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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重点阐述法瑞地植物学学派的植物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作者40多年来从事这一学科教学
、科研和实践经验的总结。
作者1957年用英美地植物学学派的方法完成丽江玉龙山植物群落调查研究时，首次接受朱彦丞的植物
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此很感兴趣。
朱彦丞是法瑞学派领导人Braun-Blanquet的大弟子，是我国植被巨著《中国植被》和《云南植被》的主
编之一。
他继承和发展了法瑞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在植被的植物社会学分类系统、盖度系数的创立、特征种的
确定、植物群丛表的建立等方面有所创新。
1962年作者跟随朱彦丞到当时的东北林业土壤研究所，学习他讲学后，又到小兴安岭林区实地传授法
瑞植物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扎实地学到了野外调查和室内整理的一套方法。
作者研究生期间师从曲仲湘，毕业后，又正式师从朱彦丞，听他的系统讲座、学理论、学方法、亲实
践，逐渐具有了独立从事区域植被植物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能力。
1962～1965年，在朱彦丞亲自带领下，作者进行了昆明西山常绿阔叶林植被、滇西北哈巴雪山垂直带
植被、滇东北大海地区亚高山植被、滇北禄劝乌蒙山地植被的法瑞学派方法调查研究，于1965年在《
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上发表了法瑞学派区域植被研究的论文。
从此，作者对法瑞学派的植物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
作者潜心学习了。
Braun-Blanquet的著作和朱彦丞早期论文，以及法瑞学派著名专家Poore、Becking、Westhoff和Maarel
、MJeller-Dombois和Ellenberg等系统介绍法瑞学派理论与方法的论著。
1982年以后，作者带领自己的硕士研究生，采用法瑞学派的植物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到云南各地调查
研究各种类型植被。
例如，滇西北迪庆州的亚高山和高山植被，特别是纳帕海、碧塔海、属都湖的湖周草甸湿地和森林植
被；滇东南和滇南的亚热带、热带草丛和灌草丛植被；无量山和哀牢山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植被；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植被；金沙江、元江、怒江、澜沧江的干热河谷植被（河谷型半萨王纳植被）和
干暖河谷植被（河谷型马基植被），等等。
作者从1981年开始，单独或与弟子先后发表法瑞学派的论文和专著，均列于本书的参考文献中，其
中2000年出版的《元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干热河谷植被》是法瑞学派学术专著的代表作。
作者一些重要的法瑞学派式的论文均收集在2005年出版的《云南植被生态学与植物地理学研究——金
振洲论文选集》中，供有意学习法瑞学派植物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后生学子们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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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植物社会学是植被生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好植被生态学必须先学好植物社会学。
本书阐述的是地植物学学派中法瑞学派关于植物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法瑞学派也称植物社会学学派，是世界四大地植物学学派中最有特色的学派，盛行于欧洲和日本，其
他各国也在发展。
本书是作者多年授课和长期从事区域植被的植物社会学研究及实践的经验总结，书中有较多原创性内
容，是面向亚热带、热带植被，带有中国特色的植物社会学。
本书阐述8个主要理论和系统、20多项野外和室内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群落中植物种类成分的植物社
会学价值、植物群丛单位理论、特征种理论、独特的植被分类系统、植物群落分析特征表达法、植物
群落综合特征表达法、样地记录法、群落类型排表法等。
最后增加了吴征镒分布区类型的植物区系成分统计法，作为植物社会学研究的补充。
    本书可作为有关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植被生态学方面教学与科研的参考书，以及大学本科生和硕士
、博士研究生的参考书或教材等，也可供国土植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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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等，大型专著《中国植被》和《云南植被》的主要编著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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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有2部专著和18篇论文，获得2003年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05年出版《云南植被生态学与植物地理学研究——金振洲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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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统计参考文献术语(附外文)分章集编与索引附录一  植物生活型的分类系统附录二  植被分类系统和
单位附录三  3至20个样地的盖度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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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植被研究中的植物社会学学派　　第一节　植物社会学学派在世界地植物学学派中的地
位　　一、地植物学学派及其形成　　（一）什么是地植物学　　地植物学（geobotany）这一术语
是19世纪德国的Grisebach提出的，以后广泛应用于欧洲大陆，而英国与美国则不常应用。
我国20世纪50年代因受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的概念是：地植物学等同于植物群落学（phytocoenology
），甚至含义更广一些，见雅鲁森科的《植被学说原理》、贝科夫的《地植物学》等著作。
地植物学在我国逐渐形成了“关于研究植被的科学”的概念。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把地植物学等同于植被科学（vegetation science）。
目前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国际学会，称“植被科学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Vegetation
Science，IAVS），至2004年，发展到世界各大洲达84个国家，其名册中有入会会员1527人，其中最多
为美国（222人），次为德国（208人），中国有50人参加。
植被科学与植物群落学基本相同，概念与范围上却还有些差异。
　　即使地植物学发源于欧洲大陆，长期以来对地植物学的概念、范围也不统一。
德国学者Mueller-Dombois和Ellenberg（1986）采用了很广的概念，可称广义地植物学，如果按他们的
概念，我们还要学习很多学科。
他们认为地植物学包括以下4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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