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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河北赤城
")**''

#

摘
!

要$于
!"#!

"

!"#%

年对河北大海陀自然保护区进行了
%

次全面踏查!并根据植物群落类型及其分布设置样地

进行植物区系组成的详细调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大海陀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的区系组成与分布类型!并将其与周

边相邻
$

个保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进行了比较!以明确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及其特点!为该地区的植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共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

种!隶属于
#">

科!

$!'

属'其中蕨

类植物
#$

科
#'

属
!>

种!裸子植物
!

科
%

属
%

种!被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

#保护区内区域单种属数达到

!$'

个!占总属数的
*>,"?

!反映了该区植物区系组成的复杂性'保护区内维管束植物属可划分为
#*

个分布区类

型!且温带性质的属是构成该区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保护区内种子植物温带分布类型"

>

"

#$

型#共
!>#

属!

占总属数的
)>,%?

'"

%

#对大海陀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相邻的
$

个保护区植物区系组成比例进行比较发现!大海陀

自然保护区与纬度相似的河北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河北雾灵山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组成比例最为相似!同时也

说明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内植物区系组成比例与所处地理区域应有的植物区系组成比例一致'

关键词$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生活型&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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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是指一定地区或国家所有植物种类的

总和!是植物界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特别是在

自然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发展演化的结果)

#

*

'研究

植物的区系组成(分布区类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

*

!如

划分植物受威胁程度等级)

%

*

!发现和保护珍稀濒危

野生物种)

$+*

*

!保护植物的多样性)

&+)

*等'目前!中国

对植物区系的研究主要有对某特定区域植物的科(

属(种的数量统计及其地理分布类型分析)

>+#*

*

!也有

通过聚类不同研究地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的对

比分析)

#&+#>

*

'生物多样性与植物区系相结合是近年

来国外研究的主要方向)

#'

*

!与物种多样性保护也密

不可分)

!"

*

'河北大海陀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北省张家

口市赤城县南端!处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有

典型的山地气候!冬暖夏凉(春秋短促的特点显

著)

!#

*

'在地形地势上!该保护区四面环山!南与北京

市延庆县相邻!以海坨山山脊为界)

!#

*

&在植物区系分

区上!保护区处于泛北极植物区的中国
+

日本森林植

物亚区)

!!

*

&在研究河北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区

系组成的基础上!对比了其与周边地区几个保护区种

子植物属的分布类型'研究结果不仅对河北大海陀

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

周边保护区植物区系地理也具有重要意义'

#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地概况

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在
##*̀$!a

*)b

"

##*̀*)a1

!

$"̀%!a#$b

"

$"̀$#a$"bI

之间!南以

河北省与北京市的省界为界)

!#

*

!总面积
#!&%$

L2

!

!其中核心区面积
$!$>L2

!

!缓冲区面积
%*'"

L2

!

!实验区面积
$)'&L2

!

)

!%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气候属于暖温带至温带的过

渡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气候特点是$冬季最

长!夏季次之!春秋短促)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坐

落于冀北山地和燕山山地&在地质构造上!北部属阴

山构造带东段!南部属燕山构造带'平均海拔大于

#$""2

)

!#

*

'区内地貌复杂!最高山峰为海坨峰!海

拔
!!$#,"2

)

!#

*

!也是河北省与北京市的分界点'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土壤类型分为褐土(棕壤土(山地

草甸土共
%

种类型)

!#

*

'褐土主要分布在低山黄土

台地及河谷地!海拔
#%""2

以下!为主要的土壤类

型之一&棕壤土分布在海拔
'""2

以上!下部与褐

土相连&山地草甸土分布在海拔
#>""2

以上的山

顶草甸和灌丛植被下)

!#

*

'

<,=

!

研究方法

在
!"#!

"

!"#%

年共
%

次进入大海陀自然保护

区内进行全面踏查!并对保护区内不同海拔高度的

典型植物群落设置样地!进行具体调查'调查过程

中!在野外对植物进行现场鉴定!对于难以鉴定的植

物种!采集标本!并参考+河北植物志,和+北京植物

志,等工具书)

!!

!

!$+!&

*进行鉴定&结合保护区历次植物

调查历史资料)

!#

*

!并排除其中的农作物(栽培植物!

进行植物统计&植物生活型和水分生态类型的统计

根据植物生长环境并参考相关工具书)

!!

!

!$

*描述&植

物分布区类型参考相关文献)

#

!

!)+%"

*进行统计'

!

!

结果与分析

=,<

!

植物区系组成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表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共有

野生维管束植物
'""

种!隶属于
#">

科!

$!'

属'其

中蕨类植物
#$

科
#'

属
!>

种!裸子植物
!

科
%

属
%

种!被子植物
'!

科
$")

属
>&'

种!被子植物中双子

叶植物
>#

科
%!&

属
)"&

种!单子叶植物
##

科
>#

属

#&%

种'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植物科(属(种所占全河

北省科(属(种的百分比分别为
&!,>?

(

$','?

(

%%,%?

"表
!

#'

=,=

!

植物区系科的组成分析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野生维管束植物
!"

种"含

!"

种#以上的科共有
#!

个"表
%

#!皆为被子植物!共

计
!!'

属
*#>

种!占总野生维管束植物属的
*%,$?

!

总野生维管束植物种数的
*),&?

'被子植物中!本

区
$"

种"含
$"

种#以上的大科为菊科"

K;2

\

;/.+

537

#(禾本科"

c;3:737

#(蔷薇科"

T;/3:737

#(豆科

"

R7

E

O2.0;/37

#(唇形科"

R3=.3537

#和毛茛科"

T3+

0O0:O43:737

#'这些科均为世界性被子植物大科!

其中蔷薇科在北温带分布较多!在本区出现的种类

主要为温带属'上述大科为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植物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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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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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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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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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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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占全河北省比例

[3=47!

!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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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5.;0;FV3/:O43U

\

4305/;FZ3L3.5O;I35OU7T7/7UV7.0Y7=7.cU;V.0:7

科数
I;,;FF32.4.7/

大海陀

Z3L3.5O;

河北省

Y7=7.cU;V.0:7

百分比

c7U:7053

E

7

%

?

属数
I;,;F

E

707U3

大海陀

Z3L3.5O;

河北省

Y7=7.cU;V.0:7

百分比

c7U:7053

E

7

%

?

种数
I;,;F/

\

7:.7/

大海陀

Z3L3.5O;

河北省

Y7=7.cU;V.0:7

百分比

c7U:7053

E

7

%

?

蕨类植物
c5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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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8

53 #$ !# &&,) #' %) *#,$ !> ') !>,'

裸子植物
J

8

20;/

\

7U2 ! ) !>,& % #$ !#,$ % %! ',%

被子植物
A0

E

.;/

\

7U2 '! #$$ &%,' $") >"' *",% >&' !*)# %%,>

总计
[;534 #"> #)! &!,> $!' >&" $',' '"" !)"" %%,%

表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大科统计表

[3=47%

!

G535./5.:/;F5L7];2.0305F32.4.7/;F

V3/:O43U

\

4305/.0Z3L3.5O;I35OU7T7/7UV7

序号

IO2=7U

科名

X32.4

8

0327

属数

I;,;F

E

707U3

种数

I;,;F

/

\

7:.7/

#

菊科
K;2

\

;/.537 $' #"$

!

禾本科
c;3:737 $! )*

%

蔷薇科
T;/3:737 #) *'

$

豆科
R7

E

O2.0;/37 #> *"

*

唇形科
R3=.3537 #' $"

&

毛茛科
T30O0:O43:737 #% $"

)

百合科
R.4.3:737 #$ %%

>

莎草科
K

8\

7U3:737 & !)

'

十字花科
KUO:.F7U37 #$ !$

#"

伞形科
C2=744.F7U37 #* !%

##

石竹科
K3U

8

;

\

L

8

443:737 ' !!

#!

玄参科
G:U;

\

LO43U.3:737 #% !#

区系的主要组成成分!占主导地位!野生维管束植物

科内种的组成情况见表
$

'

=,>

!

植物区系属种统计分析

=,>,<

!

属种组成
!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海陀自然

保护区共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

属!其中蕨类植物

#'

属!种子植物
$#"

属'从各属中所含种的情况来

看!

#"

种以上的属皆为种子植物!共有
)

属!

#"!

种

"表
*

#!占本区种子植物种数的
##,)?

'野生维管

束植物中区域单种属数达到
!$'

个!占总属数

*>,"?

"表
&

#!种数占总维管植物种数的
!),)?

'

=,>,=

!

植物生活型与水分生态类型
!

大海陀自然

表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科内种的组成

[3=47$

!

G535./5.:/30]:;2

\

3U./;0;F5L7F32.4.7/

;FV3/:O43U

\

4305/.0Z3L3.5O;I35OU7T7/7UV7

种数

I;,;F/

\

7:.7/

科数

I;,;FF32.4.7/

百分比

T357.05L7F4;U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植物大属统计表

[3=47*

!

G535./5.:/;F5L7];2.0305

E

707U3;F

V3/:O43U

\

4305/.0Z3L3.5O;I35OU7T7/7UV7

属
J707U3

种数
I;,;F/

\

7:.7/

委陵菜属
!"#$%#&''( !"

蒿属
)*#$+&,&( #'

薹草属
-(*$. #'

堇菜属
/&"'( #!

蓼属
!"'

01

"%2+ #!

葱属
)''&2+ #"

野豌豆属
/&3&( #"

保护区植物生活型组成有乔木(灌木(半灌木(藤本(

一(二年生草本和多年生草本"表
)

#'其中多年生

草本最多!有
*%&

种!占保护区野生维管束植物的

*',&?

&其次是一(二年生草本!有
#>%

种!占
!",%?

&

灌木
'#

种!占
#",#?

&乔木有
*>

种!占
&,$?

&藤本

!*

种!占
!,>?

&半灌木
)

种!占
",>?

'大海陀自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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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内常绿植物稀少!仅有侧柏"

!'(#

0

3'(42,

"*&$%#('&,

#(油松"

!&%2,#(52'&

6

"*+&,

#为常绿乔木!

虎耳草"

7(.&

6

*(

1

(,#"'"%&

6

$*(

#为多年生常绿草本!

照山白"

89"4"4$%4*"%+&3*(%#92+

#为半常绿灌

木'上述植物生活型和常绿植物缺乏都表明了大海

陀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暖温带性质'

表
A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植物属内种的组成

[3=47&

!

G535./5.:/30]:;2

\

3U./;0;F5L7F32.4.7/

;FV3/:O43U

\

4305/.0Z3L3.5O;I35OU7T7/7UV7

种数

I;,;F/

\

7:.7/

属数

I;,;F

E

707U3

百分比

T357.05L7F4;U3

%

?

#

#" ) #,&

*

"

' %# ),!

!

"

$ #$! %%,!

# !$' *),'

表
B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植物生活型统计表

[3=47)

!

G535./5.:/;F5L74.F7F;U2/;FV3/:O43U

\

4305/.0Z3L3.5O;I35OU7T7/7UV7

生活型

R.V7F;U2

种数

I;,;F

/

\

7:.7/

百分比

T357.0

5L7F4;U3

%

?

乔木
[U77 *> &,$

灌木
GLUO= '# #",#

半灌木
GO=/LUO= ) ",>

藤本
d.07 !* !,>

一(二年生草本
A00O34/;UW.700.34/ #>% !",%

多年生草本
c7U700.34/ *%&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植物水分生态类型分为水

生(湿生(湿中生(中生(旱中生(旱生"表
>

#'其中!

中生植物最多!有
*>)

种!占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的

&*,!?

&其次是旱中生
#"$

种!占
##,&?

&旱生有
#)

种!占
#,'?

&湿生
$!

种!占
$,)?

&湿中生有
#$%

种!占
#*,'?

&水生最少!有
)

种!占
",>?

'

=,>,>

!

维管束植物属的区系划分
!

根据吴征镒)

!)

*

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和中

国植物志)

%"

*中对蕨类植物区系成分的划分!将大海

陀自然保护区蕨类植物
#'

属!种子植物的
$#"

属共

划分为
#*

个分布区类型"表
'

#'

!

#

"世界广布属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蕨类植物

有世界广布属
#!

属!其中种数较多的有木贼属

"

:

;

2&,$#2+

#(蹄盖蕨属"

)#9

0

*&2+

#等&世界广布

属中有种子植物
*#

属!其中种数较多的有薹草属

表
C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植物水分生态类型统计

[3=47>

!

G535./5.:/;F5L77:;4;

E

.:345

8\

7/;F

V3/:O43U

\

4305/.0Z3L3.5O;I35OU7T7/7UV7

水分生态类型

P357U7:;5

8\

7

种数

I;,;F/

\

7:.7/

百分比

T357.05L7F4;U3

%

?

水生
A

9

O35.: ) ",>

湿生
Y

8E

U;

\

L

8

57/ $! $,)

湿中生
Y

8E

U;27/;

\

L

8

57/ #$% #*,'

中生
D7/;

\

L

8

57/ *>) &*,!

旱中生
M7U;27/;

\

L

8

57/ #"$ ##,&

旱生
M7U;

\

L

8

57/ #) #,'

表
D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3=47'

!

AU734+5

8\

7/;FV3/:O43U

\

4305/.0Z3L3.5O;I35OU7T7/7UV7

分布区类型

AU734+5

8\

7

本区属数"蕨类%种子植物#

I;,;F

E

707U3.0Z3L3.5O;

I35OU7T7/7UV7

"

c57U.];

\

L

8

53

%

G

\

7U235;

\

L

8

57

#

占本区总属
"蕨类%种子植物#

T357.05L7F4;U3

"

c57U.];

\

L

8

53

%

G

\

7U235;

\

L

8

57

#%

?

全国属数"蕨类%
种子植物#

I;,;F

E

707U3.0

KL.03

"

c57U.];

\

L

8

53

%

G

\

7U235;

\

L

8

57

#

占全国同类型属数
"蕨类%种子植物#

T357.05L7F4;U3

"

c57U.];

\

L

8

53

%

G

\

7U235;

\

L

8

57

#%

?

#,

世界分布
K;/2;

\

;4.530 #!

%

*# (

%

( %#

%

#"$ (

%

(

!,

泛热带分布
c305U;

\

.: #

%

$' #$,%

%

#%,& $)

%

%&! !%,*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U;

\

,A/.3e[U;

\

,A27U,]./

-

O0:57] "

%

% "

%

",> $

%

&! !,"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H4]P;U4][U;

\

.:/ "

%

* "

%

#,$ #&

%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U;

\

,A/.3e [U;

\

,AO/5U343/.3 "

%

% "

%

",> )

%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U;

\

A/.35;[U;

\

,AFU.:3 #

%

) #$,%

%

#,' #$

%

#&$ ),"

%

$,%

),

热带亚洲分布
[U;

\

,A/.3 "

%

$ "

%

#,# *#

%

&## !*,*

%

",)

>,

北温带分布
I;U5L[72

\

7U357 %

%

#$* $!,'

%

$",$ ##

%

%"! *,*

%

$>,"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1,A/.3e I,A27U,]./

-

O0:57] "

%

!" "

%

*,& $

%

#!$ !,"

%

#&,#

#",

旧世界温带分布
H4]P;U4][72

\

7U357 #

%

*& #$,%

%

#*,& !

%

#&$ #,"

%

%$,#

##,

温带亚洲分布
[72

\

,A/.3 "

%

!" "

%

*,& $

%

** !,"

%

%&,$

#!,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D7].57UU30730

!

P,A/.35;K,A/.3 (

%

$ (

%

#,# (

%

#)# (

%

!,%

#%,

中亚分布
K,A/.3 (

%

) (

%

#,' (

%

##& (

%

&,"

#$,

东亚分布
1,A/.3 #

%

!' #$,%

%

>,# %$

%

!'' #),"

%

',)

#*,

中国特有分布
10]72.:5;KL.03 "

%

) "

%

#,' &

%

!*) %,"

%

!,)

总计
[;534 #'

%

$#" (

%

( !%#

%

%##& (

%

(

!!

注$世界分布未列入百分比'

I;57

$

T357.05L7F4;U3];7/0;5:;053.0K;/2;

\

;4.530[

8\

7,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

卷



表
<E

!

@

个保护区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型百分比

[3=47#"

!

AU734+5

8\

7/

"

?

#

;F

E

707U3;F/77]

\

4305/;F5L7*F4;U3/

分布区类型

AU734+5

8\

7

大海陀

Z3L3.5O;

松山

W7.

-

.0

E

G;0

E

/L30

小五台山

M.3;_O53.

D;O053.0

雾灵山

PO4.0

E

D;O053.0

木兰围场

DO430

c3]];:̂

#,

世界分布
K;/2;

\

;4.530 ( ( ( ( (

!,

泛热带分布
c305U;

\

.: #%,& #",% #%,'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U;

\

,A/.3e [U;

\

,A27U,]./

-

O0:57] ",> ",& ",!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H4]P;U4][U;

\

.:/ #,$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U;

\

,A/.3e [U;

\

,AO/5U343/.3 ",>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U;

\

A/.35;[U;

\

,AFU.:3 #,' !,# !,) !,% #,'

),

热带亚洲分布
[U;

\

,A/.3 #,# ",& #,! #,! ",'

>,

北温带分布
I;U5L[72

\

7U357 $",$ $$,$ $!,> $",* $>,%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1,A/.3e I,A27U,]./

-

O0:57] *,& *,> &,# ),* *

#",

旧世界温带分布
H4]P;U4][72

\

7U357 #*,& #*,* #!,$ #%,* #*,'

##,

温带亚洲分布
[72

\

,A/.3 *,& *,> *,# *,% *,)

#!,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D7].57UU30730

!

P,A/.35;K,A/.3 #,# #,! ! !,% !,&

#%,

中亚分布
K,A/.3 #,' #,* !,! #,$ #,'

#$,

东亚分布
1,A/.3 >,# ),& ),> > *,)

#*,

中国特有分布
10]72.:5;KL.03 #,' #,* # #,$ ",&

总计
[;534 #"" #"" #"" #"" #""

!!

注$世界分布未列入比较'

I;57

$

T357.05L7F4;U3];7/0;5:;053.0K;/2;

\

;4.530[

8\

7,

表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与其他
?

个保护区的位置关系

[3=47##

!

R;:35.;0;FZ3L3.5O;30]$I35OU7T7/7UV7/3U;O0].5

序号

IO2=7U

保护区名称

I35OU7T7/7UV7

"中心#经度
"

K7057U

#

R;0

E

.5O]7

"中心#纬度
"

K7057U

#

R35.5O]7

距大海陀
保护区的距离

Z./530:75;

Z3L3.5O;

%

2̂

最高海拔

Y.

E

L7/5

\

;.05

%

2

面积

AU73

%

2̂

!

#

大海陀
Z3L3.5O; ##*,>$ $",&! ( !!$# #!&%$

!

松山
W7.

-

.0

E

G;0

E

/L30 ##*,)> $",*! #!,! !#'> $&)#

%

小五台山
M.3;_O53.D;O053.0 ##*,#$ %','> '!,) !>>! !#>%%

$

雾灵山
PO4.0

E

D;O053.0 ##),$% $",*& #%$,> !##> #$!$)

*

木兰围场
DO430c3]];:̂ ##),&" $#,'$ !"),' #>'! *"&%)

"

-(*$.

#(堇菜属"

/&"'(

#(蓼属"

!"'

01

"%2+

#等'这

一类型中木本属较贫乏!多为传播能力较强的多年

生草本植物'

!

!

"热带#亚热带分布类型!

!

"

)

型"

!

该类型

有蕨类植物
!

属!占其总属数的
!>,&?

&种子植物

)#

属!占其总属数的
#',>?

'蕨类植物中泛热带分

布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各有
#

属!分别为碗

蕨属"

<$%%,#($4#&(

#和瓦韦属"

=$

>

&,"*2,

#&种子植

物中泛热带分布是最丰富的类型!共
$'

属!占热带

和亚热带分布型"

!

"

)

型#总和的
&',"?

'本区常

见的泛热带分布草本属有鹅绒藤属"

-

0

%(%392+

#(

狗尾草属"

7$#(*&(

#(菜豆属"

!9(,$"'2,

#(大戟属

"

:2

>

9"*5&(

#(打碗花属"

-('

0

,#$

1

&(

#(苦荬菜属

"

?.$*&,

#(拂子茅属"

-('(+(

1

*",#&,

#(天门冬属"

),@

>

(*(

1

2,

#等'木本属有朴属"

-$'#&,

#(枣属"

A&B@

&

>

92,

#(卫矛属"

:2"%

0

+2,

#等'

!

%

"温带分布类型!

>

"

#$

型"

!

该类型共有蕨

类植物
*

属!占其总属数的
)#,*?

!其中北温带分

布型
%

属!分别为羽节蕨属"

C

0

+%"3(*

>

&2+

#(荚果

蕨属"

D(##$233&(

#(岩蕨属"

E""4,&(

#&旧世界温带

和东亚分布型各
#

属'该类型的种子植物共
!>#

属!占总属数的
)>,%?

!可见温带性质的属种是构

成本区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北温带分布型又

占首位!共
#$*

属!包括了中国多数的北温带属!占

全部温带分布属"

>

"

#$

型#的
*#,&?

!此类型草本

属多样!如委陵菜属"

!"#$%#&''(

#(蒿属"

)*#$+&,@

&(

#(葱属"

)''&2+

#(野豌豆属"

/&3&(

#等'木本属也

较丰富!如李属"

!*2%2,

#(柳属"

7('&.

#(杨属"

!"

>

@

2'2,

#(桦木属"

F$#2'(

#等'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型

有
!"

属!占总属数的
*,&?

!包含胡枝子属"

=$,

>

$@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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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等'旧世界温带分布型在本区也较普遍!有

*&

属!占总属数的
#*,&?

'该类型木本属贫乏!草

本属居多!典型的属有沙参属"

)4$%"

>

9"*(

#(鹅观

草属"

8"$

1

%$*&(

#等'温带亚洲分布型有
!"

属!占

总属数的
*,&?

'大多为草本!典型的有锦鸡儿属

"

-(*(

1

(%(

#(孩儿参属"

!,$24",#$''(*&(

#等'东亚

分布属有
!'

个!占总属数的
>,#?

'地中海(西亚

至中亚分布和中亚分布共
$

属!占总属数的
#,#?

'

!

$

"中国特有分布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有中国

特有属
)

个!均为种子植物!分别为虎榛子属"

G,@

#*

0

"

>

,&,

#(红药子属"

!#$*".

01

"%2+

#(独根草属

"

G*$,&#*"

>

9$

#(锥果芥属"

F$*#$*"$''(

#(地构叶属

"

7

>

$*(%,H&(

#(蚂蚱腿子属"

D

0

*&

>

%"&,

#和知母属

"

)%$+(**9$%(

#!占总属数的
#,'?

'

=,?

!

与周边保护区植物区系组成比较

为深入分析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组成

特点!将本保护区的植物区系分布类型与周边
$

个

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区系分布类型做了比较"表
#"

#!

这
$

个自然保护区分别是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

%#

*

(

河北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

#)

*

(河北雾灵山自然保护

区)

%!

*和河北木兰围场自然保护区)

%%

*

!其中松山自然

保护区与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毗邻!雾灵山处燕山山

脉!是燕山主峰!小五台山保护区地处太行山山脉!

为太行山主峰!木兰围场保护区位于内蒙古高原与

冀北山地的交汇地带'

大海陀保护区周边这些保护区的植物属分布类

型均以北温带成分最高!温带分布型"

>

"

#$

#为主'

其中温带分布型所占比例最多的是木兰围场自然保

护区!为
>*,#?

&大海陀保护区所占比例最少!为

)*,>?

'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相距大海陀保护区最

近!为
#!,! 2̂

!但植物属分布类型比例却有一定的

差别!其中热带分布型"

!

"

)

型#大海陀保护区为

#',&?

!松山保护区为
#&,&?

!温带分布型"

>

"

#$

#

大海陀保护区为
)>,%?

!松山保护区为
>#,>?

'成

分比例与大海陀保护区最为相近的保护区是小五台

山保护区和雾灵山保护区!他们距大海陀保护区距离

分别为
'!,) 2̂

和
#%$,> 2̂

'它们的热带分布型和

温带分布型分别为
!",)?

(

)>,$?

和
!",!?

(

)>,*?

'

由表
##

可知!大海陀保护区(雾灵山保护区(小

五台山保护区基本处于同一纬度带上!相近的纬度

代表了相似的温度!这几个保护区的植物属分布类

型也最为相近'木兰围场保护区的纬度在这
$

个保

护区中最高!同时地处冀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交界

处!故较其他保护区更应具有北温带性质'松山保

护区与大海坨保护区虽然相近!但有一定差异!可能

由于松山保护区处于山脉阳坡!干旱程度增加!表现

为温带成分增多!导致热带及泛热带成分比例减少'

%

!

结
!

论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植物组成丰富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共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野生维管束植物种数约

占全河北省种数的
#

%

%

!是河北省植物多样性较为

丰富的地区'本地区优势现象明显!野生维管束植

物
!"

种"含
!"

种#以上的科共有
#!

个!皆为被子植

物!共计
!!'

属
*#>

种!占总野生维管束植物属的

*%,$?

!总野生维管束植物种数的
*),&?

'

>,=

!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属级植物区系组成复杂!温

带性质明显

根据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划分方法!

#*

个植物属的分布类型在大海陀自然保护区中全部具

备!说明该区区系成分丰富!也说明该区区系形成与

起源复杂'该区中单种属寡种属占大多数!野生维

管束植物中区域单种属数达到
!$'

个!占总属数

*>,"?

!种数占总维管植物种数的
!),)?

!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该区的复杂性和起源的古老性'温带性

质的属是构成该区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保护区内

种子植物温带分布类型"

>

"

#$

型#共
!>#

属!占总

属数的
)>,%?

&生活型中多年生草本最多!有
*%&

种!占保护区野生维管束植物的
*',&?

!是主要组

成部分&中生植物最多!有
*>)

种!占保护区维管束

植物的
&*,!?

&保护区常绿植物匮乏!仅占该区植

物总数的
",$?

'表明该区的北温带植被特点

明显'

>,>

!

与周边保护区相比!植物区系组成特点明显

通过比较大海陀自然保护区与北京松山自然保

护区(河北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河北雾灵山自然保

护区和河北木兰围场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比

例发现!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内植物区系组成比例与

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与其纬度相似的河北小五台

山自然保护区(河北雾灵山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组

成比例最为相似'松山自然保护区与该区虽然相

近!但成分比例有一定差异!可能是由于松山处于山

脉阳坡!干旱程度增加!表现为温带成分增多!热带

及泛热带成分减少'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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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琦殷!等$河北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及其与相邻保护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