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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冠附生植物及其枯死存留物是构成山地湿性森林生态系统中生物区系、结构和功能的重要组分。由于在

林冠攀爬技术上的限制，过去对林冠附生植物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过程中的作用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近20年
来，随着对林冠生物多样性及其在生态系统功能过程影响的认识和研究技术上的提高，对林冠附生生物的研究已
逐步从个体水平转移到系统水平上。有关林冠附生植物多样性、生物量及其生态学效应已成为近年来国际上新兴
研究领域——“林冠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许多研究表明，林冠附生植物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的交互作用比它们的
解剖、形态和生理特征更为重要。国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林冠是一个适合于许多生物种类生存的场所，其数

量比想象的更为丰富。在全球范围内估计有29 500 余种附生植物，其中维管束附生植物的种类高达24 000
种，约占总维管束植物种类的10％。 林冠附生物的生物量在世界各地森林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其范围在105～
44 000 kg?m－2之间 ，其中在一些热带和温带天然老龄林中林冠附生物的生物量超过了宿主林木的叶生物

量。林冠附生植物还具有较大的叶面积指数（LAI）。林冠附生物丰富的物种组成、较高的生物量、独特的生理
形态特征以及它们分布于森林与大气相互作用的关键界面，使得它们在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形成及其维持机制、
养分和水分循环、指示环境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林冠附生植物及其枯死残留物具有较强的能力吸收雨水
和空气中的营养物质，在林冠层中形成一个潮湿的环境促进氮固定，林冠附生植物群落还能为生存于林冠的其它
生物（如鸟类 、哺乳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等）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林冠附生植物的生长发育与分
布格局除与宿主有关外，还受到环境因素（气候、地形、微生境条件等）和人为干扰的影响。由于世界各地森林
类型多样和环境条件各异，目前国际上有关附生物的研究仍十分活跃，建立了林冠研究网络，研究不同类型森林
中附生植物及其枯死残留物的动态及其与群落特征、环境因子的数量关系，探讨、交流和发展有效的标准测量方
法和技术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对林冠附生植物生态学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待于今后加强该领域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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