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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森林立地分类系统以森林生态学理论为基础
,

采用综合多因子与主导因子相结合

途径
,

以与森林生产力密切相关的自然地理因子及其组合的分异性和 自然综合体 自然属性的相似

性与差异性为依据进行分类
。

根据上述原则将我国9 60 x l小 k m Z
的土地

,

先按综合自然条件的重

大差异
,

概分为三大立地区域
:
东部季风森林立地区域

、

西北干旱立地区域
、

青藏高寒立地区域 矿

再根据温度带
、

大地貌
、

中地貌
、

土壤容量分为森林立地带
、

森林立地区
、

森林立地类型区
、

森

林立地类型
。

东部季风森林立地区域分为 9 个森林立地带
、

44 个森林立地 区
、

1 07 个森林立地亚

区 , 西北干早立地区域分为干 早中温带
、

干早暖温带 2 个立地带
,

11 个立地区
,

38 个立地亚区 ;

青藏高寒立地区域分为高原寒带
、

高原亚寒带
、

高原中温带和高原亚热带 5 个立地带
,

10 个立地

区
,

1 7个立地亚区
。

关抽饲 中国森林立地分类系统 森林立地区域 森林立地带 森林立地区 森林立地类型

森林立地分类
、

评价及其应用
,

是造林营林工作的基础
。

森林立地是指一定空间内对林

木生长发育有影响的所有环境因子的综合体
。

这些对林木生长发育有影响的环境因子也可称

为森林立地因子
。

这种森林环境因子综合体的特征称为森林立地特征
。

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

基本单元是森林立地类型
,

同一森林立地类型应是相同(相似)的森林环境综合体
,

它是林业

工作中最基本的经营单元
。

营林工作者将根据森林立地类型编制森林立地图
,

进行森林立地

质量评价
,

确定适宜树种和进行造林设计〔‘一 “J
。

1 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划分原则

1
.

1 , 视与森林生产力密切相关的自然地理因子及其组台的分异原则

自然综合体诸要素中
,

与森林生产力关系最密切的是光照
、

热量
、

水分与养分
。

森林立

地分类应以光
、

热
、

水分
、

土壤与植被的地域分异为主要依据
。

森林立地单元是具有营林意

义的自然地理因子综合体的客观反映
。

在森林立地分类系统中的任何一级森林立地单元
,

都

必须反映本级范围内自然地理因子(对林木来讲
,

即生态环境因子 )综合体的差异
,

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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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必需在营林上是有意义的
。

系统的级次不宜过细
,

对个别地区
,

两个级间必要时还 可以设

置辅助等级 (亚级 )
。

1
.

2 绘合多因子与主导因子相结合的旅列

在划分各森林立地等级时
,

必须贯彻综合自然地理因子的原则
,

在综合分析各自然地理

因子后
,

抓住突出的主导因子或由主导因子构成的主要特征加以概括
。

三大立地区域作为 。

级划分
,
就是突出诸多自然地理因子中的主导因子

,

如东部季风森林立地区域突出我国东部

的季风特点, 西北干旱立地区域突出了综合多因子中缺水干旱特点
,

限制了其他因子作用的

发挥 ; 青藏高寒立地区域突出了地面隆起后
,

高寒特征掩盖了其他因子的有利方面 【卜 , l
。

在

森林立地基层分类实施过程中
,

首先在众多的森林立地因子中运用生态学 和 造林 学专 业知

识
,

根据本地区自然地理情况对调查研究的众多森林立地因子进行定性控制
,

然后用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办法筛选出主导因子
。

这些主导因子可能是直接的生态因子
,

也可能是间接因

子
,

有时是起支配作用的优势因子
,

有时又是最小的限制因子
。

但这些主导因子必须要求直

观
、

稳定并与林木生长有高度相关
,

便于森林立地类型的划分和野外的识别以及有利于提高

森林立地类型划分的精度
。

1
。

3 简明实用旅娜

森林立地分类的任务
,

不仅要求立地分类工作者运用丰富的生态学和造 林学 知 识 和经

验
,

按上述两原则建立科学的立地分类系统
,

而且还要求能把这样 一个分 类系统交 给生态

学
、

造林学知识和经验不太丰富的广大营林工作者去应用
,

因此要求立地分类工作者在建立

系统时以最简明
、

最准确
、

最直观的命名和文字描述表达出来
,

以达到森林立地分类系统所

要求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结合
,

实际上是对立地分类工作科学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

洲

2 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单位和依据

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单位有森林立地区域
、

森林立地带
、

森林立地区
、

森林立地类型区
、

森林立地类型等等级
。

现分述如下
。

0 级 森林立地区城

根据我国综合自然条件的重大差异
,

可概分为东部季风森林立地区域
、

西北干旱立地区

域和青藏高寒立地 区 域 [一
‘, ]

。

这三个范围十分广阔的区域
,

是我国自然条件不均衡性 的综

合表现
。

三大森林立地区域的主要特征是东部季风型湿润
、

西北干旱
、

青藏高寒
。

这种重大

的区域差异决定了对三个森林立地区域总体上的林业战略的不同
。

东部季风森林立地区域 自

第四纪以来天然植被以森林为主
,

为宜林区
,

是我国发展林业指望取得生物产量(木材产量)

的依靠
,

即使其中的防护林等林种
,

也可期望提供可观的生物产量
。

这个森林立地区域是我

国用材林基地宜林区域 , 西北干旱立地区域除其中的个别山地外
,

基本上是天然草原和荒漠
,

从总体上讲是非宜林区
,

但半干旱的森林草原和草原仍具有一定的造林条件
,

其主要任务是

改造自然
,

改善生态环境
,

提高牧场
、

农田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为非用 材 林基 地立 地区

域 , 青藏高寒立地区域除其东南边缘和南部外
,

从总体上讲
,

属高原寒漠
,

为林业不利用区
。

1 级 森林立地带

森林立地带是立地分类系统中高级分类的最高级单位
。

森林立地带的划分
,

主要依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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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

特别是其中的空气温度(> 10 ℃ 日数
、

> 10 ℃积温数 )
,

还参照地貌
、

植被
、

土壤以及其

他自然因子的分布状况
。

对人工林栽培来说
,

还要考虑到最热月气温(℃ )
、

最冷月气温(℃ )
、

低温平均值(℃ )等辅助指标
。

表 1 森林立地带的划分指标
〔‘ , ‘, (单位 : ℃ )

森林立 地带
主 指 标要 指 标 捕 助 指 标主 要 指 标 捕 助

) 1 0 ℃ 日数(d ) > 10 ℃积温 最热 月气温 摄 冷月气温 低溢平均值

< 10 5

10 6 ~ 1 8 0

1 81 ~ 2 2 5

22 6 ~ 2 4 0

2 4 1 ~ 2 85

2 8 6 ~ 3 6 5

3 65

赤 道 热 带

干旱中温带

千早暖温带

高 原 寒 带

高原亚寒带

高 原 温 带

:::
10 5 ~ 1 8 0

18 1~ 2 2 5

不 连续 出现

< 5 0

5 0 ~ 1 8 0

< 1 70 0

1 7 0 Oee 3 5 0 0

3 5 00 连50 0

4 5 0 0 ~ 5 30 0

5 30 0 ~ 6 50 0

6 5 0 0 ~ 8 20 0

8 2 0 0 ee 8 70 0

8 7 0 0 ee 9 2 0 0

) 9 20 0

1 7 D Oee 3 5 0 0

4 0 0 0 ~ 5 5 0 0

< 16

16 ~ 2 4

2 4 ro 3 0

2 4 ~ 2 8

2 4 ~ 2 8

2 0 ~ 2 8

2 4 ee 2 8

) 2 8

) 2 8

1 6 ro 2盛

2 6 ~ 3 2

< 6

6 ~ 1 2

1 2 ~ 1 8

< 一 3 0

一 3 0 ~ 一 10

一 10 ~ 0

0 ~ 5

5 ~ 1 0

10 ee 1 5

15 tw 2 0

2 公ro Z寻

> 2 5

一 3 0 ro 一 10

一 1 0 ~ 0

< 一 45

一 4 5 ~ 一 2 5

一 2 5 ro 一 10

一 1 0 ~ 一 5

一 sew o

o ee s

5 ~ 1 0

1 0 ~ 15

) 1 5

一 连5 ~ 一 2 5

一 2 5~
一 1 0

带带带温溢温寒暖中

带带北 热热南

命名可采用表示主要特征作用的温 度 带 名称
,

如寒 温 带 森林立地带
、

热带森林立地

带等
。

森林立地带与地带性森林类型和上壤类型有密切关系
。

寒温带森林立地带分布的森林为

寒温带针叶林
,

土壤为棕色针叶林土 ; 温带森林立地带分布的森林为针阔混交林
,

土壤为暗

棕壤 , 暖温带森林立地带分布的森林为落叶阔叶林
,

土壤为棕壤; 北亚热带森林立地带分布

的森林为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 土壤为黄棕壤, 中亚热带森林立地带分布的森林为常

绿阔叶林
,

土壤为红壤
、

黄壤 ; 南亚热带森林立地带分布的森林为季风常绿阔叶林
,

土壤为

砖红壤性红壤 , 热带森林立地带分布的森林为热带季雨林
、

热带雨林
,

土壤为砖红壤
。

2 级 森林立地区

森林立地区是一个大地区范围
。

这个大地区范围是通过它们的大地貌构造 (岩性和 大地

形单元 )
、

干湿状况
、

土壤类型
、

水文状况和地史与其他大地区相区别
。

森林立地区应该在大

区地理上和植物地理互相符合
。

一般情况下
,

森林立地区是一些森林立地类型区 组 合 而 成

的
。

森林立地区是立地分类系统中高级分类的重要立地单位
。

各森林立地区的自然综合体特

征明显
。

一般
,

同一个森林立地区内的综合自然条件基本相似
,

其林业经营方向与林业利用

改造措施也大致相凤 森林立地区的划分指标为大地貌构造
、

干湿状况
、

土壤类型
、

水文状

况和地史
。

大地形单元划分指标为
: ( a )平原 , ( b )丘陵(相 对 高 度 一 般 在100 m 上下 ) ,

( c )低山 (相对高度2 0 0至so o m 间); ( d )山 地(基带以上的山地 ) ; ( e )高山及高原山地 (顶

部接近或超过雪线的山地 )
。

千湿状况划分指标见表 2
。

森林立地区可以由区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因子的差异和林业经营上的方便
,

划 出一个辅助

级
—

森林立地亚区
。

例如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立地区
,

全区跨纬度了
“ ,

东坡陡峻
、

西坡平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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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之 千沮状况知分指标比 ’

地 区 年干操度 年降水 t (m m ) 植 被

< 1
.

Q3

1
.

0 0 ~ 1
.

4 9

1
.

5 0 ee 4
.

0 0

> 4
.

0 0

> 1 QOQ

5 0 0 ~ 1 00 0

2 5 0 ~ 5 0 0

< 2 5 0

森 林

森林草原

草 原

荒 澳

东坡及伊勒呼里山以北
,

靠东与小兴安岭相近
,

有长白植物区系的渗入 , 西坡与蒙 古 高 原 毗

连
,

受其干旱气流的影响
,

伊勒呼里山以北偏西

与苏联西伯利亚隔江相对
,

受西伯利亚植物区

系的影响〔“ 1。 虽然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立 地 区

全区的优势树种为兴安落叶松 〔L al 众 g , 。“。i

R u p r
.

〕
,

但兴安落叶松 比较集中连片
,

分布于

中部以北山地
,

向南以舌状延伸于海拔较高的

山岭
,

由于大兴安岭内部东
、

西
、

北东
、

北西均有植被和土壤上分布的差异
,

如樟子松(Pl’。。:

S万IU ‘s‘r is y a r
·

m o n g o lic a L itv
.

)较集中分布于北部
,

一些林型如石蕊落叶松林仅存于北部
,

北部的植物区系成分更加突 出 , 东 坡 蒙 古 柞 (Qu e r c u s 二o o g o lic a F is e h
.

)
、

黑 桦 (Be t o la

d a v “r ic a Pa ll
。

)较多 , 甘河中下游
、

诺敏河一带有紫锻 (T ilia a , u , e n sfs R u p r
。

)
、

大果榆

(U lmu s m a c r o c a , p a H a n c e
。

)
、

春榆 (U
.

p :
叩in 口u a K o i

.

)
、

黄粟 (P ho llo d e n d , o n a。 : r e n s e

R u p r
.

)等长白区系渗入
,

甚至有华北区系成分出现 , 西坡则白桦(B e tu la p la t夕p hg lla )较多
。

以土壤而言
,

北坡土壤具有永冻层
,

东坡西坡为季节性永冻层
,

北坡有灰化棕色针叶林土
,

而东坡
、

西坡较少出现灰化和潜育过程 [吕
, ’Z J。 因而有必要在林业经营上

,

把大兴安岭北部森

林立地区分成四个森林立地亚区
,

即伊勒呼里山北坡西部森林立地亚区
、

伊勒呼里山北坡东

部森林立地亚区
、

大兴安岭北部西坡森林立地亚 区
、

大兴安岭北部东坡森林立地亚区
。

同样
,

其他如小兴安岭
、

长白山
,

南方的武夷山
、

南岭等山地作为森林立地区
,

必要时都可以划分森

林立地亚区
。

森林立地区在命名上可以采用表示主要特征的大地貌 [ 7 ]的差别来反映
,

如大兴

安岭北部森林立地区
、

南岭森林立地区
。

3 级 森林立地类组区

森林立地类型区是森林立地分类系统中基层分类的最高一级单位
,

在地理上可以重复出

现
。

其划分的指标是
:
中地貌 工7 J

、

母质
、

气候
、

植被
、

地史
。

作为划分的主要特征可因不同

地区而异
,

在丘陵山区可能是中地貌
、

海拔高度 , 在平原可能是成土母质
。

在我国西南地区
,

如横断山脉森林立地区
,

具有高山峡谷地貌
,

垂直差异很大
,

在这种情况下垂直带差异实际

上反映了树种和土壤的垂直分布差异
,

这种垂直地带性虽然与水平地带性有相似的性质
,

但

由于垂直地带性差异是由海拔高差产生并压缩在较小的属于一个水平地带性基带的区域范围

内
,

因此用垂直带差异来划分森林立地类型区比较合乎造林营林的要求〔“一 ’. , 。森林立地类型

区在命名上可采用表示 主要特征的立地因子
,

在南方丘陵山区
,

可根据中地貌 [’叹海拔高度)

差别来命名
,

如丘陵森林立地类型区
、

低山森林立地类型区
。

森林立地类型区下也可根据林业经营的需要(如在丘陵山区由于岩性的生态学作用不同
,

平原由于含盐类型不同等 )来划分森林立地类型亚区这一辅助级
。

森林立地类型亚区在 命 名

上可根据主要特征来命名
,

在南方丘陵山区
,

如划有石灰岩丘陵森林立地类型亚区等 [”
’

川
。

森林立地类型组是相似的森林立地类型的总括
,

应用于各种经营和设计规划部门
,

例如

用于造林树种选择
、

土地改良和集约经营强度分级等方面
,

即把生态条件相似的森林立地类

型归并成森林立地类型组
,

以便采取相同的造林背林措施
。

森林立地类型组在命名上可根据

主要特征来定名
,

在南方丘陵山区
,

如坡地森林立地类型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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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 森林立地类型

森林立地类型是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基本单元
。

它是多个相似森林立地的总括
,

这些森

林立地在造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方面基本上是共同的
,

并且大致上具有相同的生产力
。

森林

立地类型的划分可以根据对影响林木生长的土壤主导因子来进行‘ 如土层厚度
、

腐殖质层厚

度
、

质地和排水状况等
。

森林立地类型在命名上可以根据其主导因子来定名
,

如厚土层中禽

殖质层森林立地类型
。

森林立地类型下可根据更高的经营集约度划分 森林立地变型
。

如群落演替型
,

是指同一

森林立地类型(林型 )处于不同的演替阶段
,

其植被状况不同
,

会影响天然更新条件下的技术

措施或人工更新条件下整地抚育措施等等
。

这样
,

森林立地分类系统的单位由包括 0 级在内的 5 个基本级
、

若干辅助级的形式构成
。

o 级 森林立地区域 F o r e s t S it e R e g io n ,

i 级 森林立地带 F o r e s t Sit e Z o n e ,

2 级 森林立地区 F o r e s t S ite A r e a ; (森林立地亚区) (F o r e s t S it e S u ba r e a );

3 级 森林立地类型区 F o r e s t S it e T y Pe D is t r ie t ; (森林立地类型亚区) (Fo r e st

S it e T y Pe S u
bd is t r ie t ) ; (森林立地类型组 )(Fo r e s t S it e T y Pe G ro u P ) ,

4 级 森林立地类型 F o r e s t S ite T y p e ; (森林立地变型)(Fo r e s t Site T y p e V a r ie ty )
。

3 中国森林立地分类系统

中国森林立地分类系统根据 森林立地分类原则共划分 3 个立地区域
、

16 个立地带
、

舫个

立地区
、

1 6 2个立地亚区 [‘。一’。l
。

3
.

1 东部季风森林立地区域

I 寒温带森林立地带

工 :
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立地区

工
; (: , 伊勒呼里山北坡东部森林立地亚区

I : 《: ) 伊勒呼里山北坡西部森林立地亚区

工
, (3 ) 大兴安岭北部东坡森林立地亚区

I ; (‘, 大兴安岭北部西坡森林立地亚区

五 中温带森林立地带

亚 ,
大兴安岭南部森林立地区

亚
:

小兴安岭森林立地区

甄(l) 小兴安岭北坡森林立地亚区

1 2 (2 》 小兴安岭南坡森林立地亚区

亚
:

长白山山地森林立地区

五 : 《: ) 长白山北部(完达山
、

老爷岭
、

张广才岭) 森林立地亚区

1 3 (: ) 长白山南部(长白山
、

千山)森林立地亚区

l ‘

三江平原森林立地区

亚‘(l) 三江平原东部低湿地森林立地亚区



乞56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5 卷

正 ‘, : ) 三江平原西部森林立地亚区

亚‘(3 ) 三江平原南部兴凯湖低地森林立地亚区

卫
。

松辽平原 森林立地区

兀。(: ) 松嫩平原东部森林立地亚区

正 。(: ) 松嫩平原西部森林立地亚 区

兀。(3 ) 辽河平原北部森林立地亚区

l 暖温带森林立地带

l : 辽东一山东半岛森林立地区

l :川 辽东半岛森林立地亚区

l : (z) 胶东半岛森林立地亚区

班 : (s) 鲁中南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nI :
黄淮海平原森林立地区

l : (: ) 辽河下游平原
、

海河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l : (z) 黄泛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l : (3 ) 淮北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皿 :
华北山地森林立地区

皿
, (: ) 燕山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l : (: 》 太行山北段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皿 : (。》 太行山南段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皿 : (; , 吕梁山森林立地亚区

皿 : (。》 中条山森林立地亚区

l : (。) 伏牛山北坡森林立地亚区

l ‘

黄土高原森林立地区

班 . ‘: 〕 黄土高原东部森林立地亚区

班
‘《2 ) 黄土高原西部森林立地亚 区

皿 ‘《3 ) 陇西黄土高原 森林立地亚区

l
。

汾渭谷地森林立地区

l
。

川 渭河谷地 森林立地亚区

皿 。(2 ) 汾河谷地森林立地亚区

皿 .
秦岭北坡森林立地区

IV 北亚 热带森林立地带

IV :
江淮丘陵平原 森林立地区

W : 川 江淮平原 森林立地亚区

IV , 《: ) 江淮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W
: (3 ) 育合江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W
:

桐柏山大别山山地 丘陵森林立地区

W : 川 大别山山地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W : ‘: ) 桐柏山山地丘陕森林立地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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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秦巴山地丘陵森林立地区

万 3川 伏牛山南坡中低山森林立地亚区

万
3 (: ) 秦岭南坡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万 3 (3 ) 武当山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万 3 〔‘ ) 汉江中上游谷地盆地森林立地亚区

万
3 (5 ) 大巴山北坡中山森林立地亚区

V 中亚 热带森林立地带

V
;

天目山黄山山地森林立地区

V
: (: 》 杭嘉湖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y : (: ) 天目山北部黄山北坡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 (3 ) 天目山南部黄山南坡低 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y
:

武夷山仙霞岭森林立地区

y : (: ) 浙江沿海丘陵低山森林立地亚区

V : (2 ) 浙东南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 (3 ) 金街盆地森林立地亚区

V
: (‘) 闽北浙西南中山森林立地亚区

V
:

武夷山戴云山森林立地区

V : (: 〕 闽东沿海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3 (2 ) 闽中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3 ) 闽西南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

两湖平原森林立地区

V
。

湘赣丘陵森林立地区

V
。(t 》 慕阜山九岭 山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2 ) 于山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3 ) 湘赣丘陵盆地(红岩盆地 )森林立地亚区

V
。(‘) 罗霄山武功山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

南岭山地森林立地区

V 。(, ) 南岭山地北坡森林立地亚区

v 。(: ) 南岭山地南坡森林立地亚区

V ,
三峡武陵山雪峰山森林立地区

V , (; 》 川东鄂西中低山丘陇森林立地亚区

V
7 (: ) 武陵山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 (3 ) 雪峰山北部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 (; ) 雪峰山南部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V 。
三江流域低山丘陵森林立地区

V 。( , ) 三江流域北部中低山森林立地亚区

v
。(2 》 三江流域南部低 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Y
。

四川盆地周围山地森林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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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默黯默弃默撇默
亚区

Y

飞:罚
”

:l薰巍;默
)

一~
V : 。川 成都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石
1

川滇黔山地森林立地区 二
_

一
、

_

;
、, 、、, 川滇黔山地北部低山丘陵森林卒竺兰么

V 、: 、: 、 川滇黔山地南部中低山森林立地业达

v
: ,

贵州山原森林立地区
.

_ 二
_ 、 、

‘二。
’

4
, :

东
‘”

盛沁赢
部 (大。山 )低中山释竺齐地亚区

命:;{;; 盛州
山原中南部低中山森林立地亚区

丫
: 3

云南高原森林立地区

,
,。、

:

曰
!l滇金沙江峡谷森林立地亚区

V 、。(z) 滇中高原盆谷森林立地亚区

V 、3 (。) 滇西高山纵谷森林立地亚区

班 南亚 热带森林宾地带

矶
,

台北台中森林立地区

孤川 台北台中山地森林立
耀

区
_

_ _

砚 : (: 》 台北台中滨海低丘台地森林立地皿达

闽粤沿海台地丘陵森林立地区

粤桂丘陵山地森林立地区

矶
3

川 珠江三角洲森林立地亚区

矶
3 , : , 西江流域北部森林立地亚区

矶
。、: ) 西江流域南部森林立地亚区

砚
‘

黔桂石灰岩丘陵山地森林立地区

孤(1) 桂中丘陵台地森林立地亚区
_ _

飞糕魏纂咒黑瓷纂翼氨
亚区

矶 ; (. 》 桂西北高原边缘森林立地亚区

砚
。

滇南山原森林立地区
’ 一

从
。

;
, ,

’

一

桂西滇东南山原森林立地亚区

矶
。、: ) 滇西南山原森林立地亚区

矶 。
滇中南中山峡谷森林立地区

孤 4匕热带森林立地带

狐 :
台南森林立地区

孤 ‘( : )

皿 、吸: )

台南森林立地亚区

澎湖列岛森林立地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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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2

粤东南滨海丘陵森林立地区

VII
:

琼雷森林立地区

VII
。(: ) 雷州半岛丘陵台地森林立地亚区

孤
: 《2 ) 海南岛北部沿海丘陵台地森林立地亚区

VI
3 (3 ) 海南岛中部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姐 ‘
桂西南石灰岩丘陵山地森林立地区

VI
‘( : , 左江谷地以东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孤
‘(: ) 十万大山低山丘陵森林立地亚区

孤 ‘(3 ) 左江谷地以西丘陵低山森林立地亚区

姐
。

滇东南峡谷中山森林立地区

孤 。
西双版纳山间盆地森林立地区

孤
,

滇西南河谷 山地森林立地区

孤
。

东喜马拉雅山南翼河谷森林立地区

顶 南热带森林立地带

顶 :
琼南一西

、

中
、

东沙群岛森林立地区

珊 , ; : ) 琼东南丘陵台地森林立地亚区

恤 : (z) 琼西台地森林立地亚区

租 : (s) 西沙
、

中沙
、

东沙群岛森林立地亚区

Ix 赤道 热带森林立地带

正 :
南沙群岛森林立地区

3
。

2 西北千早森林立地区城
X 干早 中温带森林立地带

X :
内蒙古高原东部森林立地区

X , (: ) 呼伦贝尔高原森林立地亚区

X : (z) 锡林郭勒高原森林立地亚区

X :
内蒙古高原西部森林立地区

X : (、) 乌兰察布高原森林立地亚区

X
:

(z) 阴山山地东段森林立地亚区

X : (3 ) 阴山山地西段森林立地亚区

X : (’) 鄂尔多斯高原森林立地亚 区

X
:

河套灌区森林立地区

X 。‘: ) 河套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X : ‘: ) 银川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X .
阿拉善高原森林立地区

X ‘(: ) 阿拉善高原东部森林立地亚区

X
‘ , 2 ) 阿拉善高原南部森林立地亚区

x ‘ (3 ) 巴丹吉林沙漠以西沿河阶地三角洲森林立地亚区

X ‘(4 ) 弱水平原以西 马鬃山北麓森林立地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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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阿尔泰山一准噶尔西部山地森林立地区

x 。 (: ) 阿尔泰山东南部森林立地亚区

X 。(2 ) 阿尔泰山西北部森林立地亚区

X 。 (3 ) 准噶尔西部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X
。

准噶尔盆地森林立地区

X
。(: ) 准噶尔盆地东部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X . (: , 准噶尔盆地西部低地森林立地亚区

X
。(3 ) 准噶尔盆地周围灌溉绿洲森林立地亚区

X
:

天山北坡森林立地区

X
, (: 》 天山北坡东段森林立地亚区

X
,

(z) 天山北坡中段森林立地亚区

X
, (3 ) 天山北坡西段 森林立地亚区

X
,

(.) 内带天山森林立地亚区

X
, 《。》 伊犁河谷森林立地亚区

11 干早玻温带森林立地带

xI :
天山南坡森林立地区

卫 : (: ) 天山南坡
、

西昆仑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卫 :《: ) 博斯腾湖盆地森林立地亚区

皿 : (。) 尤尔都斯谷地森林立地亚区

习 : (’) 吐鲁番盆地
、

哈密盆地森林立地亚区

习 :
塔里木盆地森林立地区

卫 : (: ) 塔里木盆地东部森林立地亚区

刀 : (z) 塔里木流域 森林立地亚区

妞 : (3 》 塔里木盆地西部森林立地亚区

又 : (. 》 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森林立地亚区

皿 3
河西走廊森林立地区

又 3 (: ) 敦煌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又 : (: ) 酒泉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又
3 t。》 武威平原森林立地亚区

习
;

昆仑山一祁连山山地森林立地区

又
‘

川 祁连山东段森林立地亚区

妞
‘(: ) 祁连山西段森林立地亚区

又
‘

(a) 阿尔金 山森林立地亚区

xl . (’) 昆仑山森林立地亚区

* 旅离寒森林立地区城

xI 青藏高原寒带森林立地带

xII
:

北羌塘高原森林立地区

班 青藏高原亚寒带森林立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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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孤

;

江河源头森林立地区

I贾:
那曲一玛多高原森林立地区

皿 :
南羌塘高原森林立地区

挪 青藏高原中温带森林立地带

珊
:
柴达木盆地森林立地区

研
: (; ) 柴达木盆地东部森林立地亚区

珊
: (2 ) 柴达木盆地西部森林立地亚区

研
:
青海东部森林立地区

研
:
藏南森林立地区

研
3《: ) 东喜马拉难北翼森林立地亚区

研
: (: ) 雅鲁藏布江河谷森林立地亚区

研
3《3 ) 雅鲁湖盆森林立地亚区

研
: (‘) 藏西南高原森林立地亚区

研
‘

藏西森林立地区

那 青藏高原暖温带森林立地带

那
,

青藏高原东北缘森林立地区

那
: ( , ) 衫仁河

、

白龙江森林立地亚区

那 : 《2 ) 藏东森林立地亚区

IVI 青藏高原亚 热带森林立地带

现
:
青藏高原东缘

、

东南缘森林立地区

2VI
: 《: 》 川西峡谷山地森林立地亚区

现
: 《2 ) 横断山脉北部高山峡谷森林立地亚区

】班 : (3 ) 横断山脉南部高山峡谷森林立地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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