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林业科学研究　2008, 21 (5) : 713～718
Forest Research

　　文章编号 : 100121498 (2008) 0520713206

浙江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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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仙居县林业局 ,浙江 仙居　317300)

摘要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 115科、336属、616种 ,其中裸子植物 5科 7属 8种 ,被子植物 110科 329属

608种。含 10种以上的科共 15科 ,单、寡种属共 323属 ,其区系地理成分复杂多样 ,在植物区系组成中具有重要作

用。科的分布区类型中 ,泛热带分布型 36科 ,世界分布型 34科 ,分别占总科数的 31. 30%和 29. 57% ;属和种的分布

区类型中 ,都是泛热带分布最多 ,北温带分布紧随其后 ,表现出区系过渡性的特点。科、属、种的特有现象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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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 istic Ana lysis of Seed Plan ts in Kuocangsan Na ture

Reserve of Zhejiang Prov ince

PENG J ia2long, SHI X iao2hua, ZHANG Ru2zhong

(Xianju Forestry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Xianju　3173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t was known that there were 616 species of seed p lants in Kuocangshan Nature Reserve, which belonged

to 336 genera of 115 fam ilies. Among them , there were 8 species of Gymnospermae belonging to 7 genera of 5

fam ilies, 608 species of Angiospermae belonging to 329 genera of 110 fam ilies. There were 15 fam ilies which

consisted of more than 10 species. 323 genera were monotyp ic or oligotyp ic genera. The geographical floristical

components in Kuocangshan Nature Reserve were very comp lex and these species p 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seed

p lant flora. On the distribution type of fam ilies, Pantrop ic type was the dom inant ( 36 fam ilies) , followed by

Cosmopolitan type (34 fam ilies) , accounting for 31. 30% and 29. 57% of the total fam ilies respectively. On the

distribution types of genera and species, Pantrop ic distribution type was the dom inant, followed by north temperate

distribution type, which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nsitionality. Endem ic characteristics of fam ily, genus and

species were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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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区系是一定地区或国家所有植物种类的总

和 [ 1 ]
,是植物界在一定自然条件下 ,特别是自然历史

条件下综合作用和演化的结果 [ 2 ]。对某一地区植物

区系的调查研究是研究该地区不同时空尺度上植物

多样性的重要基础 [ 3 - 6 ]。以吴征镒教授为代表的中

国植物学家通过近 20年的系统研究 ,在研究内容、

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 [ 1, 3 - 5 ]。目前 ,我国对小

区域的研究也在逐渐开展 , 研究内容多种多

样 [ 7 - 11 ] ,这对认识区域植被形成基础 ,演化分析有

重要参考价值。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动植物

“基因库 ”括苍山脉的中段 ,拥有相当面积的常绿阔

叶林 ,植物种类繁多 ,区系成分复杂。近年来 ,临近

的箬寮岘自然保护区、百山祖自然保护区等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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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系都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分析 [ 12 - 13 ]
,为深入研究该

地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作为

扩苍山脉重要核心区域的括苍山自然保护区 ,对其

植物区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以括苍山自然

保护区为研究对象 ,在进行植物系统调查的基础上 ,

对种子植物区系的组成和地理成分进行了分析 ,探

讨其发生发展 ,旨在为该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种群

动态研究、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农林业生产规划提供

基础理论支持。

1　研究地区自然条件概况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仙居县境内 , 28°

31′57″～28°36′37″N, 120°33′29″～120°39′54″E,距

仙居县城 57 km,总面积 3 200 hm
2。保护区的气候

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14. 2 ℃,年降

水量 1 493. 8 mm ,年蒸发量 1 189. 6 mm,年日照时

数 1 785. 5 h,年日照率 40% , ≥10 ℃年活动积温为

2 909 ℃,无霜期 206 d,年相对湿度 82%。土壤类

型有红壤和黄壤两大类 , 以黄红壤和乌黄壤为

主 [ 14 ]。保护区的植被类型呈较明显的垂直分布 ,海

拔 700～800 m以下为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暖

性针叶林 , 800～1 000 m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

温性针叶林 , 1 000 m以上为山地矮林和灌丛。常绿

阔叶林乔木层以壳斗科 ( Fagaceae ) 和山茶科

( Theaceae)种类占优势 ,常见壳斗科的是甜槠 (Cas2
tanopsis eyrei (Champ. ex Benth. ) Tutch)、褐叶青冈

(Cycloba lanopsis stew ard iana (A. Camus) Y. C. H su et

H. W. Len )、大叶青冈 ( Cycloba lanopsis jensen iana

(Hand. 2Mazz. ) Cheng et T. Hong) ,山茶科有木荷

(S ch im a superba Gardn. et Champ. )和格药柃 ( Eurya

m urica ta Dunn)等 ,共有种如多脉青冈 (Cycloba lanop2
sis m ultinervis Cheng et T. Hong) ,白栎 (Q uercus fabri

Hance ) 等 , 还 有 拟 赤 杨 ( A lin iphy llum fortunei

(Hem sl. ) Perk. )、秀丽槭 (Acer elegan tu lum Fang et

P. L. Chiu ) 和 南 酸 枣 ( Choehospond ias axiliaris

(Roxb. ) Burtt et H ill)等落叶树种 ;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如赤皮青冈 ( Cycloba lanopsis g ilva ( B lume )

Oerst. ) - 蓝果树 (N yssa sinensis O liv. )林和木荷 -

枫香 (L iqu idam bar form osana Hance)林 ;针阔混交林

有马尾松 ( P inus m asson iana Lamb. ) - 木荷林、柳杉

(C ryptom eria fortunei Hooibrenk) - 木荷林和甜槠 -

黄山松 ( P inus ta iw anensis Hayata)林等 ;针叶林主要

是分布在海拔较高的黄山松林 ;山地矮林如杜鹃

(R hododendron sim sii Planch. )矮曲林 ;灌丛主要有

胡枝子 (L espedeza bicolor Turcz)灌丛、箬竹 ( Indoca la2
m us tessella tus (Munro) Keng f. )灌丛等。

2　研究方法

依据仙居县林业局多年的野外调查和收集的标

本 ,参考《浙江植物志 》[ 15 ]等统计植物科、属、种的数

量和比例 ,按照吴征镒等 [ 3 - 4 ]的植物地理成分划分

的原则对括苍山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分布区类型进

行划分。

3　结果与分析

3. 1　植物区系的科属种组成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 115科 336

属 616种。其中裸子植物 5科 7属 8种 ,被子植

物 110科 329属 608种。本区种子植物分别占浙

江 [ 16 ] ( 182科 , 1 217属 , 3 367种 )种子植物总数

科的 63. 2 % ,属的 27. 6 %和种的 18. 3 % ,占仙

居 [ 17 ] ( 142科 , 616属 , 1 347种 )种子植物总数科

的 81. 0 % ,属的 54. 6 %和种的 45. 7 %。为了说

明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在浙江省的

地位 ,本文选取区系资料比较完整的百山祖、大

罗山、古田山和天目山 [ 13 , 18 - 20 ]
4个自然保护区进

行比较 (表 1 ) 。

表 1　括苍山与其他 4个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比较

保护区 面积 / hm2 科 属 种

括苍山 3 200 115 336 616

天目山 1 050 140 548 931

古田山 8 107 147 642 1 409

大罗山 11 400 128 413 740

百山祖 10 880 167 700 1 545

由表 1可知 ,括苍山与大罗山自然保护区的种

子植物种类数相近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的种子植物

丰富度比其他 4个保护区均要低。考虑到括苍山自

然保护区的面积比百山祖、大罗山和古田山要小 ,故

可认为括苍山的种子植物还是比较丰富的。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各科所含属、种数差异较

大 (表 2 ) 。含 10种以下的科为 100个 ,占总科数

的 86. 96 % ;属数高达 204 , 占总属数的 60. 71 % ;

种数 333个 ,占总种数的 54. 05 %。 10种以上的

科共 15科含 132属 283种 ,分别占总科、属和种

数的 13 %、39. 3 %、45. 9 %。说明优势科在区系

组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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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级统计

级别
科

总数 占总数比例 /%

属

总数 占总数比例 /%

种

总数 占总数比例 /%

单种科 (1种 ) 32 27. 83 32 9. 52 32 5. 19

寡种科 (2～10种 ) 68 59. 13 172 51. 19 301 48. 86

中等科 (11～20种 ) 10 8. 7 66 19. 64 147 23. 86

大科 (≥21种 ) 5 4. 35 66 19. 64 136 22. 08

(合计 ) 115 100 336 100 616 100

表 3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级统计

级别
属

总数 占总数比例 /%

种

总数 占总数比例 / %

单种属 (1种 ) 212 63. 1 212 34. 42

寡种属 (2～5种 ) 111 33. 04 305 49. 51

中等属 (6～10种 ) 11 3. 27 69 11. 2

大属 (≥11种 ) 2 0. 6 30 4. 87

(合计 ) 336 100 616 100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属内种的组成见表 3,其中

10种以上的属有 13属 ; 2～5种的属有 111属 ,种数

达 305种 ;单种属有 212属。寡种属和单种属共 323

属 517种 ,分别占总属数、总种数的 96. 1%和 83.

9% ,说明区系中属的分化程度较高。

3. 2　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

在明晰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基本组

成的基础上 ,分别对科、属、种 3个分类等级的地理

成分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下。

3. 2. 1　科的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吴征镒等 [ 4 ]关于

中国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系统 ,本区种子植

物 115科可分为 10个分布类型 (表 4)。在括苍山自

然保护区中世界分布科共 34 科 ,占本区总科数

29. 57%;热带成分的科 (第 2 ～ 7 项 ) 51 科 , 占

44. 34%;温带成分的科 (第 8 ～14 项 ) 30 科 ,占

26. 09%。

表 4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科总数百分比 /%

1. 世界分布 34 29. 57
2. 泛热带分布 36 31. 30
3. 东亚及热带南美洲间断分布 9 7. 83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3 2. 61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1 0. 87

7. 热带亚洲 2 1. 74
8. 北温带分布 21 18. 26
9. 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 4 3. 48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1 0. 87
14. 东亚分布 4 3. 48
(总 计 ) 115 100. 00

(1)世界分布科共 34科 ,多为草本 ,如禾本科

( Gram ineae)、菊科 ( Compositae)、车前科 ( Plantagi2

naceae)、唇形科 (Labiatae)等 ,分布在森林群落的草

本层。

(2)热带分布科共 51科 ,其中泛热带分布 36

科 ,是本区植物科成分中的最大成分 ,集中组成了常

绿林群落的优势科 ,如樟科 (Lauraceae )、卫矛科

(Celastraceae)、山茶科 ( Theaceae)、大戟科 ( Euphor2
biaceae)等 ;东亚及热带南美洲间断分布 ,也是本区

热带分布的主要成分之一 ,其中许多科在本区系中

起重要作用。如冬青科 ( Aquifoliaceae )、杜英科

( Elaeocarpaceae)、五加科 (A raliaceae)等。

(3)温带分布科共 30科 ,其中又以北温带分布

比例最大 ,含 21科 ,占本类型总科数的 70% ,如忍冬

科 (Cap rifoliacecae)、杜鹃花科 ( Ericaceae)、报春花

科 ( Primulaceae )、龙胆科 ( Gentianaceae )、桔梗科

(Campanulaceae)等。

一些分布区类型在保护区内是缺失的。如中亚

分布及中国特有等分布区类型。通过对科的统计分

析 ,可以看出 ,热带分布科在本区植物科中占有很大

比重。

此外 ,本区植物有些科是原始、古老的科 , 如

木兰科 (M agnolicaeae) ,一般被认为是最原始的

被子植物之一 ,在该保护区分布的有 5属 9种 ;金

缕梅科 ( Ham am elidaceae)也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

科 ,是许多科、属演化的分支点 ,在该保护区分布

有 4属 5种 ,其中枫香属 (L iqu idam ba r L. ) ,是古

老而原始的木本植物 ,也是浙江的乡土树种 ,分

布较为普遍。此外 ,括苍山植物区系还有多种合

生心皮的柔荑花序类群 ,如桦木科 (B etu landace2
ae) 、杨柳科 ( Salicaceae) 、桑科 (Moraceae)等。以

上可见 ,括苍山植物区系中存在着一些较为原始

或古老的科、属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括苍山植

物区系的起源可能较为古老。

3. 2. 2　属的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吴征镒 [ 3 ]关于中

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的划分方案 ,浙江括苍山自然

保护区 336属可划分为 13个分布区类型 (表 5)。

(1)世界分布的共 25属。木本植物有鼠李属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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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am nus L. )、悬钩子属 (R ubus L. )、槐属 (Sophora

L. )和铁线莲属 ( C lem atis L. ) 4属 ,其他皆是草本 ,

如蓼属 ( Polygonum L. )、千里光属 ( S enecio L. )、堇

菜属 (V iola L. )、鼠麹草属 (Gnapha lium L. )、排草属

(L ysim ach ia L. )、毛茛属 (R anuncu lus L. )等。

(2) 泛热带分布共 62 属 , 占该区总属数的

18. 45%。是本区属数最多的分布型。本分布型不

少属是组成括苍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的重要成

分 ,可见本类型强烈地影响了本区的区系组成。组

成林木上层的主要有本区的大属冬青属 ( Ilex L. )和

山矾属 (Sym plocos Jacp. ) ,还有杜英属 ( E laeocarpus

L. )、榕属 ( F icus L. )等 ;灌木层主要有卫矛属 ( Eu2
onym us L. )、菝葜属 (Sm ilax L. )等 ;林下草本植物有

凤仙花属 ( Im patiens L. )、冷水花属 ( P ilea L indl. )、

金粟兰属 ( Chloran thus Sw. )、天胡荽属 ( Hydrocoty le

L. )、白酒草属 ( Conyza Less. )等 ,同时还有藤本属

植物。在泛热带分布类型中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

美洲间断分布和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均包含 1属 ,分别是石胡荽属 (Centipeda Lour. )和粗

叶木属 (L asian thus Jack)。

表 5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种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属数 占属总数百分比 /% 种数 占种总数百分比 /%

1. 世界分布 25 7. 44 50 8. 12

2. 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62 18. 45 147 23. 86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7 2. 08 20 3. 25

4.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20 5. 95 31 5. 03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及其变型 11 3. 27 17 2. 76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9 2. 68 11 1. 79

7. 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 29 8. 63 56 9. 09

8.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61 18. 15 117 18. 99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及其变型 30 8. 93 63 10. 23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17 5. 06 22 3. 57

11. 温带亚洲分布 4 1. 19 5 0. 81

14.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57 16. 96 73 11. 85

15. 中国特有分布 4 1. 19 4 0. 65

(总计 ) 336 100 616 100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共 7属 ,占本

地区总属数 2. 08% ,绝大部分是木本属 ,如柃属

( Eurya Thunb. )、木姜子属 ( L itsea Lam. )、楠属

( Phoebe Nees)、苦木属 ( P icrasm a B l. )、泡花树属

(M eliosm a B l. )等。对于这一分布型 ,一般认为起源

于古南大陆 ,但据李锡文的研究 [ 5 ]认为 ,该分布型中

的木姜子属可能起源于我国南部至印度、马来西亚。

因此 ,这一分布型的起源可能比过去所认为的更

复杂。

(4)旧世界热带分布属共 20属 ,占全区总属数

的 5. 95%。正如吴征镒指出 ,这一分布型的热带性

更强且富有古老和保守成分。木本属和草本属多为

少种属或单种属 ,如野桐属 (M allotus Lour. )、海桐花

属 ( P ittosporum Banks ex Soland. )、八角枫属 (A lang i2
um Lam. )、楼梯草属 ( E la tostem a Gaud. )。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共 11属 ,占

总属数的 2. 68%。大多为木本 ,如柘属 ( Cudran ia

Trec. )、樟属 ( C innam om um Trew )、香椿属 ( Toona

Roem. )、野牡丹属 (M elastom a L. )等 ,草本属仅包括

淡竹叶属 ( L ophatherum B rongn. )、姜属 ( Z ing iber

Boehmer)、兰属 (Cym bid ium Sw. )和石仙桃属 ( Pholi2
dota L indl. ) 4个属。

(7) 热带亚洲分布属共 29 属 , 占总属数的

8. 63%。它们也是组成本区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

分 ,对本区的区系组成也有较大的影响 ,本分布区主

要木本属有青冈属 ( Cycloba lanopsis Oerst. )、木兰属

(M agnolia L. )、构 属 ( B roussonetia L Hérit. ex

Vent. )、润楠属 (M achilus Nees)、新木姜子属 (N eolit2
sea Merr. )、茶属 ( Cam ellia L. )、山胡椒属 (L indera

Thunb. )等 ;草本属有蛇莓属 (D uchesnea Sm ith)、糯

米团属 ( Gonosteg ia Turcz. )、草珊瑚属 ( Sa rcand ra

Gardn. )等。此外 ,单种属木荷属 ( Sch im a Reinw. )

和拟赤杨属 (A ln iphy llum Matsum. )分别分布于爪

哇、喜玛拉雅和我国华南、西南 ,越南至我国华南

(西南 )。

(8)北温带分布属共 61属 ,占本区总属数的

18. 15% ,其总属数位居本保护区分布型的第二位

(仅次于泛热带分布 ) ,木本属较丰富 ,如裸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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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松属 ( P inus L. )、柏木属 (Cupressus L. )、红豆杉

属 ( Taxus L. ) ,被子植物中的杨属 ( Populus L. )、柳

属 (Sa lix L. )、槭属 (A cerL. )、栎属 (Q uercus L. )、苹

果属 (M a lus M ill. )等是构成本区落叶阔叶林的优势

成分。构成落叶阔叶林下木层和灌丛的有花楸属

(S orbus L. )、山梅花属 ( Philadelphus L. )、荚蒾属

(V ibu rnum L. )、胡颓子属 ( E laeagnus L. )、蔷薇属

(R osa L. )和杜鹃花属 (R hododendron L. )等 ,草本常

见的有天南星属 (A risaem a Mart. )、紫菀属 (A ster

L. )、黄精属 ( Polygona tum M ill. )。

(9)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共 30属 ,占总数属的

8. 93%。乔木属主要有栲属 (Castanopsis Spach)、石

栎属 (L ithoca rpus B lume)等 ;灌木属主要有十大功劳

属 (M ahonia Nutt. )、绣球属 (Hyd rangea L. )、胡枝子

属 (L espedeza M ichx. )等。草本属基本上都是单种

属 ,如金刚大属 (C room ia Torr. ex Torr. et Gray)等。

(10)旧世界温带分布属共计 17属 ,占本区总属

数的 5. 06%。其中包括地中海、西亚 (或中亚 )和东

亚间断分布变型 3属 ,欧亚和南部非洲 (有时也在大

洋州 )间断分布变型 1属。绝大部分是草本属如重

楼属 ( Paris L. )、益母草属 (L eonurus L. )等。

(11)温带亚洲分布属共 4属 ,占本区总属数的

1. 19%。

(12)东亚分布及其变型共 57属 ,占本区总属数

的 16. 96%。其中全东亚分布 26属 ,木本的种类如

五加属 (A canthopanax M iq. )、旌节花属 ( S tachyurus

Sieb. et Zucc. )、三尖杉属 ( Cephalotaxus Sieb. et

Zucc. )、猕猴桃属 (A ctin id ia L indl. )等 ,草本的有败

酱属 ( Patrin ia Juss. )、山麦冬属 (L iriope Lour. )、石

荠宁属 (M osla Buch. 2Ham. ex Maxim. )和兔儿风属

(A insliaea DC. )等。中国 - 喜玛拉雅分布 11属 ,如

鹰爪枫属 ( Holboellia W all. )、八角莲属 ( D ysosm a

Woodson)、梧桐属 ( F irm iana Marsili. )兔儿伞属 (Sy2
neilesis Maxim. )等 ;中国 - 日本分布有 20属 ,如柳

杉属 ( C ryptom eria D. Don)、山桐子属 ( Idesia Max2
im. )、化香属 ( P la tycarya Sieb. et Zucc. )、桔梗属

( P la tycodon A. DC. )等。

(13) 中国特有属共 4 属 , 占本区总属数的

1. 19%。有杉木属 ( Cunningham ia R. B r. )、青钱柳

属 ( Cyclocarya Iljinskaja )、大血藤属 ( S argen todoxa

Rehd. etW ils. )、山拐枣属 ( Poliothyrsis O liv. )在本

区域都是单种属。

3. 2. 3　种的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科、属相同的标

准 ,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 616种 ,可分为 13

种分布类型 (表 5)。

(1)世界分布种共 50种 ,以林下灌木和杂草为

主 ,如重瓣铁线莲 (C lem atis f lorida Thunb. var. plena

D. Don)、红腺悬钩子 (R ubus sum atranus M iq. )、山鼠

李 (R ham nus w ilson ii Schneid. )、鼠麹草 (Gnapha lium

affine D. Don)、水蓼 ( Polygonum hyd ropiper L inn. )、

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 icum Thunb. ex Murr. )、过路

黄 (L ysim ach ia christinae Hance)等。

(2)热带分布种共 282种 ,占总种数的 45. 78% ,

在植物区系和植被组成中具重要作用。泛热带分布

及其变型 147种 ,占总种数的 25. 97% ,是本区分布

最多的种 ,代表植物如冬青 ( Ilex purpurea Hassk. )、

榕叶冬青 ( Ilex f icoidea Hem sl. )、卫矛 ( Euonym us

a la tus ( Thunb. ) Sieb. )、杜英 ( Elaeoca rpus decipiens

Hem sl. )、山矾 (Sym plocos sum untia Buch. 2Ham. )等 ,

它们组成括苍山森林植被乔灌木的主体 ;热带亚洲

分布及其变型种 56 种 ,以木本为主 ,如深山含笑

(M ich ilia m audiae Dunn)、油茶 (Cam ellia oleifera A2
bel. )、细叶青冈 ( Cycloba lanopsis gracilis ( Rehd. et

W ils. ) Cheng et T. Hong)等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

断分布种、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种及其变型

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种在本区所占的比例都

不超过 4% ,但所包含的物种也是组成该自然保护

区优势建群种的主要组份。

(3)温带分布种共 284种 ,占总种数的 46. 1% ,

其中以北温带分布及变型最多 ,乔木种如马尾松

( P inus m asson iana Lamb. )、鹅耳枥 ( Carpinus turcza2
n inow ii Hance)、白栎 (Q uercus fabri Hance)等 ,灌木

种有浙闽樱 ( P runus schneideriana Koehne )、忍冬

(L onicera japon ica Thunb. )、荚蒾 (V iburnum dila ta2
tum Thunb. ) 等 , 草本种有香青 ( A naphalis sin ica

Hance)、大蓟 (C irsium japon icum DC. )、天南星 (A ri2
saem a heterophyllum BL. )等。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

布及其变型共 63 种 , 有甜槠 ( Castanopsis eyeri

(Champ. ex Benth. ) Tutch)、石栎 (L ithocarpus g laber

( Thunb. ) Nakai)、美丽胡枝子 ( L espedeza form osa

(Vog) Koehne )、络石 ( Trachelosperm um jasm inoides

(L indl). Lem. )等。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共 73 种 , 占总种数的

11. 85% ,其中东亚分布最多 38种 ,大多为灌木层物

种 ,代表植物有三尖杉 ( Cephalotaxus fortunei Hook.

f. )、溲疏 (D eutzia scabra Thunb. )、旌节花 (S tachy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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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 ch inensis Franch. )、毛 竹 ( Phyllostachys edu lis

(Carr. ) H. de I Lehaie)等 ;中国 - 日本分布 23种 ,

主要有柳杉 ( C ryptom eria fortunei Hooibrenk)、枳椇

( Hoven ia acerba L indl. )、半 夏 ( P inellia terna ta

( Thunb. ) B reit. ) ;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 12种 ,如兔

儿伞 ( Syneilesis acon itifolia (Bunge) Maxim. )、八角

莲 (D ysosm a versipellis ( Hance) M. Cheng)等。它们

多为括苍山中高山森林植被和灌丛植被的建群种或

优势种 ,在区系和植被组成中具有突出作用。

中国特有分布 4种 ,仅占总种数的 0. 65% ,包括

杉木 (Cunningham ia lanceola ta (Lamb. ) Hook. )、青

钱柳 ( Cyclocarya pa liurus (Batal. ) Iljinskaja. )、大血

藤 (S argen todoxa cunea ta (O liv. ) Rehd. et W ils. )、山

拐枣 ( Poliothyrsis sinensis O liv. )。

4　结论

基于对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属、种组

成及地理成分的分析和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 :

(1)该区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共有种子植物 115

科、336属、616种。其中裸子植物 5科 7属 8种 ,被

子植物 110科 329属 608种。本区种子植物分别占

浙江种子植物总数科的 63. 2% ,属的 27. 6%和种的

18. 3% ,占仙居种子植物总数科的 81. 0% ,属的

54. 6%和种的 45. 7%。相比其他 4个保护区 ,该保

护区面积不大 ,但保存丰富的种类。

(2)种子植物各科所含属、种数差异较大。大

科占总科数的比例较小 ,但含有较多的属、种数 ,在

区系中占主导地位。10种以上的科共 15科含 132

属 283种 ,分别占总科、属和种数的 13%、39. 3%、

45. 9%。对属的组成而言 ,单、寡种属占有绝对优

势 ,共 323属 517种 ,分别占总属、种数的 96. 1%和

83. 9% ,说明区系中属的分化程度较高。

(3)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复杂多样。泛热带分布

科居多 ,共 36科 ;其次是世界分布科 ,共 34科。属

和种的分布区类型中 ,都是泛热带分布最多 ,北温带

分布紧随其后。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之间相比较 ,

则热带成分的科数较多 ,但属数较少 ,种数则较多 ,

温带成分的科数较少 ,但属种数较多 ,种数较少。这

是南北过渡地带在植物区系上所表现的一个特征。

(4)科、属、种的特有现象不明显。没有中国特

有科 ,中国特有属仅 4属 ,占总属数的 1. 19% ;中国

特有种 4种 ,占总种数的 0. 65% ,这与中国特有属在

我国分布状况有关 ,即总规律是以云南或西南为中

心 ,向华东、华南和西北不同方向辐射状分布 ,并逐

渐减少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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