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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横断山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总面积5.5 ×105km2，境内南北纵列的山脉与幽深的河谷相间排列
。
著名的山峰有贡嘎山、雀儿山、四姑娘山、梅里雪山、自茫雪山、玉龙雪山。
其主峰的海拔均在4000m以上，尤其是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海拔6740m，冰清玉洁，被当地人们奉
为神圣的象征，是地球上尚未被世人征服的处女雪峰。
而四大水系中，除雅鲁藏布江水系外，号称三江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27°30N附近，三江之间
的水平距离为66km，形成的“三江并流”奇观，2004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由于横断山区独特的地质历史和自然条件，丰富的物种组成和生态系统，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
高的地区之一。
横断山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是许多少数民族生活和居住的地区，且地处边陲，合理保护和开发
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早在19世纪这一地区在生物和地学方面的重要性已为国际所察觉，且许多国家形形色色的人
士到这一地区进行考察、搜集和探险并发表过大量文章。
但由于横断山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当时的研究远远没有揭开这丰富宝库的一角，许多科学领域在这
一地区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较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陆续开展，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曾组织的多次综合考察。
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开展的西线南水北调引水路线综合考察，在国内轰动一时。
然而，当时的考察主要属于线路性的短期研究。
在这些多学科的考察中，横断山气候研究历来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气候任务组的任务除了要回答该地区气候的基本特点和变化规律外，还要为相关学科提供气候资料来
阐明地学和生物科学的规律，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生态学的基础。
遗憾的是在这一地区气象台站很少，对于具有明显垂直变化的山地气候来讲，寥寥无几的气象台站更
是难以满足工作和研究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组织横断山地区考察，其中对横断山区垂
直气候特点及其与森林生态系统关系成为研究重点之一。
总结过去科学调查的经验教训，大家深感气象台站的稀少和气候资料的不足，决心在收集散落于有关
部门的零星的气象资料的同时，尽可能补充建立定位和半定位的观测点，获取第一手的气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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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四年多对横断山区实地考察和在卧龙一四姑娘山、折多山、白马雪山、高黎贡山和小中甸林区
海拔755～4500m之间建立35个气候剖面观测站点取得第一手实测资料的基础上，参考当地相关资料编
写而成。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供生产主管部门、科研教育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旅游探险部门查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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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2 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木兰科、五加
科等常绿树种占优势，一般分布在海拔1600～1800m以下地区。
　　在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下部、多由喜温的亚热带树种和部分热带树种组成。
乔木层的上层主要有壳斗科、樟科、杜英科、山茶科、楝科及木兰科的一些种类。
下层常见绣毛山龙眼、薄叶山矾、黄毛榕、毛叶木姜子等，并有多种攀缘植物。
　　山地亚热带上部为常绿与落叶林，局部地区可达海拔2400～2600m，由于总的气候尚较温暖湿润
，有樟、楠、槭阔叶混交林，青冈阔叶混交林，青冈栎林等。
　　此外，在山地亚热带和山地暖温带之间，还分布有建群种为阳性树种的落叶阔叶林，主要有山地
亚热带桤木林、山地暖温带长穗桦林、杨树林和温带杨桦林等。
　　1.4.3 硬叶常绿栎林　　硬叶常绿栎林在北半球主要分布在地中海，北美太平洋沿岸及我国川西、
滇北和西藏东部，也就是横断山地区，是以季风型气候为特征的一个特殊森林类型。
　　高山栎类系强阳性树种，生长区域气候温凉湿润，对季节性干旱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分布海拔上
限一般为2600～3500m，个别地区达4000m。
高山栎生态幅度很广，不同立地条件下群落的组成结构和生长状况有明显差异。
其中暖性灌木高山栎乔林通常分布在海拔为2300～2600m的山地亚热带和山地温带谷地斜坡上，范围
狭窄，但植株高大挺拔，立木密度小，林下灌木丛生。
温性川滇高山栎在西藏昌都及其毗邻地区海拔为2800～3900m范围的山坡中上部阳坡、半阳坡较为常
见。
长松萝川滇高山栎矮林是亚高山地带温凉湿润环境下生长的一种高山栎林，生长低矮，树干1m以上即
分叉，枝条上悬挂了大量淡绿色的长松萝，微风吹拂，飘然自曳。
主要分布在藏东南海拔3500m以上的阴坡和半阳坡上。
陡坡高山栎灌丛主要分布在干热河谷向阳坡中上部和石灰岩母质地区，组成树种有川滇高山栎、川西
栎、灰背栎等，分布于海拔约为2800～3600m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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