温带湿润 

型森林的交界处，而中国则处于常绿阔叶林与具干旱性的落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交界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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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根据植被类型对应于图 3中的相对位置 ，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影响其分布的主导气候因子。 

当然，图 3是 由积温和湿润指数变换而来 ，由积温和湿润指数不能说明的植被类型，图 3 

同样也不能给予说明。譬如 ，大量的研究表明。 “ ，限制常绿阔叶林分布北界的主要热量要 

素是冬季低温，因而，利用积温(在本文中表现为年平均气温)来说明它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又譬如，一些北方要素，如常绿针叶林的分布与夏季温度的关系密切。 +积温 (年平均温度)的 

作用只是间接的。尽管如此，仍须强调，这并不影响图3的应用价值。这是因为，第一，本文的 

特点之一正是利用统一的气候指标来说明各类植被类型的分布，使它们之间有可比性；如果不 

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指标去说明，就无从发现气候植被类型的内在规律；第二，本文不 只是 利 

用温度指标，而是利用温度和降水量两个相互制约的因子 ，因此 ，对于一些较特殊的植被类型 

也能得到较满意的表达 ；第三 ，在降水量因素的控制下，积温(年平均气温)与冬季低温或夏季 

温度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此外 ，有些人可能提出，土壤和地形可以引起局部植被类型的变化 ，即同一气候植被类型 

中存在不同的植被类型。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人们通常说的“土壤顶极 和“地 

形顶极”。它们仅是局部的，并且很难找到其规律性，因此，不属本文讨论的内容 。 

3 结束语 

虽然前人“ “ 对世界植被气候类型在气温及降水量坐标中的表达进行过研究，并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缺乏严密的方法。本文中图 3基于严密的植被分布与气候因子的数量 

关系，从而克服 了以往研究的缺陷。因此，本研究不仅对认识东亚植被的分布格局，预测 自然或 

潜在的植被类型，从而对寻找生物气候资源有应用价值，而且对研究全球植被气候关系，探索 

植被生态学研究方法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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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 ENT OF EAST—ASIAN VEGETATION—CLIM ATE 

TYPES oN COaRDINATES OF TEM 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Fang Jingyun 

(Researc~Center矗r ∞一E r鲋m I Sciences-Academia Silica-Beifisg 100085) 

Based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armth index and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be— 

tween the o[sture index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a new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show the 

arrangement of East—Asian vegetation Ott the coordinates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 

nual precipitation by using a lot of elima Lo[ogical and vegetational data．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expressed well the d ibution of vegetation—climate types in East—Asia，and 

therefore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the natural or potential vegetation type in a given East— 

Asian region． 

Key words：East·Asia region，precipitation，temperature，vegetation—climat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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