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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岗松的生态地理分布

户趁
李 振 基

‘

生物学 系

摘 要

岗松 。。 是桃金娘科岗松属植物
,

分布于东南亚和我国南部
。

本文根

据广泛的野外调查
,

定出了 岗松在我国南部的分布范围
,

并根据生态地理条件将岗松的分布区

分为南部
、

中部和北部三个亚区
。

经分析得出其垂直分布高度与纬度的关系式为

汀 一

文章还探讨了岗松的分布同温度
、

光照
、

水分
、

土边
、

河谷地形与人为影响的关系
。

关健词 岗松 分布 生态因于

引 言
育

岗松 介 又名 “扫把枝” 广西
、 “铁扫把” 广东

、 “
香

柴” 江西永丰
,

是桃金娘科 犷 。。。
岗松属

。。。 。。
植物

,

为澳洲植 物区系

成分
。

据目前所知
,

全世界共有岗松属植物 种及一变种
,

主产大洋洲及新喀里多尼亚
,

其

中以岗松分布最广
,

自东南亚一直分布至我国亚热带地区
’

,

‘“ ,
。

岗松在我国南部分布较普遍
。

侯学馒 曾指出它对于热带与亚热带气候区酸性土的指示作

用
,

随后一些生态学家的调查也肯定了这一点
’ , ‘ 。

岗松喜热
,

对温度反应较敏感
,

可 以作为被植区划或植物区系分区中的分界依据
,

对引

种栽培
、

开发利用有很大意义
。

徐祥浩
、

林英等都曾以此作为分界依据 “
。

由于岗松属 是热带亚洲和大洋洲分布的代 表 汇” ,
’
。 。 图

,

对于研究

植物区系起源很有意义
。

岗松的分布区

岗松是大洋洲植物区系成分
,

喜热耐旱
,

分布于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印度
、

越南
、

菲律宾等地 「川
,

向北分布达于我国海南
、

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浙江
、

江西等省区
。 ’” 。

林英认为其分布最北界在江西永丰潭城至浙江平阳一线 沿我国东部海岸线而稍向东 北 上

升
。

笔者根据岗松群落组成
、

生态环境因素将中国的岗松分布区分成三个亚区
。

南部分布亚区

岗松的南部分布亚区与我国东部的热带季雨林
、

雨林亚区域相似
,

包括惠来
、

陆丰
、

中

本文 年 月 日收至
。

。

现在厦门大学生物学系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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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仃 了洲洲盯刁 二二

户
洲

曰牙

日 岗松械及 城伙 分
一

布

彻卜

价

山
、

阳春
、

玉林
、

南宁
、

凭祥一线以 南地区
。

在这 一 分布亚区
,

岗松分布普遍
,

在破坏严重

的山坡土也随处可见
,

组成的群落类型多
,

如阳春县 河尾山
,

针叶林
、

灌丛
、

灌草丛和沼泽

中都有分布 区系成分丰富 对环境要求 也不严
,

山地
、

丘陵
、

台地
、

沙滩和沼泽地上都能

见到
,

或无论是在光照充足处还是较阴蔽处都价见 到岗松
。

中部分布亚区

岗松的中部分布亚区位于前一 亚 区 以北
,

广西百 色
、

柳州
、

贺县南部
、

广东怀集
、

清

远
、

龙川
、

梅县至福建永定
、

莆田
、

福州
、

连江一线以南
。

在这一区域
,

广东境内分布较普

遍
,

广西钙质士乒也区未见有岗松
,

福建沿海因土壤不适
,

岗松 也较少分布
,

但其分布仍较普

遍
。

组成群落类型有马尾松一岗松一芒其
、

马尾松一岗松一鹤鸽草
、

岗松一芒 其 等 群落类

型
,

群落中以岗松
、

桃金娘 切刀 、 ,   、

山芝麻 万己 。 。 ,

、

鹅鸽草
,  

等植物为主
,

但是已有少量 谜木
,

“” 公 ” 等亚热带成分出现
。

北部分布亚区

中部分布亚区以北
,

广西天峨
、

罗城
、

桂林
、

广东乳源
、

韶关
,

江西龙南
、

永丰
、

福建长

汀
、

连城至浙江平阳
、

乐清一线 以南
,

局部地区仍有岗松分布
。

在本亚区内
,

岗松多分布在

南向山坡和丘脊上
,

形成的群落一般仅见马尾松一岗松一芒其群落
,

群落中糙木较多
,

鹤鸽

草
、

桃金娘仅少量分布
,

有的岗松仅散生于其他群落内
。

岗松分布的东段北界 赣江以东 与中亚热带的南
、

北亚地带的分界基本吻合
,

广西境

内的西段北界则与南亚热带
、

中亚热带的分界线基本相似 〔’
。

而中段北 界 大致为 自两广交

界的贺县经乳源
、

乐 昌
、

扛西大余 沿 章 水
、

赣江而下到吉安附近 与中亚热带的南
、

北地带

分界线连接
。

此线以北 岗松仅见于广西荔浦和桂林 良丰气 以南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
。

我国岗松分布区的南界始自海南三亚 东界始于东海之滨的浙江乐清
,

台湾未见有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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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记载, 西部未能进入云南
。

据此
,

我国岗松分布区应为北纬
“ 尹

 
尹 、

东经 萨
。 ,

并可绘出较为详细的地理分布区图 图
。

幕

别‘

护, 电 奋

图 岗松在我国的分布范围 工南部分布亚区 中部分布亚区 皿北部分布亚区

岗松的垂直分布

岗松的垂直分布受纬度基点影响大
。

在南部分布区的台地
、

丘陇地上都有分布
,

在山地

南坡可达海拔
。

往北分布高度降低
,

北纬
。
一带

,

分布高度达
,

在北纬
“

,

 
。 ,

岗松的分布明显局限于海拔 的南坡
,

根据 的理论
’, ,

可以肯

定江西永丰一带是其分布最北界
。

笔者在十万大山
、

鼎湖山
、

武平山区和永丰山区等地作了

调查
,

现分别说明尚松在各纬度带的垂直分布
。

十万大山位于北纬
“ 产

左右
,

主峰高  ,

山前丘陵有马尾松一岗松一芒箕群落和

马尾松一岗松一黑莎草群落分布 山下有岗松散生于路边
,

林 中 未见
, 以上

,

始见马

尾松一岗松 十桃金娘一芒其群落
,

高处有岗松一芒其群落 矮林
,

较为郁闭
,

种类较多
,

分层明显
,

岗松占优势
。

二处尚有岗松散生
,

以上未见有岗松分布
,

据

当地人反映
,

在南坡其分布高度可达 处
。

鼎湖山位于北纬
’ ‘

主峰鸡笼山海拔高 。。。
,

山前丘陵和山下有马尾松 木

荷一岗松一芒其群落和马尾松一岗松一芒其群落
, 。 有岗松 桃金娘一芒箕群落

,

有岗松一金茅草群落
,

顶部仅有少量岗松散生
。

福建武平县城位于北纬
“ ,

,

其后山海拔高
,

以下南坡均 有马尾松一岗扮

。

限据广西农学院林分院标木室所藏。 号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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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七二 , , 州 州 侧 口 口

一刺芒野古草群落和马尾松一岗松一鹤鹤草群落
。

群落中马尾松
、

岗松生长良好
,

常见植物

有桃金娘
、

市途木
、

杜鹃花 无 , , 州 ‘
、

瓜 子 柴 万 ,” 丁艺了
、

 芒

好古草
 二  !∀ #∃ % 等

,
6 0 0

~
6 理。m 偶见有岗松

,

6 4 o m 以上未见岗松分布
。

江西水丰中部主要为丘陵地
,

在北纬27
03。‘

左右
,

海拔高30 。一 500 m
,

岗 松 仅 分 布于

30 O m 以上的丘陵顶部或南向山坡
,

北坡和低山
、

中山均无岗松分布
。

群落类型为马尾松一岗

松一芒其群落为主
。

另据标本记录等
,

在广东柴金山区海拔肠 。m 处
、

广酉金秀罗香海拔700二处
,

江 西瑞金

梅拔zsom 处 汇7 ]均有岗松分布
。

综上所述
,

可绘出岗松
一

庄我国的垂直分布图 ( 图 3 )
,

并算出岗松在各地的分布高度
。

H 侣 一
16 3

.

6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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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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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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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

! 北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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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半矽

“
几
列

卜 一,

岗松在我囚巫直分
,

沙}青况

3 岗松分布与环境的关系 /

S。 1 温度

W ar m in g E
.
认为

,

热量条件决定了地球上植物种的分布界限
。

岗松的分布也 不 例

外
,

影响其分布的主导因子是温度
。

岗松喜热
,

在热带平地
、

丘陵分布普遍
,

耐高温
,

可在

年均温23
“
C ( 海南三亚 )

、

最热月均温 29
.7C ( 江西于都 )

、

极端最高温
‘

12

O

C ( 广东韶关)

年积温 ( ) 10
OC ) 9 00。

。
C 以上 ( 三亚 ) 的条件下正常存活

。

从北部分布亚 区往南
,

随着各

项温度指标的增加
,

岗松的分布也更普遍
,

形成群落类型也更多
,

群落内的区系成分也趋于

丰富
。

如在江西永丰
,

岗松仅生长在温暖的南坡
,

群落组成
.
单调

,

而在阳春河尾山
,

岗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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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良好
,

在针叶林
、

灌丛
、

灌草丛
、

沼泽中都能形成优势种
,

群落的区系组成也很复杂
。

透

说明丰富灼热量对岗松的生产发育有利
。

武平山区和十万大山顶部由于气温低而无岗松生长
。

岗讼各分布亚区温度比较如下
:

表1 肖松各分布亚区温度比较表 ( ℃ )

分布区域 地名 年均温 一月均温 七月均温 极端最高温

6 27

极端最低温 ) 10 ℃年积温

一 9
。

4

一 5

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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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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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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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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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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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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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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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口�吕9归,白

一匕.

月住一了
由.上‘.1

O
J

:

1
上J.l,曰八O,白n‘

2
弓乙

限制溢 !变

北部

分布亚区

门l部
石于布亚区

南部
分布亚区

浙江平阳

江西永丰

)~ 东高要

广西平南

广东阳春
海南文昌

8
。

2 光照

岗松分布北界 (赣江以西部分 ) 与我国年太阳幅射量总46
.
05) /。

“
年等值线

,

我国年日

照时数1 800 小时等值线基本吻合
。

此线以北尽管土壤或水分条件相似
,

但无岗松分布
。

这说

明岗松对光照要求较严
。

在其分布区内的分布情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3

.

2

.

1) 在分布区北界永丰一带
,

岗松只能分布在光照充足的南坡或顶部
。

3

.

2

。

2) 在海拔高度超过1 O00 m 的十万大山
,

鼎湖山
,

山体下部由于 日照时间短
,

只能

偶尔见到岗松
。

山前丘陵和近部则分布较多
。

3

。

2

3

。

2

.

3) 在其他植物占优势的林卞或灌丛中
,

岗松没有分布或仅见于有阳光照射处
。

.

4) 在春季 刚被烧割过的地上
,

阳光充足
,

岗松则成片萌生
。

3

.

3 水分

在岗松分布的大部分地区
,

降水量超过1 400 m m
,

沿海一带多超过2 00Om m
。

广东阳春

何尾山
、

海半
、

海南万宁
、

文昌西部等降雨量超过2 ZOO m m 的地方 〔’ J ,

还 发育 了季节性积

水的岗松沼泽群落
。

它分布于我国南方红黄壤区的局部干燥区地段
,

但是生长于水分条件最好

的砂质类型的土壤上 〔‘3 J
。

在土壤板结或水分过多的情况下
,

生长不 良
,

温度一般低于30监

公
.
4 土雄

,

岗松分布地段上成土母质多种多样
,

以花岗岩为主
,

土壤 类 型 有红 壤
、

赤红壤
、

砖红

壤
、

山地红壤
、

山地黄壤
、

沼泽土等 [
‘ 7

]
。

在气候 条 件 相 同 的 紫色土 (江西寻乌 ) 及钙

质土 ( 广西 )
_
七未发现岗松分布

。

其立地环境的p H 值 在 中部分布亚区以南 偏于 强 酸
,

为

pH 4
·

2 0 又5
·

2 9
,

度也偏弱酸为主
。

总酸度也偏强
,

而在北部分布亚区
,

p H 偏 弱 酸
,

为pH S
.3~ 6

.6 ,

其总酸

其它如有机质
、

有机碳
、

全氮
、

速效磷及钾
、

代换性氢等均无甚差异 〔7 } 。

表2 江西永丰马尾松一岗松一芒茸群落下土坡性质

地)质制壤苏土‘深度 水份 p H 有机
(cm ) (% ) 质

(% )

有机碳 全氮 C /N
(C )
(% )

(N ) 率
( % )

速效

性钾
公斤/

速效 总酸
性磷
公斤

代换 活性
性氰锣

,

吸艺U I 气刀1 4

奋 纬度

亩 ) /亩

度
(m l/
h g ) /hg ) /h g )

0一 5 3 。

1 0

5 一38 2
。

4 7

6

.

8

6

。

6

4

。

2 2 2

.

2 9 7 0

.

1

.

8 1 0

。

9 9 6 0

。

1 9 3

0 9 9

1 1

.

9 0

1 0

.

0 6

8

.

2 5 0

.

2 3 5

.

6 8 0

3

。

7 5 0

.

! 5 4

.

9 2 0

.

10
5

.

5 3 侧古壤土 花岗岩
.
11 理

.
81 重枯壤土 花岗岩

(N )

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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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所含微生物数约为卜 10 百万个/克干土
,

以细菌最多
,

真菌次之
。

沼 泽 土土层较

厚
,

有机质含量丰富
,

土壤呈酸性至强酸性反应
。

3

.

5 河谷地形

岗松在中
、

南部分布亚区普遍生长
,

而往往北西
,

由于气温降低
,

加之山地阻挡
,

如广

西西部沿桂黔边境开始隆起的云贵高原
、

广东北部的南岭山地
、

江西福建交界的武夷山及福

建省内的三大山脉
,

岗松只能沿着低海拔的隘谷或河流周围的丘陵向西
、

向北分布
、

在广西

白色一带沿右江谷地向西北分布
,

在福建随沿海丘陵台地向东北分布直至浙江乐清
,

在江西

南部可能经广东翁源和梅县进入江西金南和寻乌
,

然后随赣江附近的丘陵一直分布达永丰
、

乐安一带
,

这说明了河谷对植物分布的影响
。

4 人为活动对岗松的影响

岗松的生长及分布受人为影响很大
,

一般认为岗松仅是矮小的灌木
。

其实岗松可以长成

小乔木
,

如笔者在十万大山
、

河尾山
、

广东连 山县所见
。

大部分丘陵地带人类活动频繁
,

岗

松常被砍作扫帚或薪柴
,

因此调查时
,

一般看到的都是当年萌生的灌木
。

有些较为郁闭的群

落则由于人为择伐
,

致使岗松退出
。

5 结 语

岗松的分布同许多植物也有关系
,

这一点将另文详述
。

研究岗松的地理分布为我国南亚

热带和中亚热带植物区域的分界线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

而通过研究其生长分布
,

对农
、

林

业生产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

如根据岗松与温度
、

土壤的关系
,

不宜在其群落中栽植杉木
,

但可栽植柠檬按
、

窿缘按
、

台湾相思
、

湿地松来改善环境
。

岗松在我国南部分布较广
,

说明我国南部植物被破坏严重
,

如果进一步破坏将导致环境

更加恶化
,

如造成 目前江西兴国
、

广东五华
、

福建长汀一带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后果
。

建议有

关部门和当地群众引起重视 !

(本文承蒙导师林 英教授指导
,

程景福
、

叶居新等先生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参 考 文 献

中国植被编委会
.
中国植被

.
科学出版社

,
1 9 5 0 ; 6 7 3 一674

、

8 2 3 一87了

李治基等
.
从植彼地理分布的规律性略淡划分广西热带和亚热带的依据及其特征

。

植物生态学丛

刊
,

1 9 6 4
。

2 ( 2 )
:
2 5 3 一 256

吴征槛
。

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
、

云南植物研究
,

1 9 丁9 ; 1 ( 1 )
: 1 ~ 22

张宏达等
.
广东高要鼎湖山植物群落之研究

.
,

lll jl 大学学报
,

1 9 5 5 ( 3 )

:

15 9 一 22 5

林英
.
中国亚热带和热带划分的依据及其具体问题

.
植物生态与地植物学丛刊

,
1 9 6 4 , 2 〔1〕

142 tw l理3

林 英
.
江西森林的地理分布

.
江西大学学报

,
1 9 8 3

; 7 ( 4 )
,

1

林 英
.
南岭山地北部岗松

、

马尾松林的生态特性及植物区系起源
.
江西大学学报

,
1 9 8 8

1 2 ( 3 )

:
4 4 一56

徐祥浩
.
广东植物生态及地理

.
广东科技出版社

,
1 9

81

,
5 8 一119



。
健6

‘

江 西 人 学 学 报 1990 年

〔20〕 D u n n o t a l
.
T u tc五e r F lo r a o f K 下 a n g t u 立g a 几d H

o n g k o n 琶 ( C h i n a )
.
1 马12

,

i 。令

〔9 〕 G o o d R
.
T h o ge o g r a p h y o f th e f lo w e r in g p l a n ts

. 4 t五e d
.
297落

〔12〕 H o o k e r J D
.
T h o F lo ra o f B r 至tish I n d ia ( 亚 )

,
1 0 7 5

〔2 2〕 N o e l C W
.
B
.e T h e v eg e ta t io n o f A u s tr a lia

. i, a i

〔工3〕 H
.
沃尔特

.
中国科七

‘
院植物研究所生态室译

.
世界植被

.
科学出版社

,
1 9 8 4

T H E E C O L O G I C A L A N D G E O G R A P H I C D I S T R 龟仑U T 毛O N O F

B A E C K E A F R U T E S C E N S IN SO U T H C H !N A 、

L 1 Z hen ji

( D ep a rt切e n t o f B io lo g y )

A b st ra c t

刀a c k ea f
: :‘t e s e e , 5 L

.
( M 夕z ta c ea e ) 15 w id e l了 d is tr ib u te d in th e so ti th

-

e a st A s ia
.
A c c o r d in g to in v e st ig a t io n

,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B

.

f
r u

t
e s c e n s

i n

o u r e o u 刀t r 了 s
h
o u ld b e d iv id e d i n to th r ee p a r ts : N o r th

,

M
i d d l

o a n
d

s o u
t h

s u
b

a r e a :
。

T h
e r e

l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t
h

o
h

e
i g h t

o
f i t

s v e r
t i

e a
l d

r s
t
r
i b

u
t i Q

n a n
d

l
a
t i t

u
d
e

(
n o r

t h )

c a n
b

e
g i

v e n a s :

H 二 一 1 6 3
.
6 4 L

n + 4
.
7 7 2

.
3 6

.

T he
e e o

l
o g i

e a
l f

a e t o r s 1 5 t h
e
l i m it

a r y f
a e t o r s o

f i t
s

d i
e t r i b

u t i
o n , 5 0

h
a v e a

l
s o s

t
u

d i
e

d h
o w t h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 5 0

1 1
,

l i g h t
,

w
a

t
e r a n

d t
o

p
o

g
r a -

i
n

f l
u e n e e u

p
o n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王o n o f B
.
f
::‘t e s c e , s 。

w o r
d
s 乙aeekea f

, u t e s c e 刀s ,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e e o

l
o

g i
e a

l f
a e t o r s

y
V
J

le毛h
.
e山珊司

二

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