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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被分类系统改进及命名探讨

郎学东 1，2 刘万德 1，2 刘 娇 1 苏建荣 1，2*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昆明 650224；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云南普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昆明 650224）
摘 要 综合世界植被和中国植被的分类进展，以群落外貌、结构、动态、种类组成、成因和生境相结合为依据，

提出一个新改进的中国植被分类系统。该分类系统仍坚持将植被型（Vegetation type）、群系（Alliance）和群丛

（Associaton）作为植被分类的基本等级，但群系的英文建议用“Alliance”，而不用“Formation”。植被型以上设置

植被纲（Class of vegetation types）、植被亚纲（Subclass of vegetation types）和植被型组（Group of vegetation types）作
为辅助分类单位，植被型以下建议不设过多的分类辅助等级。我们将自然植被分类系统的高级分类单位分为 3
个植被纲，7个植被亚纲，12个植被型组，76个植被型。植被型等级编排了分类代码。新改进的分类系统与中

国植被1980分类系统的主要区别是：将冻原、荒漠、沼泽分别作为一种植被类型的生长环境，而非作为一种植被

类型来看待，以示与地貌学和自然地理学相关概念区分；新增簇生叶类植被亚纲和相关植被型，将竹类分别归

并到森林植被和灌丛植被相关等级；依据草本植物的生态类型、植被成因及其动态，将草本植被分成草原、草甸

和草丛3个植被型组。植被命名的方法作为植被分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在文中进行了重点探讨。

关键词 中国；植被；分类；命名

中图分类号：Q948. 1 文献标志码：A doi：10. 7525/j. issn. 1673-5102. 2021. 05. 001

A discuss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Nomencl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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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ewed the classification progress of veget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a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nomenclature of Chinese vegetation was presented based on appearance，structure，dynamics，
species composition，formation causes and habitat of the community. The principal hierarchy of classification
ranks including Vegetation type，Alliance and Associaton were steady，but the word“Alliance”was suggested
to replace the word "Formation". Classes of vegetation types，Subclasses of vegetation types，and Group of
vegetation types were introduced as supplementary ranks above the vegetation type. It was not recommended to
set too many auxiliary ranks below the vegetation type. The high classification units of the natural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were concluded into 3 vegetation classes，7 vegetation subclasses，12 vegetation type
groups，and 76 vegetation types respectively. The vegetation types were assigned classification codes.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Chinese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1980 was
that the tundra，desert，and swamp were considered as a vegetation habitat instead of being described as a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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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egetation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ame concepts in Geomorphology and Physical
geography，vegetation subclasses and vegetation types of Fasciculate-leaved forest were added to the new
system，and bamboos were individually classified into forest vegetation and shrub vegetation. The herbaceous
vegetation was divided into steppe，meadow and grassland respectively，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type of the
herbs，formation causes of vegetation and community dynamic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of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the methods of vegetation nomenclature were also provided.
Key words China；vegetation；classification；nomenclature

1 植被分类概况

1. 1 世界植被分类概况世界植被分类概况

植被分类问题是植被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之

一，由于植被分布的复杂性和主要地植物学学派

研究对象的地域局限性（主要研究温带和寒温带

植被为主），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能被全球植被生态

学家普遍接受的分类系统［1~2］。随着研究的深入，

早期的法瑞学派（Braun-Blanquet School）、北欧学

派（North European school或Scandinavia school）、前

苏联学派（Russia school）、英美学派（Britain-Ameri⁃
ca School）已逐渐趋于融合，形成了以法瑞植物社

会学学派（Braun-Blanquet School）和英美植物生态

学学派（Britain-America School）为主流的两大植被

研究体系，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植被分类系统及其

命名方法［3］。

法瑞学派以植物区系特征作为群落分类的依

据，尤其强调“特征种”在群落分类中的作用，是国

际上公认的最为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等级分类系

统［2］。“特征种”的确定有一套完整严密的调查分析

方法，通过确定确限度等级（3~5级），才能确定特

征种。该学派按国际植物群落命名法规（Interna⁃
tional Code of Phytosociological Nomenclature，3rd
edition）进行分类和命名［4］。系统将群落分成植被

纲（Class）、植被目（Oder）、群属（Alliance）和群丛

（Association）4个基本分类等级。群落的命名比较

复杂，需要有扎实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学拉丁文

基础才能完成词尾拉丁文变格。代表植被志有：

德国博登湖（Bodensee）西部植被（Die Vegetation
des Westlichen Bodenseegebietes）［5］、东 欧 植 被

（Vegetation Sǖdosteurops）［6］、奥地利植物群落（Die
Pflanzengesellschaften Osterreichs）［7］、德国植物群

落（Die Pflanzengesellschaften Deutschlands）［8］和宫

脇昭（Miyawaki）主编的 10卷日本植被志［9］等，都

是采用Braun-Blanquet的分类系统。

英美学派主要以生态外貌、动态和植物区系

作为植被分类的主要依据，高级单位注重外貌，中

低级单位注重区系组成，强调“优势种”在中低级

单位中的作用。但分类系统标准不一，如：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编著的国际植被分类与制图方案（In⁃
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Mapping of Vegetation）
分类等级分为：群系纲（Formation class）、群系亚纲

（Formation subclass）、群系组（Formation group）、群

系（Formation）和亚群系（Subformation）［10］；英国植

物群落（British Plant Communities）的植被分类等

级为植被型（Vegetation type）、组（Group）和亚组

（Subgroup）［11~12］；美国的国家植被分类标准（Na⁃
tional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tandard）分类等级

则为群系纲（Formation class）、群系亚纲（Forma⁃
tion subclass）、群系（Formation）、门类（Division）、

大组（Macro-group）、组（Group）、群属（Alliance）和

群丛（Association）［13］。关于“Alliance”，国内学者

宋永昌建议将其译为群团［1~2，14］，金振洲［3，15］称其为

群属，王国宏［16］和方精云等［17］则称为群系。

1. 2 中国的植被分类概况中国的植被分类概况

我国真正大规模的植被研究是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才开始的［18~38］。半个世纪以

来，除《中国植被》［18］外，已经先后出版的省级地方

植被专著有：《广东植被》、《新疆植被及其利用》、

《四川植被》、《安徽植被》、《内蒙古植被》、《青海植

被》、《云南植被》、《西藏植被》、《贵州植被》、《湖南

植被》、《福建植被》、《台湾植被》、《河北植被》、《陕

西植被》、《山东植被》、《山西植被》、《吉林植被》、

《辽宁植被》、《广西植被志要》（上、下）、《海南植被

志》（第一卷）等［19~38］二十余部植被志书，为中国植

被的研究和分类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中国植被的分类主要以《中国植被》一书的出

版为代表。1980年的中国植被的分类系统主要受

前苏联学派的影响，又采用吸取各家之长的观点，

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类特征。高级单位

的分类主要以群落外貌为依据，并考虑群落动态

和生态关系，中低级单位主要以物种组成和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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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为依据。

地方植被的编写没有统一的标准，主要按照

各自所属地区的地域特点及各自确定的分类原则

和依据编写各自的分类系统。

2015年以来，国家启动的“《中国植被志》编

研”项目，采用“群落学-生态学”的分类原则，提出

了《中国植被志》研编的植被类型编排方案。新修

订方案包括森林、灌丛、草本植被（草地）、荒漠、高

山冻原与稀疏植被、沼泽与水生植被、农业植被、

城市植被和无植被地段 9个植被型组，48个植被

型，并列出了植被类型清单，预计编写 48卷 110
册［39］。此外，《中国植被志》还对植被高级分类单

位和“植被志”及对应的英文名称的定义，草本植

被的界定，硬叶常绿阔叶林的地位，叶片（针叶和

阔叶）生活型与植被类型划分，土壤对植被的影

响，混交林和无植被地段的概念及量化指标，群落

调查中“样地（site）”、“样方（plot）”和“样格（quad⁃
rate）”的说明及设计方法等方面都有最新的理论

见解［40~41］。植被中低级分类单位的命名方案和编

码规范则主要沿用王国宏［16］对《中国云杉林》专著

研究的命名和编码方法。可以预期，它的完成将

极大提升中国植被生态学的研究水平。

1. 3 中国的植被分类存在的问题中国的植被分类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植被研究和分类取得了很多丰硕

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2，17］。王炜等［42］采用

逻辑学原理检验《中国植被》的植被分类系统，结

果发现目前常用的植被分类系统和命名存在较多

逻辑错误，指出了植被分类和命名中的很多问题，

有待进一步完善与纠正。我们分析了中国的植被

分类现状，认为以下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第一，分类依据多样，没有统一的分类原则、

分类标准和分类系统。见于《中国植被》和已出版

地方植被专著各自确定的分类依据、原则和分类

系统［18~38］。

第二第二，同一分类等级存在多重分类标准。如：

《中国植被》中，将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灌草丛、

荒漠、冻原、高山稀疏植被、草甸、沼泽和水生植被

作为植被型组的划分，是按照群落外貌和生境双

重标准分类的［18］，存在多重分类标准问题。

第三第三，同一植被类型划分为不同的分类等级。

如：寒温性针叶林在中国植被中划分为植被型，在

云南植被中则为植被亚型；阔叶林、针叶林、灌丛、

草甸等在中国植被中划分为植被型组，在四川植

被中则为植被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中国植被

中 为 植 被 亚 型 ，在 在 四 川 植 被 中 则 为 群

系纲［18，21，25］。

第四第四，相同植被类型的名称和术语混乱。如：

高山流石滩生境生长的植被在中国植被中称高山

流石滩植被，西藏植被称高山冰原植被，云南植被

中称高山流石滩疏生草甸，吉林植被称高山石砾

荒漠，台湾植被则称岩源植被；以草本植物为优势

的干热河谷植被在中国植被中称稀树草原，在云

南植被中称稀树灌木草丛，四川植被称稀树草丛；

以草本植物为优势的植被在中国植被中称灌草

丛，山西植被、安徽植被、辽宁植被等称草丛，广东

植被称热带草原和亚热带草坡，中国的台湾植被称

草坡；南亚热带分布的常绿阔叶林在中国植被和云

南植被称季风常绿阔叶林，福建植被称南亚热带雨

林；南亚热带山地苔藓常绿阔叶林在福建植被中称

南亚热带山地照叶林等［18~19，21~22，25，27，29，34~36］。

第五第五，同一分类等级之间存在包含从属关系。

如：云南植被中，将雨林、季雨林、常绿阔叶林、硬

叶常绿阔叶林归到植被型分类等级［25］，按照群落

外貌分级标准，显然植被型之间存在包含从属关

系，分类标准也不一致。

第六第六，植被名称的命名不规范，没有统一的命

名标准，尤其是群系和群丛名称命名。主要表现

在：①优势种和不同层次之间有用“+”号连接、“-”

号连接、“，”号连接、“、”连接、“︱”连接等，出现符

号混乱；②有的群落名称有分层信息，有的无分层

信息，有用一层命名的，也有用多层命名的；③群

落分层数量多样，有分 1~4层不等的情况；④有的

按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排列顺序，有的按草本

层、灌木层和乔木层排序；⑤群丛名称中，用于命

名物种的数量不确定，除了建群种外，还有一个至

数个相对优势的物种出现。⑥有后缀用英文的，

有不用英文的。

有关群系的命名如：冷杉林 Form. Abies fabri，
鱼鳞云杉、臭冷杉林 Form. Picea jezoensis var. mi⁃
crosperma，Abies nephrolepis［18］；云南铁杉+高山栎群

系 Form. Tsuga dumosa+Quercus aquifolioides［27］；含
臭冷杉的华北落叶松、青杄、白杄林 Form.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Picea wilsonii+Picea meyeri+Ab⁃
ies nephrolepis［34］；长果木棉—大苞藤黄林群系

Bombax insigne-Garcinia bracteata forest［43］；褐叶青

冈—吊钟花群系 Cyclobalanopsis stewardiana-E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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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us quinque［37］；百里香杜鹃、头花杜鹃灌丛群系

Form. Rhododendron thymifolium、Rh. capitatum［24］；

杉松冷杉、红松、硕桦、紫椴落叶阔叶混交林群系

Form. Abies holophylla、Pinus koraiensis、Betula
costata、Tilia amurensis［23］；白扦林 Picea meyeri Ev⁃
ergreen Needleleaf Forest Alliance（编码：PME）和台

湾云杉林 Picea morrisonicola Mixed Needleleaf and
Broadleaf Forest Alliance（编码：PMO）［16］等。

群从命名也有很多版本，如：玉山桧、台湾沟

稃草群丛 Sabina squamata var. morrisonicola-Aula⁃
colepis agrostoides var. formosana Association［30］；苦
槠、石栎 -南岭荛花群落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Lithocarpus glaber-Lndian wikstroemia［28］；蕈树 +红
栲+米槠-苦竹+罗伞树-狗脊蕨+乌毛蕨群从 Alt⁃
ingia chinensis+Castanopsis hystrix+Castanopsis car⁃
lesii-Pleioblastus amarus+Ardisia quinquegona-Wood⁃
wardia japonica+Blechnum orientale［29］；太白红杉+
毛红桦（Betula albosinensis）—松花竹—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藓类群从［32］；贝加尔针茅+羊
草+糙隐子草+达乌里胡枝子群丛 Ass. Stipa Ba⁃
icalensis+Leymus chinensis+Cleistogenes squarrosa+
Lespedeza davurica，︱沙冬青︱—油蒿群丛（Ass.︱
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Artemisia ordosi⁃
ca）［23］；刺栲、小果石栎、红木荷群落 Castanopsis
hystrix，Lithocarpus microspermus，Schima wallichii
Comm.，黄毛青冈、滇青冈、爆仗杜鹃群落Cyclobal⁃
anopsis delavayi，C. glaucoides，Rhododendron spinu⁃
liferum Comm.（以主要层命名，使用英文词Commu⁃
nity缩写形式后置）［25］；四花苔草—胡枝子—长白

松林群从 Ass. Carex quadriflora-Lespedeza bicolor-
Pinus sylvestris var. sylvestriformis，鳞毛蕨—刺腺茶

藨—枫桦、鱼鳞云杉群从 Ass. Dryopteris sp.-Ribes
horridum-Betula costata、Picea jezoensis（建群种排后

面）［35］；类芦—白茅群从 Neyraudia reynaudiana-
Imperata cylindrica（草本分两层），元宝冷杉+包果

石栎-山矾+资源木姜-尖叶箭竹-疏花沿阶草群丛

Abies yuanbaoshanensis+Lithocarpus cleistocarpus-
Symplocos sumuntia+Litsea merrilliana-Fargesia cus⁃
pidata-Ophiopogon sparsiflorus（乔木层分两层，除建

群种外，还有次一级优势种）［37］；铁杉+麦吊云杉-
红桦+美容杜鹃-青川箭竹-托叶樱桃-川西鳞毛蕨

针 阔 叶 混 交 林 Tsuga chinensis+Picea brachytyla-
Betula albosinensis+Rhododendron calophytum-Far⁃

gesia rufa-Cerasus stipulacea-Dryopteris rosthornii
Mixed Needleleaf and Broadleaf Forest［16］等。

因此，即便国际同行之间难以建立一个统一

分类系统，但至少在国内也应该建立一套统一的

分类标准。

2 植被成因

研究植被的分类问题，必须研究植被的成因

和生境条件。一般认为，气候、地形（地貌）和土壤

和是影响自然植被分布的主要因素［18~38，43~48］。一

个大区的植被类型主要决定于该区的气候条件

（主要是热量和水分），在大区内植物群落的具体

分布则更多是由土壤决定的［18，49］。地形对植被并

不产生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影响气候，土壤等因素

的作用发生间接的影响［18］。所以，在不同大的气

候带之间和高大山体上，植被类型的分布均呈现

一定的地带性分布规律，而在大气候区内，由于某

些特殊生境条件（如河谷、荒漠、沼泽等）的存在，

又使植被类型的形成和分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影响中国植被形成和分布因素也不例外。中

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地理坐标大致

位于 73°40′E~135°5′E，04°15′N~53°31′N［50］。陆

地面积约 960万平方公里，南北跨越纬度 50°左
右，约 5 500公里，东西跨越经度 60°左右，约 5 200
公里［51］。气候类型多样，主要为：热带季风气候、

表1 中国气候带划分［54~55］

Table 1 Division of China’s climatic zones

气候带
Climatic zone

寒温带
Sub-frigid zone

中温带
Middle temperate Zone

暖温带
South temperate zone

北亚热带
Northern subtropic zone

中亚热带
Central subtropical zone

南亚热带
South subtropical zone

热带Tropical zone

青藏高原气候带
Qinghai-Tibet Plateau climatic zone

积温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10℃）

<1 600

1 600~3 400

3 400~4 500

4 500~5 000

5 000~6 500

6 500~8 000

>8 000

<2000

生长期
Growing period
（Mouths）

3

4~7

5~8

8~9

9~10

10~12

1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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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

候、高原山地气候［52］。通常情况下，依据植物生长

的活动积温（日平均气温≧10℃累计值，见表 1）将

中国区划为几个气候带：温带（寒温带或称北温

带、中温带、暖温带或称南温带）、亚热带（北亚热

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热带（边缘热带或北热

带、中热带、赤道热带或南热带）及青藏高原高

寒气候区。而依据降水量和干燥指数标准（见表

2），将中国划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

和干旱区［50，53~55］。中国地貌类型复杂，最高海拔

8 848.13m［53］。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可分成三级阶

梯：海拔 2 000 m以上为一级阶梯，海拔 2 000~500
m为二级阶梯，海拔 500 m以下为三级阶梯（见图

1）；拥有四大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

原和云贵高原），四大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

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三大平原（东北平

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东部丘陵地带

（辽东丘陵、山东丘陵、东南丘陵等）及一些冰川、

黄土和喀斯特等特殊地貌。中国土壤类型丰富，

依据中国土壤类型分类系统［56-59］，将中国土壤分为

12个土纲，60个土类。土壤的水平地带性分布规

律主要与大气候带及其中生长的地带性植被相

一致［18，56］。

表2 中国干湿地区的划分［54-55］

Table 2 The basis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ry and

humid zones in China

类型
Type

湿润区
Humid zone（A）

半湿润区
Semi-humid zone（B）

半干旱区
Semi-drought zone（C）

干旱区
Drought zone（D）

降水量
Precipitation（P）

P≥800 mm

400 mm≤P＜800 mm

200 mm≤P＜400 mm

P＜200 mm

干燥指数
Aridity index（AI）

AI≤1.00

1.00＜AI≤1.50

1.50＜AI≤4.00

AI＞4.00

图1 影响中国植被分布的气候、地形、和主要土壤类型

Fig 1 A map of topography，climate and soil types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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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辨率为 90m的DEM数据、中国气候区

划图［59］、中国土壤类型分类系统［57］、土壤的水平地

带性分布规律［18，56］相关资料数字化形成影响中国

植被分布的气候、地形、和主要土壤类型图（见图1）。

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影响植被分布的

气候、地形和土壤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植

被的丰富程度几乎是世界植被类型的一个缩影，

尤其植被的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可以堪称世界绝

无仅有。

3 相关概念和术语界定

3. 1 生活型生活型、、生长型生长型、、生态类型及生态型生态类型及生态型

生活型：是不同种植物对综合环境条件长期

适应而在外貌上反映出来的植物类型［3，30，49，60~61］。

因此，从定义层面理解，凡是能通过视觉直接感知

的表面形状，均属于生活型，但划分生活型时要考

虑植物生命周期的长短［61］。

生长型：是指控制有机体一般结构的形态特

征，是根据总体形态，即习性划分的［49］，如Whittak⁃
er生长型系统［62］。生活型和生长型关系的界定存

在争议，一般情况下，认为生长型是生活型的一种

形式，多数学者把生长型作为生活型的下属类型，

个别把生长型等同于生活型［3］。比较世界植被研

究的几个主要生活型系统 Raunkiaer的生活型系

统［60］、Braun-Blanquet生活型系统［63］、Ellenberg &
Mueller-Dombois生活型系统［64］、中国植被的生活

型系统［18］和Whittaker［62］生长型系统发现，各个系

统划分均是指群落的表面形状。因此，我们也倾

向认为生长型属于生活型的一种具体类型。

生态类型：是不同种类植物对以某一生态因

子为主的生态适应所表现的类型［3］。例如，分别以

光、温度、水分、土壤为主导划分如下生态类型：①
光为主导：强阳性植物，阳性植物，耐阴植物，阴性

植物；②温度为主导：热性植物，暖热性植物，暖性

植物，暖温性植物，温性植物，凉性植物，寒温性植

物，寒性植物；③水分为主导：超旱生植物，旱生植

物，旱中生植物，中生植物，湿中生植物，湿生植

物，水生植物［3］；④土壤为主导：岩生植物，砂生植

物，碱生植物，盐生植物，酸土植物，钙土植物等。

综上可以看出，生态类型可以视为生活型的特例。

生态型则是指同一物种的不同类群因长期生

活在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产生趋异适应，成为遗

传上有差异、表型上有差别的适应不同生态环境

的类群。生态型属于同一物种的趋异适应，而生

活型则属于不同种植物的趋同适应［56］。

3. 2 层片层片、、层次及主要层次层次及主要层次

层片指植物群落按照生活型自然形成的垂直

性成层结构，是自然的成层现象。

层次则是根据群落的垂直结构，为研究方便，

按人为的划分方法，按群落高度，将群落分层［3］。

所以，层次的划分有时是自然的，有时是人为的。

有时与层片一致，有时又不一致。如温带的落叶

阔叶林分出乔、灌、草三层是自然的，和层片一致；

亚热带和热带森林中，乔、灌、草三层的划分则是

人为的，因为林中常常没有真正的灌木层（灌木层

多数由小乔木和大乔木的幼树所组成），草本层中

常含有多数木本的小苗木［3］。

多层结构的群落，由于各个层次在群落中的

作用和地位不同，常区别为主要层次和次要层次。

主要层次在创造群落内的特殊环境方面起着主导

作用，影响或决定着其它层次，它的消长导致群落

的根本变化，次要层次的消长不会导致群落发生

根本变化。主要层次中，所有种群数量或覆盖度

占很大优势的种，一般它的覆盖面积或数量占该

层所有种类的一半以上［3］。根据主要层次的优势

情况，可将植被类型划分为森林植被、灌丛植被和

草本植被。如：寒温带针叶林的主要层次是乔木

层，寒温带山地常绿阔叶灌丛的主要层次是灌木

层，温带草原和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丛的主要层

是草本层。

3. 3 优势种优势种、、建群种及共建种建群种及共建种

优势种是指群落主要层次中，种群数量或覆

盖度占很大优势的种，一般它的覆盖面积或数量

占该层所有种类的一半以上［3］。野外调查中，常用

不同的方法来确定种的优势程度。英美学派常用

重要值法，而法瑞学派常用盖度系数或特征种来

确定。主要层次的优势种常称为建群种（单优势

种）或共建种（多优势种）。

3. 4 群落外貌群落外貌

群落外貌一般由植物群落主要层次中植物的

生活型所表现出的表面形状。外貌是一个直观的

景观特征，是植被分类上大类型划分的依据［3］。季

相就是植物群落的季节性外貌，一般会在一年中

有规律地出现，如常绿和落叶。

3. 5 森林植被森林植被、、灌丛植被及草本植被灌丛植被及草本植被

森林植被、灌丛植被和草本植被指群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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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生活型分别由乔木、灌木和草本为建群种

或共建种组成的植被类型。其中，定义乔木一般

高 5 m以上，灌木一般小于 5 m［18，49，64］。有时在更

新阶段或未成熟的次生林中，树高可暂小于 5 m，
但个体必须是真正的乔木，而不是灌木［49］。

3. 6 草原草原、、草甸和草丛草甸和草丛

主要以水分和温度为主导因子的生态类型作

为划分草本植被的分类依据，同时考虑到草本植

被形成原因和群落动态（顶级植被或顶级群落）。

草原：以多年生旱生禾本科草本植物（包括超

旱生和旱生）为建群种或共建种所形成的群落称

草原［18，23，27］。群落区系组成以针茅属（Stipa）为代

表的寒温型植物为主，集中分布在温带半干旱地

区，属于地带性植被（Zonal vegetation）类型。草原

植被的生境气候特征主要表现为低温和干旱。

草甸：以多年生中生草本植物（包括旱中生，

湿中生，盐中生）为建群种或共建种所形成的群落

称草甸［18］。群落区系组成以莎草科（Cyperaceae）、

禾本科（Gramineae）、毛茛科（Ranunculaceae）、菊

科（Asteraceae）、豆科（Leguminosae）等为代表的植

物为主，区系成分复杂，主要分布在温带湿润地区

（中国东北）和山地寒温带。自然形成的草甸植被

也属于地带性植被（Zonal vegetation）。有些高海

拔地区如云南香格里拉的小中甸，原生寒温性的

针叶林受到人为干扰破坏后形成的“草甸”状植被

类型不属于真正的草甸，应划归为次生的草丛类

植被类型。低温、湿润是草甸植被和草原植被的

主要生境区别。

草丛：指原生植被由于长期不断受到砍伐、放

牧、火烧等人为干扰后，所形成的一类以草本层为

主要层次的次生植被类型［25］（Secondary Vegeta⁃
tion）。植被处于演替过程的某一个阶段，群落结

构很不稳定。群落以草本植物为优势，其间可能

散生灌木和乔木，通常以“稀树灌木草丛”状态存

在。乔、灌、草三者的比例随地而异，有时有灌木

无乔木，有时有乔木而少见灌木，或局部地区乔灌

木均无而一片草丛［25］。因此，这类群落不具地带

性分布规律特征，种类组成往往随着纬度或山地

垂直高度的变化而差异悬殊。在云南和四川等地

的干热河谷地区（高温干旱），本类植被常常形成

“稀树草原”状群落外貌，群落长期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但这类植被类型的形成原因和地带性的

“稀树草原”形成原因是不一样的，是由于河谷生

境的焚风效应所致，就像雅鲁藏布江河谷也有热

带雨林植被分布一样。因此，这类植被应属于非

地 带 性 植 被（Non belt vegetation），而 非“ 稀 树

草原”。

3. 7 冻原冻原（（冻土地貌冻土地貌）、）、荒漠荒漠（（荒漠地貌荒漠地貌））和沼泽和沼泽

冻原实际上是和地貌学上指的冻土地貌具有

相同含义的一个概念。极地、亚极地地区和中低

纬的高山、高原地区，在较强的大陆性气候条件

下，对 0℃或 0℃以下并含有冰的地表土层，称为冻

土。如果冬季土层冻结，夏季全部融化，叫季节冻

土。如多年处于冻结状态，或仅在夏季冻土表层

（活动层）融化，下部土层（永冻层）处于冻结状态，

称为多年冻土。我国冻土分布在东北部地区、西

北高山区及青藏高原地区［65~66］。这种具有多年冻

土区的特殊地貌，称为冻土地貌。高山和高纬地

区雪线以上的多年积雪区，则称为冰川［66］。根据

相关研究［67］，冻原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具有以

下特点：①最暖月的平均温度一般不超过 10℃，最

低温度可达-55℃；②年降水量 200~300 mm，蒸发

量小，气候本身并不干旱；③风大，冬季的风速可

达 15~30 m·s-1；④土壤在一定深度有永冻层。因

此，冻原生境的典型特征是永冻层、低温、湿润和

风大。冻原生境下仍然有少量耐低温的常绿矮小

灌木、草本植物、地衣和苔藓植物生长。

荒漠在地貌学上是指气候极端干燥地区的一

种地貌类型（荒漠地貌）［66］。根据苏培玺等［68］的相

关研究，中国的八大荒漠主要分布在中温带和南

温带干旱区，年降水量 60~300 mm，年均温度 3~
10℃，干燥度指数 2~16，活动积温 2 000~3 900℃。

地表径流贫乏，植被稀疏，物理风化明显，风力作

用强劲，因植物的生长条件极差，只有少量深根

系、株矮、小叶或无叶、耐旱、耐盐及生长期极短的

短命植物才能存活。

沼泽是自然地理学上的概念，通常把平坦或

稍低洼而过度湿润的地面称沼泽，沼泽中生长各

种喜湿植物并具有泥炭层。在沼泽物质中，水占

85%~95%，干物质只占 5%~10%。水分条件是沼

泽形成的首要因素［52］。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都是

生长在多水生境中的植被类型，沼泽植被由沼生

植物所组成，虽以草本为主，但也有木本的。水生

植被是分布在水域环境中的植被类型，由水生植

物所组成，概为草本。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均属

于非地带性植被（Non belt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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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依据和原则

（1）高级分类单位（植被型及以上），以群落外

貌和动态（承认顶级群落理论及地带性分布规律）

为基础，并考虑植被成因和特殊生境条件（气候、

地貌、土壤、冻原、荒漠、沼泽、河谷、海滩、石灰岩

生境、水环境等）作为主要分类依据，即外貌、动

态、成因和生境相结合的分类原则。

（2）中低级分类单位（群系和群丛）主要以群

落结构（尤其群落垂直结构）和植物区系特征（物

种组成）作为主要分类依据，尤其是优势种（或建

群种和共建种）和非优势种的组成和结构。

（3）群落外貌主要以中国植被生活型系统［18］

作为群落外貌的划分依据和标准。

（4）同一分类等级不设多重分类标准，力求一

个分类标准贯穿同一分类等级始终。

（5）因草本植被在以生活型表现的外貌特征

区分植被型组和植被型时存在困难，则以水分和

热量为主导因子的生态类型作为主要分类依据，

同时考虑植被成因和群落动态，将草本植被分为

草原、草甸和草丛。但此分类标准不影响同一分

类等级的森林植被和灌丛植被。

（6）植被型等级分类时，名称前面使用气候带、

山地、荒漠、河谷等生境限定词。气候带表示水平

地带分布植被，山地则表示垂直地带分布植被。

（7）将冻原、荒漠、沼泽分别作为一种植被类

型的生长环境，而非作为一种植被类型来描述，以

示和地貌学和自然地理学上概念的区别。

（8）按照生活型的叶型指标和群落高度，将竹

林和竹灌丛分别归到森林植被和灌丛植被中，不

单独划分相应的植被分类高级单位。

（9）簇生叶类生活型单列植被亚纲和相关植

被型。

（10）分类等级力求简单明了。要便于理论研

究和生产应用方便。如果简单的分类等级就能解

决相关分类问题，尽量不要设置过多辅助分类

等级。

5 分类系统

5. 1 分类系统的划分分类系统的划分

植被型（Vegetation type）、群系（Alliance）和群

丛（Associaton）作为植被分类的基本单位。植被

型以上按照生活型和外貌增设植被纲（Classes of
vegetation types）、植被亚纲（Subclasses of vegeta⁃

tion types）和植被型组（Group of vegetation types）作

为辅助分类等级（见表 3）。为了便于研究和应用，

要尽量简化分类等级，植被型以下一般情况建议

不要设置更多的辅助分类等级。

植被型：在一定的气候带（亚带）或特殊生境

类型下，凡建群种或共建种生活型相同或相近，同

时对水热条件或特殊生境类型具有一致的生态关

系的植物群系联合为植被型。这一定义说明建群

种或共建种在大的气候带（亚带）或特殊生境类型

下的趋同适应关系，相同植被型需具有相似的外

貌、结构、区系组成、发生和发展历史。同时，强调

植被型属于水平带或山地垂直带上的地带性植被

（Zonal vegetation），或独特地形、土壤生境下的非

地带性植被（Non belt vegetation），或受强度干扰条

件下的偏途顶极植被（Disclimax）。地带性植被和

非地带性植被强调基本不受干扰的自然属性，偏

途顶极植被强调受强度干扰条件下形成。

群系：同一气候带内，群落主要层次中，“凡建

群种或共建种相同（在热带或亚热带有时是标志

种相同）的群落联合为群系”。南方植被类型中，

共建种多，有时很难分出哪一个是主要的，采用优

势种原则有困难。这时候，间或采用生态幅狭窄，

对该类型有指示作用或标志作用的种作为划分类

型的标准，称为标志种［18］。如：望天树（Parashorea
chinensis）可以作为热带常绿阔叶林（雨林）的标志

种，牛角瓜（Calotropis gigantea）可以作为干热河谷

植被的标志种等。

群丛：是植被分类的基本单位，定义为“凡是

层片结构相同，各层片的优势种或共优种（南方某

些类型中则为标志种）相同的植物群落联合”。

5. 2 高级分类单位的编排顺序高级分类单位的编排顺序

（1）森林植被-灌丛植被-草本植被；

（2）森林植被：针叶林（常绿针叶林-落叶针叶

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常绿

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簇生叶林；

（3）灌丛植被：针叶灌丛（常绿针叶灌丛）-阔
叶灌丛（常绿阔叶灌丛-落叶阔叶灌丛）-肉质刺

灌丛；

（4）草本植被：草原-草甸-草丛；

（5）植被型：①按气候带：温带植被-亚热带植

被-热带植被；②高海拔植被-低海拔植被；③水平

地带性植被-垂直地带性植被-非地带性植被-偏
途顶级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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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植被命名

6. 1 植被型以上分类单位植被型以上分类单位

植被型以上分类单位的名称直接用分类系统

中的中文名称和英译名称。如：针叶林 Needle-
leaved forest；落叶阔叶林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常绿阔叶林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针
叶灌丛 Needle-leaved shrubland；肉质多刺灌丛

Thorn-succulent shrubland；草原 Steppe；草甸Mead⁃
ow；草丛Secondary grassland等。

6. 2 植被型植被型

植被型的名称直接用分类系统中的中文名

称、英译名称和编码。植被编码的英文字母均大

写，最后一个英文数字“F”、“S”、“H”分别代表森

林植被、灌丛植被和草本植被。如：寒温带常绿针

叶林 Cold-temperate evergreen needle-leaved forest
（1ENF）；中温带常绿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Middle-
temperate mixed evergreen needle-leaved and decid⁃
uous broad-leaved forest（10ENBF）；南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South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25EBF）；温带荒漠常绿阔叶灌丛

Temperate desert evergreen broad-leaved shrubland
（38EBS）；温带草原Temperate steppe（56SH）；寒温带

山地高寒草甸Cold-temperate montananous meadow
（63MH）；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丛Xerothermic valley
sparse tree-shrub grassland（69GH）；沼 泽 草 丛

Swamp grassland（71GH）等（见表3）。

6. 3 群系命名群系命名

群系的英文名使用Alliance，命名时置于最前

面，使用All.缩写形式。根据群系的定义，以主要

层次的建群种或共建种命名，只包含一个层次。

自然状态下，群系的建群种一般是 1个，针阔混交

林一般是由一个针叶物种和一个阔叶物种共 2个
组成共建种，共建种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 3个。建

群种或共建种用植物拉丁学名简写，斜体。共建

种之间用“+”号连接，“+”号两边各留一个空格，最

后附上所属植被型编码（编码见见表 3）。例：兴安

落叶松群系All. Larix gmelinii（7DNF）、滇藏方枝柏

群系 All. Sabina wallichiana（37ENS）、大针茅群系

All. Stipa grandis（55SH）、红 松 +紫 椴 群 系 All.
Pinus koraiensis+Tilia amurensis（10ENBF）、台湾冷

杉+台湾云杉群系 All. Abies kawakamii+Picea mor⁃
risonicola（4ENF）等。群系后的编码既可以限定群

系所属植被型，又可防止可能由广生态幅物种（如

华山松 Pinus armandii、麻栎Quercus acutissima等）

形成的群系可能属于不同的植被型而产生歧义。

从编码可以看出，上述群系分别属于寒温带落叶针

叶林（7DNF）、寒温带山地常绿针叶灌丛（37ENS）、

温带草原（56SH）、中温带常绿针叶落叶阔叶混交

林（10ENBF）和寒温带山地常绿针叶林（4ENF）。
6. 4 群丛命名群丛命名

群丛是植被分类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单位。

群丛命名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依赖于野外群落

样地调查形成的样地调查表。从这个意义上看，

样地调查表类似于植物分类学上的“模式标本”，

群丛类似于“种”的分类等级，群系类似“属”的分

类等级，植被型则类似于“科”。群丛的命名必须

附上群落原始样地调查表，就像物种命名的优先

律一样，建立分类信息数据库，永久保存。

第一第一，为了不使名称混乱，建议群丛名称由群

落各个层次的优势种（或共优种）名称外加前缀

Associaton的缩写形式 Ass.组成。植物名称使用

拉丁名缩写形式，斜体。用英文字母“F”、“S”、
“H”分别代表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在群丛名

称的最后用括号标注最不优势的层次类型及植被

型编码（见表3），中间用“，”分隔。

第二第二，群丛各个层次物种名称按优势程度从

大到小顺序从前往后排列。即主要层次（或称优

势层次）的优势种（或共优种）→次一级优势层次

的势种（或共优种）→再次一级优势层次的优势种

（或共优种）顺序。所以，多数植被类型是乔木层

→灌木层→草本层顺序排列。有些植被类型则是

草本层最优势，则排列顺序可能是：草本层→乔木

层→灌木层或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如稀树

灌木草丛植被。

第三第三，同层之间有多个共优种用“+”号连接，

异层之间则用“-”号连接，两端各空一格。

第四第四，关于层次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建议按

生活型标准（≥5 m为乔木）将群落分为 1~3层，如

灌丛植被和草本植被一般分为 1~2层，森林植被

一般分为 3层。南方森林植被群落结构较为复杂，

建议在乔木层最多增加 1个层次作为群丛名称的

辅助命名。即群丛名称总体上不要超过 4个层次。

第五第五，关于群丛名称中命名物种的数量。自

然状态下，各个层中都同时具有共优种的情况是

极较少见的。因此，群丛名称中命名物种数量一

般最多为8个，2~4个是最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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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对于无乔木层的灌丛和草本植被，有时

仅用优势种命名反映出的群丛特征不突出。

建议除优势种外，在同一层次中，允许最多增

加 1个次一级优势的种作为辅助命名，中间用“、”

连接。这里“、”号两端的物种不是共优种和分层

的含义，只是辅助命名信息。

举例如下：

（1）黄毛青冈—铁仔—心叶兔耳风群丛 Ass.
Cyclobalanopsis delavayi-Myrsine africana-Ainsliaea
bonatii（H，24EBF），是一个完整的群丛命称。从群

丛名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个群丛属于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典型常绿阔叶林），黄毛青冈（Cyclo⁃
balanopsis delavayi）群系。建群种是黄毛青冈，群

落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三层，各层的优势

种分别是黄毛青冈、铁仔（Myrsine africana）和心叶

兔耳风（Ainsliaea bonatii）。乔木层是主要层次，灌

木层和草本层依次次之，名称中包含了很多群落

信息。

（2）黄茅—木棉—虾子花群丛 Ass. Hetero⁃
pogon contortus-Bombax ceiba-Woodfordia fruticosa
（S，69GH），是一个以草本植物为优势的干热河谷

稀树灌木草丛植被的一个群丛类型，属于黄茅

（Heteropogon contortus）群系，群落分 3层，各层的

优势顺序是：草本层-乔木层-灌木层。

（3）毛嘴杜鹃+北方雪层杜鹃-嵩草群丛 Rho⁃
dodendron trichostomum+Rhododendron nivale-Kobre⁃
sia myosuroides（H，42EBS），属寒温带山地常绿阔

叶灌丛，毛嘴杜鹃（Rhododendron trichostomum）、北

方雪层杜鹃（Rh. nivale）群系，群落分灌木层和草本

层，草本层优势种是嵩草（Kobresia myosuroides）。
（4）绿叶垂头菊+山葶苈群丛Ass. Cremantho⁃

dium hookeri+Draba multiceps（H，62MH），属于寒温

带山地流石滩荒漠草甸，群丛只有草本层一层，绿

叶垂头菊（Cremanthodium hookeri）和山葶苈（Dra⁃
ba multiceps）为共建种。

（5）望天树-绒毛番龙眼-二室棒柄花-柊叶群

丛Ass. Parashorea chinensis-Pometia tomentosa-Clei⁃
dion spiciflorum-Phrynium capitatum（H，26EBF），此

群丛属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望天树（Para⁃
shorea chinensis）群系。建群种是望天树，群落分为

乔木一层、乔木二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四层，各层

的优势种分别是望天树、绒毛番龙眼（Pometia to⁃
mentosa）、二室棒柄花（Cleidion spiciflorum）和柊叶

（Phrynium capitatum）。乔木层是主要层次，灌木

层和草本层依次次之。

（6）毛喉杜鹃、腺房杜鹃 -毛盔马先蒿群丛

Rhododendron cephalanthum、Rhododendron adenog⁃
ynum-Pedicularis trichoglossa（H，42 EBS），属寒温

带山地常绿阔叶灌丛，毛喉杜鹃（Rhododendron
cephalanthum）群系，群丛分灌木层和草本层，灌木

层除毛喉杜鹃外，腺房杜鹃（Rhododendron adenog⁃
ynum）较优势，草本层优势种是毛盔马先蒿（Pedic⁃
ularis trichoglossa）。

（7）大针茅、羊草-冷蒿群丛Ass. Stipa grandis、
Leymus chinensis-Artemisia frigida（S，56SH），此群丛

属温带草原、大针茅（Stipa grandis）群系。优势层

除大针茅外，羊草（Leymus chinensis）是次一级优势

的种。群落分两层，草本层为优势层，灌木层有小

灌木冷蒿（Artemisia frigida）分布。

7 结语

王炜等［42］认为，植被的分类必须坚持逻辑学

原则，即每次划分必须按照唯一分类标准、划分出

的子集的并集必须等于被划分的母集、任意两个

子集的交集必须是空集，否则将会造成系统分类

混乱。1980年的《中国植被》［18］分类系统中，将针

叶林、阔叶林、灌丛和灌草丛、草原和稀树草原、荒

漠、冻原、高山稀疏植被、草甸、沼泽和水生植被作

为植被分类的最高级单位（植被型组）的划分存在

上述弊端。针对存在的问题，本系统依据群落外

貌，将森林植被、灌丛植被和草本植被作为植被分

类的三大类型，贯穿整个分类系统的始终。认为

原系统中的荒漠、冻原、沼泽和水体是植被的生存

环境，而非植被类型，并分别将荒漠、冻原、沼泽和

水体中生长的群落分别归属到相关的森林植被、

灌丛植被或草本植被中。我们根据草本植被成因

和生境条件，将草本植被分为草原、草甸和草丛三

大植被型组，草原和草甸属于水平或垂直地带性

植被类型，草丛则属次生植被类型。干热河谷生

长的以草本植物为优势的植被划归稀树灌木草丛

植被型，属于非地带性植被。本系统重要的分类

等级植被型的划分则重点考虑植被动态和生境特

征（主要是气候带和山地垂直带特征），在植被型

名称前分别使用气候带和山地标志词，并对植被

型进行唯一性编码。如：寒温带常绿针叶林

（1ENF）和寒温带山地常绿针叶林（6ENF）分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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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北地区的水平地带性植被和南方地区的山地

垂直地带性植被类型。分类系统按照从高纬度到

低纬度（或温带到热带），从高海拔到底海拔，从地

带性植被到非地带性植被的顺序排列，简单明了、

条理清晰、一目了然，也便于建立管理系统。关于

植被的命名，尤其是群丛的命名，我们针对国内名

称使用混乱的现状，以及对群丛概念的理解，提出

分层命名并用编码限定的命名方法。这种方法的

优点在于既可以直接看出群丛所属植被型及群

系、群落分层及其优势层次顺序、各层的优势种情

况等重要信息，又可使名称的交流有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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