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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南部和西南部是中国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与其邻近地区一起构成了世界木

本竹类的多样性中心。德宏正处于这个中心位置，竹子种类丰富，有 !$ 属 %$ 种及变种，其

中中国特有种 "! 种（云南特有 !% 种），占其竹亚科全部区系成分（’% 种）的 ’$)$*+。热带

亚洲分布类型占绝对优势，本地区的竹亚科区系与热带亚洲特别是缅甸（有 !, 种共有种）

及云南南部和东南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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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类植物属禾本科 !"#$%&’#’（()#*’#’）竹亚科 +#$,-.)%/’#’ 植物，是一类生长快，产

量高，用途广，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狭义的竹亚科（不包括草本竹类）有 01 属 2 333
种左右，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州都有分布，但亚洲的多样性远

高于其它地区，有 44 属 033 种（5%，2666）。我国有 78（ 9 7:）属 4;3 9 ;33 种（吴征镒

等，8337），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少数种类可延伸至秦岭、汉水及黄河

流域（耿伯介和王正平，2660）。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变的环境条件，竹类

资源非常丰富，是世界木本竹类植物种类最多，生态类型最全，天然竹林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有 80 9 81 属，211 9 883 种（孙必兴，8337，辉朝茂等，2666）。

西南林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对云南的竹类资源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

在此基础上对云南竹亚科植物地理分布区划作了研究（杨宇明等，2666），将云南竹类植

物划分为 : 个分布区，即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区、滇西南热性暖性大中型丛生竹区、滇东

南热性暖性大中型混合竹区、滇中暖性中型混合竹区、滇西暖温性中小型混合竹区、滇西

北寒温性小型混生竹区、滇东北温凉性中小型散生竹区。在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区，王慷

林和薛纪如（2667，2664）、刀建红等（8332）对西双版纳的竹类资源及其区系作了研究；

在滇西暖温性中小型混合竹区，杜小红等（2666）对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辉朝茂等

（2664）对怒江的竹类资源及其区系进行了研究；李增耀和杨宇明（8334）对滇东南的红

河洲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董全忠和薛嘉榕（266:）对滇西北、董文渊（2666）对滇东北

的竹类资源进行了初步研究。滇西南热性暖性大中型丛生竹区，包括德宏、保山和临沧西

部，其竹类植物的属、种丰富程度在云南仅次于南部地区（杨宇明等，2666），但至今尚

无人系统地研究该地区的竹类区系。

尽管早在 83 世纪 73 9 43 年代，蔡希陶、陈谋、吴中伦、秦仁昌和刘慎谔等人先后到

德宏采集标本（包士英等，2661），但由于竹类植物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很难遇到开花的

植株，因而他们都几乎没有采集该地区的竹类标本。83 世纪 ;3 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植物

资源调查的大规模开展和云南竹类研究队伍的壮大，薛纪如、孙吉良、李德铢、杨宇明、

辉朝茂、杜凡、章伟平等人先后到德宏各地采集了大量的竹类标本，主要保存于西南林学

院标本馆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

! 研究地区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西南部、高黎贡山西南麓，属滇西南中低山宽谷盆

地区，位于东经 6:<72= 9 61<47=，北纬 87<;3= 9 8;<83=之间。东和东北与保山地区的龙陵县、

腾冲县毗邻；南、西和西北与缅甸接壤，土地总面积 22 ;80 >$8，其中山区占 1;?以上。

德宏全境基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区占总面积的 ;8@;:?。年平均气温 27A 9
83A，年日照量 8 821 9 8 4;7 B，年降雨量 2 433 9 2 133 $$。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降雨

量多而集中在 ; 9 23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11? 9 63?。境内海拔悬殊，地貌多样，植物分

布镶嵌交错、种类繁多，形成了热带或北热带季节雨林、山地雨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山地苔藓常绿阔叶林、暖温性针叶林及寒温性针叶林等不同

的森林植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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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

!"# 德宏竹亚科植物种类

德宏州竹类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在海拔 ! """ # 以下土地肥沃、湿润的山地河谷均

有分布，有“竹乡”之誉称。德宏有竹林面积 $" %&" ’#%，其中有较大面积的天然竹林，

热性竹林、暖性竹林、寒性竹林在境内均有分布，以热性竹林为主，拥有丛生、散生、攀

援状等生态类型。

根据我们的调查，德宏有竹亚科植物 $( 属 )( 种及变种，其中引种栽培 ! 属 $$ 种及

变种，原生的有 $( 属 *) 种及变种。德宏竹亚科植物有以下特点：! 从种类数量上看，

以旧世界热带支系为主，有 ! 个亚族 + 属 *$ 种及变种，种类占德宏竹亚科植物总数的

,!-%$.，温带支系有 % 亚族 , 属 $) 种（表 $）；" 牡竹属（!"#$%&’()(*+,）是本地区原生

表 # 德宏竹亚科植物

/0123 $ /’3 4536734 89 :0#1;487<303 7= >3’8=?

物种 @536734 分布 >74AB71;A78=
分布型

CB302DAE534
旧世界热带支系

!竹亚族 $%&’()*+%,
牡竹属（$!F%%D%!F%+F*" G ）! !"#$%&’()(*+, H334 ,
马来甜龙竹 ! - (,-"%（IJ CJ 3A IJ KJ @6’;2A J）:06L3B 滇南、滇西南；菲律宾、马来、印尼、泰国、 ,D*D%

3M K3E=3 老挝、缅甸

小叶龙竹 ! - .(%.(/+, K4;3’ 3A >J NJ O7 云南东南部至西南部 $)D!D$
毛脚龙竹 ! - .(%.(/+, P0B- 0#/"%#&$00%($0’(/+, 滇南、滇西南 $)D!D$
K4;3’ 3A >J NJ O7
缅甸龙竹 ! - .0%*(#0’+, CJ Q0#;4 滇西南；缅甸 ,D%D$
甜龙竹 ! - .%(#$0,00（R;=B8）S;BT 云南东南至西南部 $)D!D$
美穗龙竹 ! - ’()&,/(’12+,（S;BTJ）S;BT 滇南、滇西南；缅甸 ,D%D$
福贡龙竹 ! - 3+4&#4"#,0, K4;3’ 3A >J NJ O7 滇西至滇西南 $)D!D!
龙竹 ! - 404(#/"+, R;=B8 栽培

版纳甜龙竹 ! - 1(*0)/&#00 H334 3A CB=J 3M R;=B8 滇南、滇西南；印度、缅甸、尼泊尔、锡金、 ,D%D%
不丹、老挝

麻竹 ! - )(/03)&%+, R;=B8 栽培

黄竹 ! - *"*.%(#(’"+, R;=B8 滇东南至滇西南；缅甸、越南、老挝、泰国 ,D*
花秆黄竹 ! - *"*.%(#(’"+, 9 - ,/%0(/+, K4;3’ 3A >J NJ O7 滇西南、滇南 $)D!D$
野龙竹 ! - ,"*0,’(#$"#, K4;3’ 3A >J NJ O7 云南东南部至西南部 $)D!D$
巨龙竹 ! - ,0#0’+, Q’70 3A IJ OJ @;= 滇西南至滇南 $)D!D$
锡金龙竹 ! - ,0550*"#,0, U0#123 3M V27P3B 滇东南、滇南、滇西南；锡金、不丹 ,D%D$
巨竹属（%F(F(F6-!"）604(#/&’1)&( S;BT 3M R;=B8 ,
南峤滇竹 6 - -(%703)&%(（S3=? 9 J）S3=? 9 J 滇东南、滇西南 $)D!D$
花巨竹 6 - 7"%/0’0))(/(（W722<J）R;=B8 滇东南、滇西南；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马来 ,D*
梨藤竹属（%F!F!D*F!D)）8")&’()(*+, :3=A’J ,D$
澜沧梨藤竹 8 - (%%"’/+, X7 滇西南至滇东南；广西 $)D$
流苏梨藤竹 8 - ’&*-(’/03)&%+, P0B- 30*.%0(/+, >J NJ O7 3A 滇西南、滇南 $)D!D$

NJ KJ U;8
泰竹属（$F%F%F%）912%,&,/(’12, U0#123 ,D!
泰竹 912%,&,/(’12, ,0(*"#,0,（S;BT）U0#123 滇西南、滇南；缅甸、泰国 ,D!
"竹属（(F%$F(" G F$"" G ）:(*.+,( @6’B31J =8#J 68=4J )
"竹 : - .)+*"(#( IJ CJ 3A IJ KJ @6’;2A J 9 J 滇南、滇西南、滇东南；缅甸、马来西亚、泰国 ,D*D$
缅甸"竹 : - .+%*(#0’( U0#123 滇西南；缅甸、印度东北部 ,D%D$
慈竹 : - "*"0"#,0, Q’70 3A KJ OJ Y;=? 栽培

马蹄竹 : - )(-0$"( R6Q2;B3 滇西南、滇南、滇中；广东、广西、四川、香港 $)D$
孝顺竹 : - *+)/0-)";（O8;B J）Z03;46’32 J 3M IJ CJ 3A IJ 栽培观赏

KJ @6’;2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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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物种 !"#$%#& 分布 ’%&()%*+(%,-
分布型

.)#/01(2"#&
凤尾竹 ! 3 "#$%&’$() $43 *(+,$(-. 56 .6 7,+-8 栽培观赏

大薄竹 ! 3 ’-$$&/- 9+-), 滇西南；孟加拉国、印度、缅甸、泰国 :1;1;
车筒竹 ! 3 0&,10’&,10- 9$<0+)# 华南、西南 =>1=
马甲竹 ! 3 %#$/- 5,?*6 滇西南、滇南；藏东南、广东、广西；孟加拉、 :1;

印度、缅甸

佛肚竹 ! 3 2(,%+&310- 9$<0+)# 栽培观赏

大佛肚竹 ! 3 2#$4-+&0 $435-"&, 9$<0+)# 栽培观赏

黄金间碧玉 ! 3 2#$4-+&0 $43 6&%%-%- 9$<0+)# 栽培观赏

梨竹亚族 "#$%&’(()(’#
空竹属（>@A@A@$3;B）7(’8-$10%-389#" 9+-), :
空竹 7 3 .#380&-,#" C/D*0# 滇西南、滇南；印度及东喜马拉雅地区及缅甸 :1;1=
小空竹 7 3 ’-$$&/#" 9+-), 滇西南；西藏；印度、缅甸 :1;1=
香糯竹 7 3 ’(+4+-3&$( 9+-), 滇西南、滇南；缅甸、老挝、泰国 :1E1=
真麻竹 7 3 03-,/(,0 F,) 滇西北至滇西南；缅甸北部 :1;1=
金毛空竹 7 3 2&+4-%#"（9+-),）G+)H 滇西南；印度、缅甸、中南半岛 :1;1I
思劳竹属（;@I1E@J@$3>B）:38&;10%-389#" K##& :
沙罗单竹 :38&;10%-389#" .#,481"&& 9$<0+)# 滇西南至滇东南；广东、广西；越南北部 :1E
思劳竹 :38&;10%-389#" ’0(#/1$&"- 9$<0+)# 滇西南、滇南、滇东南；广东、广西、海南；越南 :1E
泡竹属（=@=@=@=）<0(#/10%-389#" 9+-), :1;
泡竹 < 3 ’1$9"1+’8#" 9+-), 滇南、滇西南；广东、广西、贵州；印度、 :1;

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越南

总序竹亚族 *’&#+%,’+,%-)(’#
总序竹属（=@=@=@=）=-3("1>-">10 L,0((+D :1=
总序竹 = 3 ’+-&,&&（C/D*0#）G#-8 M 6 #( N#- 高黎贡山；西藏东南部；印度东北部 :1;1=
温带支系

青篱竹亚族 ./0(1)(’/))(’#
悬竹属（=@>@O1=B@O1=B）?"’($13-$-"#0 !6 P6 <Q#-， :1;

N#- #( C6 76 !Q#-8
碟环竹 ? 3 ’-%($$-+&0（C/D*0# #D#-R6 !(/"0#(,-）!(/"0#(,- 滇西南、滇南、藏东南；印度、尼泊尔、锡金、缅甸 :1;1=
香竹属（I@J@O@==）78&"1,13-$-"#0 L&+#Q #( 7% :1;
香竹 7 3 /($&3-%#0 L&+#Q #( 7% 滇东南、滇西南 =>1I1=
流苏香竹 7 3 .&">+&-%#0 L&+#Q #( 7% 滇西南 =>1I1;
西藏香竹 7 3 4+&..&%8&-,#0 L&+#Q #( 7% 滇西南；藏东南；印度东北部 :1;1=
箭竹属（=@IO@:A@$3:B1JB）*-+4(0&- S)/-$Q6 A
冬竹 * 3 80#(8-,- 7% 滇东南、滇西南 =>1I1=
玉山竹属（I@;J@>B1AB@AB T ）@#08-,&- G#-8 M 6 A
滇西南玉山竹 @ 3 .-$3-%&-#+&%- L&+#Q #( 7% 滇西南 =>1I1;
盈江玉山竹 @ 3 4$-,/#$10- L&+#Q #( 7% 滇西南 =>1I1;
长肩毛玉山竹 @ 3 2&4(,0 7% 滇西南 =>1I1;
倭竹亚族 23),’4’#)(’#
刚竹属（=@=;1=E@>B@>B T ）<89$$10%-3890 !%#*6 #( U+$$6 =E
人面竹 < 3 -#+(- </)) 6 #? .6 #( <6 5%46 栽培观赏

美竹 < 3 "-,,&& C/D*0# 云南广布；黄河至长江流域、西南至西藏南部；印度 =E!L
紫竹 < 3 ,&4+- 9+-), 栽培观赏

灰金竹 < 3 ,&4+- 4/)3 8(,1,0&0（9%(M,)R）!(/"M #? 5#-R0# 栽培

方竹属（;@J@==@==）78&"1,1>-">#0- 9/V%-, =E
缅甸方竹 7 3 -+"-%-（C/D*0#）L&+#Q #( 7% 滇西北、滇西南；藏东南；缅甸、印度 :1;1I
滇川方竹 7 3 ,&,4,-,&3- L&+#Q #( P6 U6 C/, 云南；四川西南部；贵州 =>1;
大节竹属（=@>@=B@$3==）A,/10-0- 9$<0+)# :1E
江华大节竹 A 3 0’1,4&10- <6 !6 <Q/, #( F6 96 7/-8 滇西南、滇南、滇东南；贵州南部、广西、湖南 =>1=

!表示德宏原生种数@云南种数@中国种数@世界种数，数据依据孙必兴等（;B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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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分布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属，其次是"竹属（!"#$%&"），在本区有 !" 种及变种（其

中栽培 # 种及变种），二者是最能反映本区气候特征的竹属；! 按竹亚科植物类群分析的

方法（薛纪如等，!$$%），德宏的竹类植物可分为 !& 大类（表 "），其中，具假花序的合轴

丛生类型的原生竹有 ’ 属 (& 种及变种，分别占德宏原生竹亚科植物属和种总数的 %&)和

##*#+)，是德宏原生竹类植物的主要类型。

表 ! 德宏竹亚科植物类群结构分析表

,-./0 " ,10 23456176890: 4; <-=.>:4?@0-0 ?A B014A2

类群结构 C3456176890 属名 C0A>:

真
花
序
类
型

合
轴
型

丛
生
状

秆直立 香竹属（’()#*+*,"-"#%&）
攀援状 悬竹属（.#/-*,"-"#%&）

疏丛状 箭竹属（0"123&)"）

散生状 玉山竹属（4%&("+)"）

假
花
序
类
型

合
轴
型

丛
生
状

秆直立 "竹属（!"#$%&"）、牡竹属（53+61*,"-"#%&）、巨竹属（7)2"+8*,(-*"）、泰竹属（9(:1&*&8",(:&）
半攀援状 空竹属（’3/("-*&8",(:%#）、思劳竹属（;,()<*&8",(:%#）

攀援状 梨藤竹属（=3-*,"-"#%&）、总序竹属（>",3#*$"#$*&）
散生状 泡竹属（?&3%6*&"8,(:%#）

单轴型 大节竹属（ @+6*&"&"）、刚竹属（?(:--*&8",(:&）
复轴型 方竹属（’()#*+*$"#$%&"）

共 !& 大类 !# 属

表 " 德宏竹亚科植物区系统计

,-./0 ( ,10 :6-6?:6?D: 4; ;/43- 4; <-=.>:4?@0-0 ?A B014A2

分布区类型 E30-/76890: 属数 F4* 4; 20A>: 种数 F4* 4; :90D?0:
% G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洲际连续或间断分布 !
#G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连续或间断分布 "
+G 热带亚洲（热带东南亚至印度 H 马来，及热带南和西南太平洋诸岛）； I

+7! G 爪哇（或苏门答腊）、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西南； "
+7" G 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云南南部）分布； ( "

+7"7! G 热带印度至云南南部 !&
+7"7" G 热带印度至云南南部至中南半岛 "
+7"7( G 热带印度至滇西分布（以高黎贡山为中心） "

+7( G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 !
+7I G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 #

!I G 东亚分布 "
!IJKG 中国 H 喜马拉雅 !

!% G 中国特有

!%7! G 华南至西南分布 %
!%7" G 西南 !
!%7( G 云南特有

!%7(7! G 云南南部 !&
!%7(7" G 滇西南 I
!%7(7( G 云南西部 !
总计 ,46-/ !# I%

!#! 种类的分布与区系

分析德宏竹亚科植物 I% 种及变种（不含引种栽培），大致可分为 !" 个类型（表 (）：

" 热带印度 H 华南分布 " 种；# 热带印度 H 云南南部 !& 种；$ 热带印度 H 云南南部 H
中南半岛 " 种；% 热带印度至滇西分布（以高黎贡山为中心）" 种；& 缅甸、泰国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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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分布 ! 种；!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 种；" 中国 # 喜马拉雅 ! 种；

# 华南至西南分布 $ 种；$ 西南 ! 种；% 云南南部 !% 种；& 滇西南 & 种；’ 云南西部

! 种。根据以上分布类型和种类的分析，( 德宏竹亚科植物热带属有 !& 属，占 ’()$*，

温带属仅 + 属；温带分布的种仅 !"#$$%&’()"#& *(++,, ! 种，其余 &$ 种及变种（区系分析时

已除去栽培种）均为热带分布的种类；) 除 -(*./&( $(0,12(、 -(*./&( &,+%&0,+%&(、 3",4
*%+%.(*./&( +,+5+(+,)(、 6+1%&(&( &0%+5,%&(、!"#$$%&’()"#& *(++,, 等外，其余均分布于喜马拉

雅 # 高黎贡山 # 云南南部 # 广西 # 广东一线及其以南地区；* 在进行区系分析的 &$ 种竹

种中，在云南境内的分布，有 ,! 种分布在“田中线”（李锡文和李捷，!--+）以西，占

"’)’-*；+ 有 !’ 种分布到缅甸，占 &%*，说明德宏的竹类区系与缅甸有很密切的联系；

, 有 - 种分布到中南半岛，说明与中南半岛的竹类区系有一定的联系；! 仅有 ( 种分布

到华南，表明德宏与华南地区的竹类区系联系较弱。

德宏竹亚科有许多云南特有和中国特有的种分布，其中云南特有种有 !$ 种，占本地

区全部竹种（&$ 种）的 ,,),,*，中国特有种 +! 种，占本地区全部竹种的 &")"(*。在 !$
种云南特有种中，有 !% 种仅分布在云南南部，说明本地区的竹类区系与滇南、滇西南有

很密切的联系。

!"# 德宏与云南其它地区竹亚科植物的关系

我们把德宏地区与相邻的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怒江州、西双版纳、红河等地的竹亚

科植物种、属作了一个比较（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德宏与这些地区的竹亚科植物属的

相似性系数均很高，全都大于 $%*，说明德宏与这些地区的竹亚科区系都有较强的联系。

云南南部是云南竹亚科植物种、属的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木本竹类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地区间竹亚科植物的属、种的相似性都很大，德宏与西

双版纳的属、种的相似性分别达 -%)-!*和 "+),(*；德宏与红河的属、种的相似性分别

为 (+)(,*和 &&)’"*，特别是种的相似性远高于高黎贡山和怒江地区。这说明德宏与云

南南部地区竹亚科区系的联系比北部的高黎贡山和怒江密切。

表 $ 德宏及相邻地区竹亚科植物属、种相似系数比较

./012 & .32 45651/7 892:15852;< 896=/75;> 02<?22; @239;> /;A <32 ;25>309B75;> /72/4

地区 C72/

属（D2;B4）
总数 德宏与其它地区属共有数 相似性系数

.9</1 E9) 9: >2;B4 89669; <9 F5651/7
@239;> /;A 9<327 /72/4 892::5852;<G*

种（F=28524）
总数 德宏与其它地区属共有数 相似性系数

.9</1 E9) 9: >2;B4 89669; <9 F5651/7
@239;> /;A 9<327 /72/4 892::5852;<G*

德宏 @239;> !" &$
高黎贡山 !! - "")"( &% !+ +’)+&
D/915>9;>43/;
怒江 EBH5/;> - ’ "&)%% &( !+ +")%-
西双版纳 !( !$ -%)-! &’ +- "+),(
I543B/;>0/;;/
红河 J9;>32 !( !+ (+)(, "+ +& &&)’"

F（相似性系数）K +/G（0 L 8 ）M !%%；其中 / # 对比两地的共有属（种）数；0，8 # 出现于一地的属（种）数，都不包

括世界广布属（种）（王荷生，!--+）。表中数据已除去引种和栽培观赏种类；高黎贡山的数据根据杜小红等（!---），

怒江的数据根据辉朝茂等（!--&），西双版纳的数据根据王慷林等（!--,/）和刀建红等（+%%!），红河州的数据根据李

增耀和杨宇明（+%%&），所涉及的属名、种名均根据《云南植物志》、《中国植物志》作了相应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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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从现有的化石证据和基部类群的地理分布推断，竹亚科可能起源于第三纪的冈瓦纳古

陆，最早的木本竹子是热带的，低海拔的（!"#$%，&’’(，郭振华和李德铢，)**)）。德宏

位于劳拉西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的结合区域，由于板块冲撞，境内地貌多样，海拔悬殊，

因而既有古老的热带竹亚科成分分布，又为竹亚科植物的分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些高

山竹类该区域得以分化形成，如 !"#$%&’% (%)*%+’%",’+%、!"#$%&’% -)%&.")/#%、!"#$%&’% 0’-1&#
等都仅分布在滇西南地区。

德宏所处的滇西 + 掸邦 + 马来亚板块（简称掸马板块）是冈瓦纳古陆的边缘部分，第

三纪早始新世时或稍晚，印度大陆板块对欧亚大陆既向北又向东碰撞和俯冲，其结果导致

东侧的高黎贡山等地发生右旋运动，使得掸邦 + 马来板块北移约 ,-* %.（李恒，&’’,），

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喜马拉雅、高黎贡山等山脉的崛起又使得喜马拉雅 + 高黎贡山 + 云

南南部一线以南具备相似的气候，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德宏的竹亚科植物分布都以喜马

拉雅 + 高黎贡山 + 云南南部为界。

杨宇明等（&’’-）将云南竹类分布区划为 - 个自然区，即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类区、

滇东南大中型混合竹类区、滇中暖性中型混合竹类区、滇东北暖性中小型散生竹类区和滇

西北寒温性小型混生竹类区。其中的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类区又分为德宏、保山龙竹、空

竹林区和西双版纳、思茅、临沧龙竹、黄竹、香糯竹林区两个亚区。后来，杨宇明等

（&’’’）又将云南竹类分布区划为 ( 个自然区，将 &’’- 年划分的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类区

的德宏、保山龙竹、空竹林区和西双版纳、思茅、临沧龙竹、黄竹、香糯竹林区两个亚

区，分别提升为滇南热性大型丛生竹区和滇西南热性暖性大中型丛生竹区两个区。西双版

纳是滇南的竹类区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德宏也是滇西南的竹类区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

通过本文的研究，两地的种、属成分有着很高的相似性系数，结合两地的自然条件，我们

认为在作区划时作为同一个自然区的两个亚区较为妥当。当然将这两个竹区乃至云南各大

竹区的全部竹类区系成分作比较分析后得出的自然区划结论将更为可靠。

致谢 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德宏州林业局的杨新凯，潞西市林业局的晏祥文、袁玉美，盈江县林业局

的周涛、杨虎章，以及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杨勇辉、何丁、进同当、何显升等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

心的谢意。特别感谢调查区当地各少数民族，与我们分享他（她）们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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