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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通过野外调查(采集标本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编制福建梁野山自然保护区野生种子植物名录!进行植物

区系组成和分布区类型的分析!并将其与周边相邻
!

个保护区的植物区系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

#梁野山自然保

护区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

科
))!

属
#&3'

种!种类丰富'"

!

#区系地理成分以热带分布型为主!其中在科级水平

上热带分布型所属科共有
'$

科!占总科数的
)3,)+;

&在属级水平上热带性质分布型的属有
%+#

属!占总属数的

)",'!;

'但相当数量温带成分的存在!体现了亚热带植物区系的特点'"

%

#对梁野山保护区与周边相邻的武夷山

和南靖南亚热带雨林保护区的植物区系比较发现!梁野山种子植物区系属数的热带属数%温带属数"

!

%

"

值!

#,))

#

高于武夷山的
!

%

"

值"

#,#"

#而低于南靖南亚热带雨林保护区的
!

%

"

值"

!,)'

#!梁野山种子植物区系与该相邻
!

个保护区的相似性系数非常接近!但在区系成分上!梁野山既有与武夷山共有而南靖南亚热带雨林保护区没有分

布的温带成分!也有与南靖南亚热带雨林保护区共有而武夷山没有的热带成分!说明梁野山植物区系与其地处武

夷山脉南端的地理位置相一致!具有明显的从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特点'

关键词$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植物区系&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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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梁野山自然保护区!处在武夷山脉与南岭

山脉交汇点!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过渡地带!拥有全

球北回归线荒漠带上特殊位置上分布的较完整的中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是集物种与生态保护(

水源涵养(科普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对外交流与合

作(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野生植

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

'

在区域物种多样性的形成机制和变化预测(珍

稀濒危物种评价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评估(自然保护

区建设与规划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中!植物区

系特征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为此!

对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进行统计分析!

为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依据'

#

!

研究区概况

福建梁野山自然保护区地处福建(广东(江西的

结合部!武夷山脉最南端!地理坐标
##)̂""_

"

##)̂#$_

4

!

!$̂"&_

"

!$̂!"_?

!总面积
#&%)$I5

!

!其中核心区

面积
$!%!I5

!

!缓冲区面积
$3%&I5

!

!试验区面积

%#33I5

!

'由于受东南海洋气流的影响!保护区平

均气温
#+,"

"

#3,)`

!极端最高温度
%'̀

!极端最

低温度
(),% `

!大于
#" `

的年平均活动积温

$"""

"

$3""`

!无霜期为
!+'B

!年降雨量
#+"),$

55

!常年相对湿度
+';

!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湿润气候&保护区海拔高度
!+%

"

#$%',&5

!

#"""

5

以上的山峰有
#"

多座!最高峰梁山顶海拔

#$%',&5

!也是武平县境内最高山峰'保护区地形

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构成了多种多样的小气候环

境!具有山地气候特征'成土母质以花岗岩风化而

成!土壤在区内随海拔高度呈明显的垂直分布'

!+%

"

)""5

为红壤分布区!

)""

"

3""5

为黄红壤分布

区!

3""

"

#&$"5

为黄壤分布区!

#&$"

"

#$%',&5

为山地草甸土分布区+

!

,

'

!

!

研究方法

根据梁野山的地形地势!选择不同生境(方向(

海拔和不同的森林群落有重点的布设路线进行野外

调查!并采集标本!结合查阅资料+

!*&

,

!依据-福建植

物志.(

TWaZ

-中国植物志.全文电子版网站"

IM*

M

K

$%%

NL

K

/,CN7:L6,90

%#等进行鉴定分类!并经-中国

植物志.英文修订版"

IMM

K

$%%

\\\,N7:L6:N9I.06,

:L

F

%#校对'裸子植物按郑万钧系统"

#3+$

#(被子植

物按恩格勒系统"

#3)&

#整理成-福建梁野山自然保

护区种子植物名录.!科的分布区类型按照李锡文+

$

,

的划分方法(属的分布区类型按-种子植物分布区类

型及其起源和分化.

+

)

,进行划分'

由于栽培植物不能代表本地植物区系&即使是

归化植物!它们也不能代表两地植物区系的自然关

系+

+*3

,

'因此!用于植物区系统计分析的植物名录为

自然分布在梁野山保护区内的种子植物'

%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统

计分析

=,>

!

梁野山种子植物种类组成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种类丰富!到目前

记录为止!共有种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含亚种(变种(变型!不含栽培变种#!其中自然分布

的种子植物
#$&

科
))!

属
#&3'

种!分别占福建自

然分布的种子植物科(属(种总数 "

#')

%

##$!

%

%%%3

#

+

3

,的
'!,'";

(

$+,&+;

和
&&,');

!具体组成

见表
#

'

=,?

!

梁野山种子植物科的分析

根据各科所含种数的多少将梁野山自然保护区

种子植物
#$&

科划分为
$

个等级"表
!

#'其中大于

$"

种的科
&

个!按含种数多少依次是禾本科"

@L6*

5.0C6C

!

$&b##!

#(菊科"

H:5

K

:/.M6C

!

&#b++

#(蔷薇

#%'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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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W:/69C6C

!

!#b))

#(豆科"

T6Y69C6C

!

%#b)$

#!都

是全球广布的大科&

!#

"

$"

种的科有
#$

个!按含种

数多少依次为莎草科"

H

JK

CL69C6C

!

#&b&3

#(茜草科

"

WAY.69C6C

!

!$b&+

#(壳斗科"

T6

F

69C6C

!

)b&%

#(樟

科"

16AL69C6C

!

3b&!

#(茶科"

SIC69C6C

!

3b%)

#(杜

鹃花科"

4L.969C6C

!

)b%!

#(大戟科"

4A

K

I:LY.69C6C

!

#&b!'

#(兰科"

cL9I.B69C6C

!

#'b!+

#(蓼科"

a:7

JF

:*

069C6C

!

$b!$

#(冬青科"

=

8

A.N:7.69C6C

!

#b!$

#(桑科

"

P:L69C6C

!

)b!&

#(唇形科"

16Y.6M6C

!

#)b!%

#(百

合科 "

1.7.69C6C

!

#!b!%

#(荨 麻 科 "

GLM.969C6C

!

+b!!

#(紫金牛科"

P

J

L/.069C6C

!

$b!!

#等!其中泛

热带分布有
3

个科!占
)";

'以上
#3

科共含有
%""

属(

+''

种!分别占该区系科(属(种总数的
#!,%&;

(

&$,%!;

和
$!,)";

!较少的科含有较多的种!种类

数量的优势性明显!在保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和植

被中起着重要作用'按照潘晓玲等+

#"

,

(李瑞国等+

##

,

对表征科的确定方法!这
#3

个优势科在中国植物区

系范围内的表征科是壳斗科(樟科(蓼科(冬青科(桑

科和紫金牛科等
)

科!其中泛热带分布有
&

科!旧世

界热带分布
#

科!北温带分布
#

科&但热带成分科不

是典型的热带科&而壳斗科(樟科和桑科等科的植物

是当地森林植被的建群种和优势种'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
#$&

科种子植物除热带亚洲

至热带非洲(旧世界温带(温带亚洲(中亚等分布类

型外的
#"

种分布区类型均有分布!显示了该地区种

子植物科的地理成分复杂(联系广泛'统计各分布

区类型所占比例"表
%

#!除世界分布外!该种子植物

区系以泛热带分布"含变型!下同#的科最多!有
)3

科!占"世界分布除外!下同#

$),$$;

&其次是北温带

分布!有
!+

科!占
!!,#%;

&其余各分布类型均小于

$;

'热带分布"

!

至
+

分布型#有
'$

科!占科总数

"世界分布除外!下同#的
)3,)+;

&温带分布"

'

至

#&

分布型#有
%+

科!占
%",%%;

'热带性质的科数

是温带性质的
!,%"

倍!说明该区系的热带亲缘!但

没有出现如龙脑香科"

>.

K

MCL:96L

K

69C6C

#(肉豆蔻科

"

P

J

L./M.969C6C

#及山榄科"

Z6

K

:M69C6C

#等典型热带

植物区系的特征科'

由此可见!无论是优势科还是表征科或是全部

种子植物科的地理成分都反映了保护区种子植物区

系明显的热带亲缘!同时相当数量温带成分的存在!

体现了亚热带植物区系的特点+

#!

,

'

=,=

!

梁野山种子植物属的分析

属作为分类学上最自然的类群!相互间能更好

地划清界限!在植物区系分析中相对于科来说更准

确(更重要+

+

,

'梁野山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属级

类群以
$

种和
$

种以下的属最丰富"表
&

#!它们占

区系总属数的
3!,+$;

(总种数的
)3,!%;

!为该区

种子植物属的主要组成成分!是该区系多样化的主

表
>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组成

S6Y7C#

!

T7:L69:5

K

:/.M.:0:N/CCB

K

760M/.01.60

FJ

C/I60?6MALCWC/CLOC

类型

H6MC

F

:L

J

科

T65.7

J

科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N65.7.C/

%

;

属

@C0A/

属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

F

C0CL6

%

;

种

Z

K

C9.C/

种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

K

C9.C/

%

;

裸子植物
@

J

50:/

K

CL5 + &,$$ #! #,'# #) #,"+

被子植物

=0

F

.:/

K

CL5

双子叶植物
>.9:M

J

7CB:0 #!) '#,'! $#+ +',#" #!#& '#,"&

单子叶植物
P:0:9:M

J

7CB:0 !# #%,)% #%% !","3 !)' #+,'3

小计
ZAYM:M67 #&+ 3$,&$ )$" 3',#3 #&'! 3',3%

总计
S:M67 #$& #"" ))! #"" #&3' #""

表
?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含有不同物种数等级的科数及其属(种的总数

S6Y7C!

!

?:,:N/CCB

K

760MN65.7.C/9:0M6.0.0

F

B.NNCLC0M0A5YCL:N/

K

C9.C/

!

60BMICM:M670A5YCL:N

F

C0CL660B/

K

C9.C/YC7:0

F

M:MIC/CN65.7.C/.01.60

FJ

C/I60?6MALCWC/CLOC

科的物种数

Z

K

C9.C/0A5YCL

.0:0CN65.7

J

科数

?:,:N

N65.7.C/

占总科数的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N65.7.C/

%

;

含属数

?:,:N

F

C0CL6

占总属数的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

F

C0CL6

%

;

含种数

?:,:N

/

K

C9.C/

占总种数的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

K

C9.C/

%

;

"

$# & !,)" #&' !!,%$ %!" !#,%)

!#

"

$" #$ 3,+& #$! !!,3) &)' %#,!&

##

"

!" #$ 3,+& '# #!,!& !!3 #$,!3

!

"

#" 3! $3,+& !$% %',!! &$% %",!&

# !' #',#' !' &,!% !' #,'+

合计
S:M67 #$& #"" ))! #"" #&3' #""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

卷



表
=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和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S6Y7C%

!

>./ML.YAM.:0M

JK

C/60B0A5YCL/:N/CCB

K

760MN65.7.C/60B

F

C0CL6.01.60

FJ

C/I60?6MALCWC/CLOC

分布区类型

>./ML.YAM.:0M

JK

C

科数

?:,:N

N65.7.C/

比例

aCL9C0M6

F

C

%

;

属数

?:,:N

F

C0CL6

比例

aCL9C0M6

F

C

%

;

#,

世界分布
H:/5:

K

:7.M60 %! ( $! (

!,

泛热带分布
a60ML:

K

.9 )3 $),$$ #$' !$,3"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SL:

K

,=/.6d SL:

K

,=5CL,B./

-

A09MCB & %,!'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c7B]:L7BSL:

K

.9/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SL:

K

,=/.6M:SL:

K

,=A/ML676/.6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SL:

K

,=/.6M:SL:

K

,=NL.96 " " !+ &,&%

+,

热带亚洲分布
SL:

K

,=/.6

"

V0B:*P676

J

/.6

#

) &,3! '$ #%,3%

',

北温带分布
?:LMISC5

K

CL6MC !+ !!,#% '$ #%,3%

3,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4,=/.6d?,=5CL,B./

-

A09MCB ) &,3! &! ),'3

#",

旧世界温带分布
c7B]:L7BSC5

K

CL6MC " " !% %,++

##,

温带亚洲分布
SC5

K

,=/.6 " " ! ",%%

#!,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PCB.MCLL60C6

!

],=/.6M:H,=/.6 " " # ",#)

#&,

东亚分布
4,=/.6 % !,&) +# ##,)&

#$,

中国特有分布
40BC5.9M:HI.06 # ",'! #$ !,&)

合计
S:M67 #$& #"" ))! #""

表
@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含有不同物种数等级的属数及其总的物种数

S6Y7C&

!

?A5YCL:N/CCB

K

760M

F

C0CL69:0M6.0.0

F

B.NNCLC0M0A5YCL:N/

K

C9.C/

!

60BMICM:M670A5YCL

:N/

K

C9.C/YC7:0

F

M:MIC/C

F

C0CL6.01.60

FJ

C/I60?6MALCWC/CLOC

属的物种数

Z

K

C9.C/0A5YCL

.0:0C

F

C0A/

属数

?:,:N

F

C0CL6

占总属数的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

F

C0CL6

%

;

含种数

?:,:N

/

K

C9.C/

占总种数的比例

aCL9C0M6

F

C.0

M:M67/

K

C9.C/

%

;

"

##

#

#% #,3) !"! #%,&'

)

"

#" %$ $,!3 !$3 #+,!3

!

"

$ !&! %),$) ))# &&,#%

# %+! $),#3 %+) !$,#"

合计
S:M67 ))! #"" #&3' #""

!!

注$

#仅冬青属有
!$

种'其余
#!

属!各属种数均在
##

"

!"

种之间'

?:MC

$

#

:07

J

V7CQI6/!$/

K

C9.C/,Z

K

C9.C/0A5YCL:NMICLC56.0.0

F

#!

F

C0A/L60

F

CBNL:5##M:!",

要原因!反映了保护区内生境的复杂多样'含有
)

种及
)

种以上的属有
&'

个!占区系总属数的

+,!$;

!所含有的种占区系总种数的
%",++;

!具有

一定的优势!在植物群落或植被组成中占有重要地

位!许多种类是梁野山森林群落的建群种或伴生种'

如$锥属"

#$%&$'(

)

%*%

#(樟属"

#*''$+(+,+

#(润楠

属"

-$./*0,%

#(刚竹属"

1/

2

00(%&$./

2

%

#(柯属"

3*&/4

(.$5

)

,%

#(青冈属"

#

2

.0(6$0$'(

)

%*%

#(榕属"

7*.,%

#(

枫属"

8.95

#(木姜子属"

3*&%9$

#(新木姜子属"

:94

(0*&%9$

#(冬青属"

;09<

#(山矾属"

=

2

+

)

0(.(%

#(杜鹃

属"

!/(>(>9'>5('

#(柃木属"

?,5

2

$

#(石楠属"

1/(4

&*'*$

#(山茶属"

#$+900*$

#(含笑属"

-*./90*$

#等的

种类'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自然分布的
))!

属种子植物

除了中亚分布类型外的
#&

个类型均有分布"表
%

#'

其中以泛热带分布类型"含变型!下同#占优势!共有

#$'

属!占该区系总属数"世界分布除外!下同#的

!$,3";

!其次是热带亚洲分布和北温带分布!各有

'$

属!均占
#%,3%;

!第四是东亚分布!有
+#

属!占

##,)&;

'其余各分布的占比均小于
#";

'热带性

质属"类型
!

"

+

#

%+#

属!温带性质属"类型
'

"

#&

#

!!&

属!二者属数比值"

!

%

"

!即热带属数%温带属

数#为
#,))

'由此可见!梁野山保护区种子植物区

系的分布类型多样!地理成分复杂!热带性质明显'

!

#

"世界分布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该分布型有

$!

个 属'该 类 型 以 草 本 属 为 多 数!如 薹 草 属

"

#$59<

#(蓼属"

1(0

2@

(',+

#(堇菜属"

A*(0$

#(莎草

属"

#

2)

95,%

#(马 唐 属 "

B*

@

*&$5*$

#(鼠 麴 草 属

"

C'$

)

/$0*,+

#(羊耳蒜属"

3*

)

$5*%

#等!常分布在林

缘(路边'也有一些构成森林灌木层和藤本层的木

%%'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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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植物!如悬钩子属"

!,6,%

#(鼠李属"

!/$+',%

#等'

!

!

"热带成分
!

共有
%+#

属!占区系总属数的

)",'!;

'泛热带分布类型所含属数最多!有
#$'

属!占总属数的
!$,3";

&代表属有厚壳桂属"

#5

2)

4

&(.$5

2

$

#(榕属(红豆属"

D5+(%*$

#(栀子属"

C$5>94

'*$

#(黄檀属"

B$0695

@

*$

#(崖豆藤属"

-*009&&*$

#(冬

青属(山矾属(紫金牛属"

85>*%*$

#(树参属"

B9'>5(4

)

$'$<

#(鹅掌柴属"

=./9

EE

095$

#(杜英属"

?0$9(4

.$5

)

,%

#(乌桕属"

"5*$>*.$

#(柿树属"

B*(%

)2

5(%

#(

鷚竹属"

F$+6,%$

#(紫珠属"

#$00*.$5

)

$

#(冷水花属

"

1*09$

#(菝葜属"

=+*0$<

#等!裸子植物以买麻藤属

"

C'9&,+

#为代表'其中!厚壳桂属(杜英属(红豆

属(冬青属等许多属所含的种类如厚壳桂"

#G

./*'9'%*%

#(山 杜 英 "

?G%

2

0H9%&5*%

#(华 杜 英 "

?G

./*'9'%*%

#(木荚红豆"

DG<

2

0(.$5

)

$

#和毛冬青"

;G

)

,69%.9'%

#等是常绿阔叶林的组成树种'

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有
'$

属!仅次于泛热带

成分!占总属数的
#%,3%;

'代表属有黄杞属"

?'4

@

90/$5>*$

#(箬竹属"

;'>(.$0$+,%

#(青冈属(润楠

属(新木姜子属(山胡椒属"

3*'>95$

#(蕈树属"

80&4

*'

@

*$

#(含笑属(虎皮楠属"

B$

)

/'*

)

/

2

00,+

#(山茶

属(木荷属"

=./*+$

#(构属"

F5(,%%('9&*$

#(蚊母树

属"

B*%&

2

0*,+

#(水丝梨属"

=

2

.(

)

%*%

#(柏拉木属

"

F0$%&,%

#(南五味子属"

I$>%,5$

#(草珊瑚属"

=$54

.$'>5$

#(带唇兰属"

"$*'*$

#等!裸子植物以福建柏

属"

7(J*9'*$

#为代表'本类型各属多为常绿阔叶林

重要组成部分'如黄杞属(青冈属(润楠属(蕈树属(

含笑属(木荷属等的许多种类是上层林木的主要成

分!而山茶属(蚊母树属(箬竹属(柏拉木属(草珊瑚

属等属的种类则是下层林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世界热带分布类型及其变型有
&)

属!占

+,$&;

'代表属有瓜馥木属"

7*%%*%&*

@

+$

#(蒲桃属

"

=

2

K

2@

*,+

#(野桐属"

-$00(&,%

#(茜树属"

8*>*$

#(

杜茎山属"

-$9%$

#(酸藤子属"

?+690*$

#(玉叶金花

属"

-,%%$9'>$

#(芭蕉属"

-,%$

#(山姜属"

80

)

*'*$

#

等'它们中除野桐属(八角枫属(蒲桃属等的一些种

类可长为乔木外!许多种类常成为林下占优势的灌

木或藤本或草本'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及其变型有
%$

属!

占
$,+&;

'代表属有樟属(山龙眼属"

L90*.*$

#(紫

薇属"

3$

@

95%&5(9+*$

#(桃金娘属"

!/(>(+

2

5&,%

#(野

牡丹属"

-90$%&(+$

#等'其中樟属(山龙眼属等的

一些种类如华南桂"

#G$,%&5(%*'9'%9

#(天竺桂"

#G

M

$

)

('*.,+

#(樟"

#G.$+

)

/(5$

#(网脉山龙眼"

LG594

&*.,0$&$

#(广东山龙眼"

LGJN$'

@

&,'

@

9'%*%

#等是常

绿阔叶林乔木层的主要组分!紫薇属(桃金娘属和野

牡丹属等的种类如紫薇"

3G*'>*.$

#(桃金娘"

!/G&(4

+9'&(%$

#和野牡丹"

-G+$0$6$&/5*.,+

#等则是中下

层主要的小乔木和灌木'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有
!+

属!占
&,&%;

'

代表属有杨桐属"

8>*'$'>5$

#(藤黄属"

C$5.*'*$

#(

豆腐柴属"

159+'$

#(水团花属"

8>*'$

#(狗骨柴属

"

B*

)

0(%

)

(5$

#等'大多为梁野山森林群落中下层主

要的小乔木和灌木'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有
!"

属!占

%,!';

'代表属有楠属"

1/(969

#(木姜子属(泡花树

属"

-90*(%+$

#(猴欢喜属"

=0($'9$

#(柃木属等'它

们中的大多数是梁野山常绿阔叶林的组成树种'

!

%

"温带成分
!

包括
'

"

#&

类型及其变型!共

!!&

属!占总属数的
%),+!;

'以北温带分布最多!

有
'$

属!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3%;

&代表属既有

百合属"

3*0*,+

#(黄精属"

1(0

2@

('$&,+

#(委陵菜属

"

1(&9'&*00$

#(画眉草属 "

?5$

@

5(%&*%

#(野古草属

"

85,'>*'900$

#(野青茅属"

B9

2

9,<*$

#(天南星属

"

85*%$9+$

#(夏枯草属"

15,'900$

#(苦苣菜属"

=('4

./,%

#(蒿属"

85&9+*%*$

#(狗牙根属"

#

2

'(>('

#等的

草本植物属!也有如桦木属"

F9&,0$

#(枫属(榆属

"

O0+,%

#(栎属"

P,95.,%

#(椴树属"

"*0*$

#(鹅耳枥属

"

#$5

)

*',%

#(杨梅属"

-

2

5*.$

#(樱属"

#95$%,%

#(蔷薇

属"

!(%$

#(忍冬属"

3('*.95$

#(绣线菊属"

=

)

*5$9$

#(

盐麸木属"

!/,%

#(葡萄属"

A*&*%

#(杜鹃属(越桔属

"

A$..*'*,+

#(胡颓子属"

?0$9$

@

',%

#等分布在我国

甚至整个北温带的典型木本植物属!裸子植物以松

属"

1*',%

#和红豆杉属"

"$<,%

#为代表'

东亚分布及其变形其次!共有
+#

属!占总属数

的
##,)&;

'其中东亚分布
%&

属!如猕猴桃属"

8.4

&*'*>*$

#(蕺菜属"

L(,&&,

2

'*$

#(山麦冬属"

3*5*(4

)

9

#(石蒜属"

3

2

.(5*%

#(沿阶草属"

D

)

/*(

)

(

@

('

#(野

海棠属"

F59>*$

#(石荠苎属"

-(%0$

#(三尖杉属

"

#9

)

/$0(&$<,%

#等&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

属!如

刚竹属(南酸枣属"

#/(95(%

)

('>*$%

#(吊石苣苔属

"

3

2

%*('(&,%

#(射 干属 "

F90$+.$'>$

#(红果树属

"

=&5$'H$9%*$

#等&中国
*

日本分布
!!

属!如苦竹属

"

109*(60$%&,%

#(矢 竹 属 "

1%9,>(%$%$

#(半 夏 属

"

1*'900*$

#(木通属"

8J96*$

#(野鸦椿属"

?,%.$4

)

/*%

#(山桐子属"

;>9%*$

#(泡桐属"

1$,0(N'*$

#(枫

杨属"

1&95(.$5

2

$

#(化香树属"

10$&

2

.$5

2

$

#(油杉属

"

I9&90995*$

#'说明该区系与日本植物区系关系更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

卷



紧密!而与喜马拉雅植物区系较疏远'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位居第三!有
&!

属!占总

属数的
),'3;

'其中锥属植物!如甜槠栲"

#G

9

2

59*

#(米槠"

#G.$509%**

#(栲"

#G

E

$5

@

9%**

#(钩栲"

#G

&*69&$'$

#等为山地常绿阔叶林的建群种'枫香树属

"

3*

Q

,*>$+6$5

#(石楠属(檫木属"

=$%%$

E

5$%

#(柯属

等属内成员也是阔叶林的主要成分!鼠刺属"

;&9$

#(

!

木属"

85$0*$

#(绣球属"

L

2

>5$'

@

9$

#(勾儿茶属

"

F95./9+*$

#等属的种类常见于灌木层!蛇葡萄属

"

8+

)

90(

)

%*%

#(五味子属 "

=./*%$'>5$

#(络石属

"

"5$./90(%

)

95+,+

#等木质藤本植物和金线草属

"

8'&9'(5('

#等草本属在森林群落中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此外!该类型中有如八角属"

;00*.*,+

#等属

于古老和原始的类型'

旧世界温带分布
!%

属!占总属数的
%,++;

'

以草本植物属为主!主要代表属有沙参属"

8>9'(4

)

/(5$

#(瑞香属"

B$

)

/'9

#(淫羊藿属"

?

)

*+9>*,+

#(

萱草属"

L9+95(.$00*%

#(女贞属"

3*

@

,%&5,+

#(重楼

属"

1$5*%

#(益母草属"

39(',5,%

#(菊属"

#/5

2

%$'4

&/9+,+

#等'

温带亚洲分布只有蔷薇科的杏属"

85+9'*$.$

#

和紫草科的附地菜属"

"5*

@

('(&*%

#

!

属'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仅有黄连木属"

1*%&$4

.*$

#

#

属"属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

南美洲间断变型#'

!

&

"中国特有分布
!

梁野山种子植物区系中国

特有分布属有
#$

属!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

!占

福建省特有属"

%+

属#

+

3

,的
&",$&;

!特有成分较为

丰富'包括裸子植物杉木属"

#,''*'

@

/$+*$

#(被子

植物的青檀属"

1&95(.90&*%

#(大血藤属"

=$5

@

9'&(4

>(<$

#(拟单性木兰属 "

1$5$J+95*$

#(血水草属

"

?(+9.('

#(伯乐树属"

F59&%./'9*>95$

#(半枫荷属

"

=9+*0*

Q

,*>$+6$5

#(伞花木属"

?,5

2

.(5

2

+6,%

#(喜

树属"

#$+

)

&(&/9.$

#(匙叶草属"

3$&(,./9$

#(四数苣

苔属"

F(,5'9$

#(双片苣苔属"

B*>

2

+(%&*

@

+$

#(香果

树属"

?++9'(

)

&95

2

%

#(酸竹属"

8.*>(%$%$

#(少穗竹

属"

D0*

@

(%&$./

2

,+

#等'其中有较多的单种属如杉

木属(伯乐树属(青檀属(血水草属(伞花木属(喜树

属(匙叶草属(香果树属等!说明了残遗现象和个别

特化现象比较显著+

3

!

#%

,

'

&

!

梁野山与南靖南亚热带雨林保护区

和武夷山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比较

!!

福建南靖南亚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地处博平岭

山脉东南面!地理坐标
##+̂#!_&!e

"

##+̂!!_&$e4

!

!&̂%"_"$e

"

!&̂$)_!"e?

!总面积
!)$"I5

!

!属亚热

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

!绝对最

低气温
(!`

&年霜日
#"

"

#%B

!年降水量
!""#,!

55

!海拔
#%+

"

'+&,$5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明

显倾斜!依次可划分为低山(丘陵(台地和河谷平原

&

个地貌类型!保存有中国东南部完整的南亚热带

雨林性质的较原始森林群落+

#&

,

!在吴征镒中国植物

区系分区系统+

#$

,中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
*

日本森林

植物亚区岭南山地地区南岭东段亚地区'福建武夷

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武夷山脉北端!地理坐标
!+̂%%_

"

!+̂$&_?

!

##+̂!+_

"

##+̂$#_4

!总面积
$)$!+,%

I5

!

!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年平均气温

',$

"

#' `

!绝对最低气温
(#$ `

!无霜期
!$%

"

!+!B

!年平均降雨量为
#&')

"

!#$"55

!年平均相

对湿度
+';

"

'&;

!海拔高
%""

"

!#$'5

!主峰黄

岗山
!#$'5

!是武夷山脉最高峰!也是华东大陆最

高峰!号称)华东屋脊*!依次可划分为中山(低山(丘

陵(台地和河谷平原
$

个地貌类型+

#)

,

'在吴征镒中

国植物区系分区系统+

#$

,中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
*

日

本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浙南山地亚地区'

根据吴征镒等+

)

,关于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

法!并参照有关资料+

#&

!

#+*#'

,

!梁野山种子植物区系属

数的
!

%

"

值"

#,)&

#高于武夷山的
!

%

"

值"

#,#"

#而

低于南靖南亚热带雨林的
!

%

"

值"

!,)'

#!这与三者

之间的地理位置相对应'

用
Z:f67

等提出的简单匹配系数"

Z.5

K

7C56M9*

I.0

F

9:CNN.9.C0M

#

+

#3

,

+

Z

K

g

"

6hB

#%"

6hYh9hB

#,!

以福建自然分布的种子植物区系+

3

,为母区系!统计

计算梁野山种子植物区系"

#

#与福建武夷山种子植

物区系"

$

#(梁野山与南靖南亚热带雨林种子植物

区系"

%

#间的属的总体相似系数
Z

K

!两者"

Z

K

V*

$

为
",+&

!

Z

K

V*

%

为
",+)

#非常接近'但在区系成分

上!梁野山既有与武夷山共有而南靖南亚热带雨林

没有分布的温带成分!如$樟科的檫木属(桦木科(椴

树科(壳斗科的水青冈属(栎属等&也有与南靖南亚

热带雨林共有而武夷山没有的热带成分!如$福建柏

属的福建柏"

7(J*9'*$/(>

@

*'%**

#(买麻藤科的买麻

藤"

C'9&,++('&$',+

#(桑科的白桂木"

85&(.$5

)

,%

/

2)

$5

@2

59,%

#(桃金娘科的桃金娘"

!/(>(+

2

5&,%

&(+9'&(%$

#与岗松"

F$9.J9$

E

5,&9%.9'%

#(竹亚科绿

竹属的绿竹"

F$+6,%$(0>/$+*

#(山龙眼科的网脉

山龙眼"

L90*.*$59&*.,0$&$

#和广东山龙眼"

L90*.*$

JN$'

@

&,'

@

9'%*%

#等&但梁野山没有出现南靖南亚热

$%'

&

期
!!!!!!!!!!!!

邓元德!等$福建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带雨林分布的少数典型的热带性质的科属!如大风

子科"

T769:ALM.69C6C

#的天料木属"

L(+$0*,+

#!橄

榄科的橄榄属"

#$'$5*,+

#等'说明梁野山种子植

物区系与其地处武夷山脉南端的地理位置相一致!

具有从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明显特点'

$

!

结
!

论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自然分布的种子植物种类丰

富!共有
#$&

科!

))!

属!

#&3'

种!分别占福建种子

植物科(属和种的
'!,'";

(

$+,&+;

和
&&,');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科(属优势

现象明显!含
!#

种以上的科
#3

个!共有
%"!

属(

+''

种!分别占该区系属(种总数的
&$,%&;

和
$!,)";

&

含有
)

种及
)

种以上的属
&'

个!共有
&)#

种!占区

系总种数的
%",++;

'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复

杂!联系广泛!热带性质明显'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

类型有
#"

个!属的分布区类型共有
#%

个类型和
#)

个变型'科(属的地理成分均以热带成分为主!同时

兼容了相当数量的来自温带地区的成分'

梁野山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与福建南靖南亚热

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和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相比!

具有从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明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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