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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生植物
、

旱生形态
、

硬叶植物和硬叶常绿

阔叶林这四个概念是密切联系的
。
在一些文章

及教科书中
，
对这四个概念的理解常常有相互

矛盾的地方
，
因此

，
本文从历史角度谈谈我们对

这四个概念的看法
。

要正确理解这几个概念
，

要追溯到上世纪

末和本世纪初
，
那时是生态学建立及概念形成

的光辉时期
，
很多生态学概念在这一时期相继

出现了
。

�

早在 ����年
，
施库 ��

������就把在干旱

生境下生长的植物称为旱生的植物
。 ����年

，

世界上第一部生态学教科书
，
瓦尔明 ��

����
�

���的《植物生态学—群落学研究导论》英文

版出版了
。
在这本具划时代意义的教材中

，
瓦

尔明根据植物和水分的关系
，
把植物分为三类

，

即水生植物
，
旱生植物和中生植物

，
分别指在水

体
、

干燥
、

湿润生境下的植物
，

并且指出
，

旱生植

物是指适应强烈的蒸腾而水分供应不能保证的

条件下的植物
。
瓦尔明 ������在这本教材中

，

也介绍了生理干早这个概念
。 “

当土壤含有相

当多的水分
，
然而这些水分仅仅很少一点能被

植物所吸收或很难被吸收时
，
不管是因为土壤

紧紧束缚了这些水分
，

还是根系的渗透力不足

以克服土壤中高盐浓度对水的束缚
，

这时就称

为生理干旱
” 。
这样

，
盐生植物就成了旱生植物

的特殊类型
。
因为在土壤盐分浓度较高的情况

下
，

水分供应也是不能保证的
，
根据瓦尔明的概

念
，

也应该称为旱生植物
。

在描述地中海气侯的植物群系时
，
瓦尔明

引进了一个概念
，
即早生形态� “

这些群落
，
如

石楠灌丛和石楠类的群落
，
都表现出了旱生形

态
，

就是说
，
通过某些结构来保护免受千旱的危

害
。 ”
他列出了这些结构

，

如发达的毛
，
受保护的

气孔器
，
蜡质

，

厚的角质层
，
厚而硬的叶子等

。
这

样看来
，

很明显
，
生长在这样条件下的植物

，
水

分供应往往是不能保证的
，

按照瓦尔明的概念
，

也应该属于旱生植物
。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

根据瓦尔明的概

念
，
旱生形态往往不仅仅局限于干旱的环境下

，

在较湿润条件下
，
如盐渍土壤条件下

，
也可能

有分布
。
反过来

，

在干旱条件下生长的植物
，
往

往不全都具有瓦尔明所描述的旱生形态
，
即旱

生植物不一定具有旱生形态
。

这个时期
，
还有一个伟大的生态学家

，
那就

是波恩大学的辛普尔 ��
�

�
�

�
�

���������教

授
，
在他的著作《以植物生理学为基础的植物地

理学分中
，
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硬叶植物 �

“
生长在这些环境下的旱生植物

，
如沙漠

、

沙质

土
、

泥炭沼泽
、

高山
、

海滨
，

为了保持水分
，
减少

蒸腾
，
往往具有特殊的形态结构

，
通常情况下

，

它们往往减少叶面积
。
随着千旱的增加

，
叶子

变得越来越小
，
同时成比例增加叶子的厚度

，
呈

革质
、

硬叶
、

肉质或叶不发育或无叶的形态
。 ”
由

此可见
，
硬叶植物是具有革质硬叶的植物

，

和肉

质
、

无叶的形态相对应
。

在早期的这两本教材中
，
辛普尔和瓦尔明

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
，
即旱生形态的功能是通

过减少蒸腾以减少水分损失
。

以后的许多植物生理学家
，
对旱生植物进

行了研究
，
发现旱生形态的功能并不全是减少

蒸腾
。
因此这两个词的概念慢慢就有了现在的

变化
，
旱生形态就用来描述植物具有瓦尔明所



列举的旱生形态特征
，
而不管这些特征的功能�

旱生植物则专指那些生长在干旱环 境 下 的 植

物
，

并且往往专指那些具有早生形态特征的植

物
。

正象人们对旱生植物和旱生形态的混淆一

样
，

很多人对硬叶植物概念的混淆起源于辛普

尔和瓦尔明的原始用法
。
他们对硬叶植物的用

法
，
有三个含义

，

虽然当时认为是一致的
，
但随

着生态学的发展
，
证明并非如此

。
一

、

硬叶植物

被辛普尔用来描述具革质的
、

坚硬的
、

厚角质层

的叶子的树或灌丛
。
这个意思一直沿用到现在

。

二
、

和旱生形态的初始含义一样
，

硬叶植物指

植物对干旱环境的一种适应特性
。
三

、

是生物

地理方面的
，
硬叶植物常常用来指非常明显和

广泛分布在地中海气候条件下的地带性 植 物
，

因此引伸为地中海气候下的地带性植被
。

在现在的文章中
，

关于旱生植物的用法 也

有不一致的
。
如《简明生物学词典》把旱生植物

解释为� “
能耐受较长期或较严重的水分亏缺

的植物
。
它们有发达的旱生形态与生理适应

，

可

生长在不易获得水分的生境里
，
例如沙漠

、

岩石

表面
、

冻土
、

酸沼或强盐渍化的土壤
。 ”
这和瓦尔

明的原始用法一致
，

并且把旱生植物和它们的

生理功能联系起来
，
这是值得商榷的

。
我们认

为旱生植物应当是指干旱气候条件下的地带性

植物
，

它们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仍能正常生长

发育
。

“
硬叶常绿阔叶林

”
这个概念的 出 现

，
则

是和早期的植被分类工作相联系的
。
瓦 尔 明

������根据植物与水分的关系
，

将植被进行分

类
，

其中就有常绿硬叶林群系
。
他主要指地中

海地区的栋树林�以 �、 ，
门

� ��。 为主�
，

由旱

生植物齐墩果 ���
�� �“ ��户���� 所组成的油

橄榄林
。
同时他把澳大利亚的按 ��附

。 ����。 �
，

金合欢 ��
‘ ��。 �。 �及加利福尼亚的大果栋��

� �������户��和红杉 ��
�宁���� �。 �户������� ��

组成的群落亦归为常绿硬叶林
。

鲁贝尔 ��
����

，
�����根据生态外貌

，
戴

尔士 ������， �����根据植被适应水分的情况

对植被进行了分类
。
虽然他们根据的原则不同

，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
，
那就是他们把建群种所具

有的
“
硬叶

”
特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

同时
，

他们

所指的硬叶常绿林
，
主要限于地中海气侯条件

下非常明显和广泛分布的地带性植被
。

我国青藏高原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分布有以

高山栋组为建群种的常绿阔叶林
。
这些建群种

在形态 匕表现为硬叶的特征
。
在中国植被的研

究中
，

曾给予这种类型的植被不同名称
。
如

“
高

山栋林
” ， “
高山栋类林

”
等等

。
金振洲

、

区普定

等������认为
，
采用

“
硬叶常绿阔叶林

”
这一概

念比较合适
，

因为只有
“
硬叶

” 、 “
常绿

” 、 “
阔叶

”

和
“
林

”
才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
但是

，
具有这四

个特征的
，

不仅限于以高山栋组为建群种的植

被类型
，

以拷属
、

石栋属
、

青冈属的一些种类为

建群种的森林
，
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
任何人都不

会否认拷属
、

石栋属
、

青冈属硬叶的事实
。
本文

同意林裕松 ������对这一植被分类上的意见
，

由于他是一古老的残遗植被
，
因此在分类上应

考虑到其历史发生起源上的一致性
，

这就决定

了这种类型是西南的一个特殊的类型
，
不同于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硬叶常绿阔叶林
，
在世界范围内

，

一般指在

地中海气候类型下发育的地带性植被
。
在我国

，

把以高山栋组的部分种类为建群种 的 常 绿 阔

叶林称为硬叶常绿阔叶林 �中国植被编 委 会
，

�����
，
本文理解是基于两个标准

，
即起源上和

地中海植被的联系和形态上的硬叶特性
。
虽然

我们把它们称之为硬叶常绿阔叶林
，

并且在演

化上即使和地中海气侯类型存在着某种 联 系
，

在研究上可与地中海类型植被相对比
，

但它们

的确有其独特的特点
。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栋属中分布最高的
，

并且在世界上分布到

如此高度的常绿栋类林也绝无仅有
，
这是和其

他亚热带植被最明显不同的地方
。

有些文献把杜鹃林也归为硬叶常绿阔叶林

之内
。 一

也有人把以拷
，
栋

，
润楠

，

樟
，

木荷为建群

种的森林类型
，
归为硬叶常绿阔叶林

。
这种把

杜鹃林及亚热带的一些森林归为硬叶常绿阔叶

林
，
则完全是基于形态学上的考虑而不是起原

上或生态学上的考虑
，
这是值得商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