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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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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进行种子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的基础上!进行该地区种子植物区

系基本组成科"属"种的分析!并与贵州东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个邻近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区

系及其相似性系数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该区内有种子植物&$&科"$#"属"’$"种!优势科较

为明显!但优势属不明显#%!&区系分析表明!该地区区系性质以温带成分占优势!其中温带分布属

有&<G属!占总属数的%G;<=[#热带分布类型亦占相当优势!有&=&属!占总属数=&;=G[!说明

该地区种子植物区系具有热带到温带过渡的性质#%$&地理成分复杂!特有成分贫乏#%=&该保护

区与其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相似性很大!其中与关山"宽阔水植物区系的相似性最大!太平山"茂兰"
草海次之#
关键词!种子植物’区系’相似性系数’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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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U>!!属 中 亚 热 带 高 原 季 风 湿 润 气 候"年

极端最高气温$=;!Y"最低气温Z<;%Y"平均气温

&=;%Y!年降水量&&’=;"!&=G=;$>>"雨 热 同

季!区内溪流纵横"遍布喀斯特溶洞和地下河"为典

型的喀斯特地貌!因人为活动频繁"保护区原生植

被屡遭破坏"大多被次生林或人工林所替代!现主

要天然植被是由壳斗科#6-F-B4-4$%樟科#T-*+-B4@
-4$%桦木科#‘41*.-B4-4$%槭树科#IB4+-B4-4$%榛科

#D)+7.-B4-4$%山 茶 科#N24-B4-4$%蔷 薇 科#S)5-B4@
-4$%忍冬科#D-J+9/).9-B4-4$和杜鹃科#Q+9B-B4-4$等

植物组成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次生灌丛&人工

植被 主 要 是 由 马 尾 松#).;<049002;.9;9$和 杉 木

#$<;;.;1694.9D9;&/2D959$等 组 成 的 单 纯 林 或 混

交林!
岩下大鲵保护区于!""G年成立"主要保护对象

为大 鲵#(/19D2-9539&6<0C9E.C.9;<9$#俗 称 娃 娃

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该区大鲵数量较多"捕

猎现象严重"已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但对该区的有关

研究报道尚少!为了摸清保护区自然环境状况和资

源特点"!""G年#月 至<月"贵 州 大 学 等 多 家 单 位

对该保护区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科学考察!本文旨

在研究本区的种子植物资源及其区系特征"以期为

大鲵生活环境保护措施的提出%保护区合理规划和

有效管理方案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

在保护区选择典型线路和地段进行系统的种子

植物种类资源专项调查"共记录和采集种子植物标

本#&"号"结合植物群落调查过程中记录的种类和

采集的!""余号标本"通过室内标本鉴定后进行汇

总"编写出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系统名录!
剔除调查时记录的栽培种%逸生种和外来种"运用植

物区系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排

序!通过查阅邻近有代表性地区的植物区系资料"
利用?)+4,54的 植 物 区 系 相 似 性 系 数 统 计 方 法’&("
即)@ #?)+4,54$W!$*#+_*$"其中+为甲地植

物属数"*为乙地植物属数"$为两地共有属数!分

别计算其与邻近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相似性系数并进

行比较分析!

!!结果与分析

D;C!种子植物区系基本组成

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标本鉴定"统计出岩下大

鲵自然保护区内有种子植物’$"种#含亚种%变种和

变型"下同$"隶属&$&科%$#"属!本区天然分布裸

子植物 仅 有=科%=属%%种"其 科%属%种 分 别 仅 占

$;"%[%&;"%[%";G<["被 子 植 物 有&!G科%$G’
属%’!%种"其 科%属%种 分 别 占<’;<%[%<#;<%[%

<<;!&[!其中"木本植物$"=种"占=#;!%["草本

植物$!’种"占%&;G%[!显然"本区种子植物区系

基本组成上被子植物占绝对优势"且草本种类略多

于木本种类!

D;D!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科的统计分析!按种的多少将岩下大鲵自

然保护区种子植物&$&个科划分为大科%较大科%中
等科%寡种科和单种科%个等级#表&$!从表&统

计结果看"单种科和寡种科占总科数的G’;$$["但

其属%种数仅分别占总数的$G;’$[%$$;"![&而&!
个大科和较大 科 仅 占 总 科 数 的<;&’["其 属%种 数

分别可 达 总 数 的=";%$[%=!;$#["表 明 该 保 护 区

优势科明显!排在前&"位的科依次是禾本科#L+-@
>9,4-4$<属*=<种"下 同$%蔷 薇 科#!"*$#$%菊 科

#D)>J)591-4!$*$G$%蝶 形 花 科 #̂-J9.9),-B4-4&’*

!$$%莎草科#D7J4+-B4-4&&*!!$%樟科#G*!"$%蓼科

#̂).7F),-B4-4$*&’$%鼠 李 科#S2->,-B4-4%*&=$%
伞形 科#8>O4..9/4+-4&&*&$$%唇 形 科#T-O9-1-4#*

&!$!其中菊科和蝶形花科是种子植物中少数几个

万种以上的特大科"也是中国少数含有千种以上的

特大科之一!壳斗科%樟科%槭树科%五加科#I+-.9@
-B4-4$%桑科#E)+-B4-4$%榛 科%桦 木 科 等 是 常 绿 阔

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上层的主要科"是构成

本区森林群落建群层的主要成分"而草坡的建群层

则以禾本科%莎草科%菊科%唇形科%伞形科等植物为

主!
表C!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的级别统计!科!属"种##

N-O.4&!?1-19519B5),/->9.759R4)/544CJ.-,159,l-,H9-0-1*+4S454+:4/)+(7C9E.C.9;<9!/->9.7!F4,4+-"5J4B945##

级别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总数 占保护区总数比率*[
单种科#&种$ $#$*$$ =<#=<*=<$ %!#%!*%!$ $<;’<#&$;’#*#;!%$

寡种科#!!%种$ &#&*!$ =G#<"*&%=$ =##<&*&%’$ $’;’=#!$;<%*!=;G’$
中等科#’!&"种$ " &<##$*&%%$ &<##$*&%%$ &=;%"#!&;#=*!=;’"$

较大科#&&!!<种$ " <#G!*&=$$ <#G!*&=$$ ’;#G#&#;<%*!!;G"$
大科#$$"种$ " $##!*&!=$ $##!*&!=$ !;!<#!&;%#*&<;’#$

合计 =#=*%$ &!G#$G’*’!%$ &$&#$#"*’$"$ &""

!!岩下大鲵保护区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参考李锡文 ’!(和吴征镒等 ’$(的标准划分为&"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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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区类型!表!"#表!统计结果表明$世界性分 布

有=&个科$多为草本$分布在森林群落的草被层或

草坡$如 禾 本 科%莎 草 科%菊 科%石 竹 科!D-+7)J27.@
.-B4-4"%唇形科等#除去世界性分布外$科级水平上

热带性质科!第!!G项"有%$科$占%#;#<[$如樟

科%兰 科!b+B29C-B4-4"%山 茶 科%木 兰 科!E-F,).9@
-B4-4"%芸香科!S*1-B4-4"等&温带性质科!第#!&=
项"有$’科$占=";"[$如松科!̂9,-B4-4"%忍冬科%
金缕 梅 科!c->->4.9C-B4-4"%槭 树 科%三 白 草 科

!?-*+*+-B4-4"等&中 国 特 有 分 布&科$即 大 血 藤 科

!?-+F4,1)C)H-B4-4"$占&;&&[#不难看出$岩下大

鲵保护区植物区系在科的组成上热带性质略强于温

带性质$与热带区系的联系主要以泛热带成分为主&

与温带区系联系则以北温带和东亚成分为主#其区

系起源和形成具有热带渊源$处于热带植物区系向

温带植物区系过渡的环节上#
除了在科级整体水平的数量特征外$岩下大鲵

自然保护区还 有 三 尖 杉 科!D4J2-.)1-H-B4-4"%领 春

木科!Q*J14.4-B4-4"%猕 猴 桃 科!IB19,9C9-B4-4"%旌

节花科!?1-B27*+-B4-4"%南天竹科!0-,C9,-B4-4"和

鞘柄木科!N)++9B4..9-B4-4"’个东 亚 特 有 科$占 中 国

东亚特有科!&<个科"的$&;%#[#本区还保存了一

些古老和原始的植物类群$如三尖杉科%木兰科%五

味子科!?B295-,C+-B4-4"%领 春 木 科 等$证 明 了 其 植

物区系的古老性#

表D!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

N-O.4!!N24-+4-.@17J45)/544CJ.-,159,l-,H9-0-1*+4S454+:4/)+(7C9E.C.9;<9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数比例’[ 属数 占总属数比例’[
&;世界分布D)5>)J).91-, =& ( =" (

!;泛热带分布 -̂,1+)J9B $<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N+)J;I59-fN+)J;I>4+;C95M*,B14C < &";"" && $;!=
=;旧世界热带b.C3)+.CN+)J9B5 $ $;$$ !! ’;=G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N+)J;I59-1)N+)J;I*51+-.-59-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N+)J;I59-1)N+)J;I/+9B- " " G !;"’
G;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N+)J;I59-!],C)@E-.-759-" ! !;!! !% G;$%
#;北温带分布0)+12N4>J4+-14 != !’;’G <" !’;=G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Q;I59-f0;I>4+;C95M*,B14C % %;%% !< #;%$
&";旧世界温带b.CA)+.CN4>J4+-14 & &;&& !% G;$%
&&;温带亚洲分布N4>J;I59- " " = &;&#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 E4C914++-,4-$A;I59-1)D;I59- " " & ";!<
&=;东亚分布Q;I59- ’ ’;’G =# &=;&!
&%;中国特有分布Q,C4>9B1)D29,- & &;&& ! ";%<
合计!未统计世界分布" &$& &"" $#" &""

!;!;!!属的统计分析!按照岩下大鲵保护区属内

所含种的数量$将该区种子植物$#"属划分为少种

属!&!=种"%中等属!%!<种"%大属!&"种及以上"

$个等 级#其 中$少 种 属 有 青 冈 栎 属!$?&D2-9D9;J
2L0.0=种$下同"%榕属!>.&<0="%猕猴桃属!+&5.;J
.C.9="%大青属!$D/32C/;C32;$"%千里光属!F/;/J
&.2!"%青荚叶属!!/DS.;1.9&"%领春木属!#<L5/J
D/9&"等$’G属$占<’;%#[&中等属有槭树属!+&/3
#"%苔草 属!$93/M#"%菝 葜 属!F4.D9MG"%荚#属

!U.-<3;<4’"%堇菜属!U.2D9’"%金丝桃属!!?L/J
3.&<4’"等&&属$占!;#<[&大属有悬钩子属!8<J
-<0&$"%蓼 属!)2D?12;<4&!"!属$仅 占";%$[#
由此可见$少 种 属 在 本 区 占 绝 对 优 势$优 势 属 不 明

显#
根据吴征镒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

型的划分方法$岩下大鲵保护区种子植物$#"属被

划分为&=个分布区类型!表!"#由表!可知$岩下

大鲵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的区系性质与科大体相

似$也处于热带植物区系向温带植物区系过渡的环

节上$但其属的区系特征表现为温带性质略强于热

带性质$与热带植物区系的联系主要以泛热带和热

带亚洲成分为主&与温带植物区系联系则以北温带

和东亚成分为主#
!&"世界分布+共有="属#本区世界分布属大

多是草本或灌木$如悬钩子属%堇菜属%鼠李属!86J
94;<0"%繁 缕 属!F5/DD93.9"%千 里 光 属%早 熟 禾 属

!)29"%苔草属%拉 拉 藤 属!R9D.<4"等$是 本 区 次 生

灌丛%灌草丛和草坡的主要建群植物#
!!"热带分布+本区热带性质!第!!G项"成分

共 有 &=& 属$占 总 属 数 !不 含 世 界 分 布$下 同"

=&;=G[#在这类 区 系 成 分 中$以 泛 热 带 成 分 占 优

势$有’=属$占&#;#![$是本区常绿阔叶林和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的重要组成成分$如 山 矾 属!F?4J
LD2&20"%冬青 属!:D/M"%紫 珠 属!$9DD.&93L9"%花 椒

属!H9;562M?D<4"%算盘子属!RD2&6.C.2;"%菝葜属%
薯蓣属%冷水花属!).D/9"#此外$旧世界热带成分%
热带亚洲分布类型亦是本区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种类组成的重要成分$在本区森林植被

’$ 西北林学院学报 !$卷!



中很常见!其中前者有!!属"占’;=G["如八角枫

属#+D9;1.<4$%海 桐 花 属#).5520L23<4$%野 桐 属

#(9DD25<0$%楼 梯 草 属##D95205/49$%荩 草 属#+3J
5639M2;$&后者有!%属"占G;$%["如青冈栎属%润

楠属#(9&6.D<0$%构树属#*32<002;/5.9$%葛属#)<J
/393.9$%蛇根草属#PL6.2336.I9$!

#$$温带分布’在各类属地理成分中"以温带地

理成分#第#!&=项$占较大优势"有&<G属"占总属

数的%G;<=[!其 中 以 北 温 带 成 分 占 显 著 优 势"有

<"属"占 !’;=G["如 蔷 薇 属#8209$%鹅 耳 枥 属

#$93L.;<0$%荚#属%栎属#O</3&<0$%桦木属#*/5<J
D9$%盐肤木属#86<0$%槭树属等是构成 本 区 常 绿 落

叶阔 叶 混 交 林 乔%灌 木 层 的 常 见 类 群&三 毛 草 属

#B3.0/5<4$%风轮菜属#$D.;2L2C.<4$%紫菀属#+0J
5/3$%蒿属#+35/4.0.9$%蓼 属%茜 草 属#8<-.9$%龙 牙

草属#+13.42;.9$等 草 本 植 物 则 是 本 区 灌 草 坡%草

被层的 习 见 种 类!其 次 是 东 亚 分 布"有=#属"占

&=;&!["如 五 加 属 #+&9;562L9;9M$%四 照 花 属

#’/;C32-/;5694.9$%化 香 树 属#)D95?&93?9$%猕 猴

桃属%旌 节 花 属#F59&6?<3<0$%老 鹳 草 属#R/39;.J
<4$%沿 阶 草 属#PL6.21212;$%方 竹 属#$6.42;2J
-94-<09$等"该分布类型含古老残遗性质的属较多"
如青荚叶属%旌 节 花 属%五 味 子 属#F&6.09;C39$%领

春木属等!北温带和东亚分布类型的植物在该保护

区往往形成优势种群"是本区森林植被的主要成分"
是构成本区植物区系的主体!

#=$中国特有分布’本区中国特有分布仅有青檀

属#)5/32&/D5.0$和大血藤属#F931/;52C2M9$!属"占

本区总属 数";%#[!与 中 国 种 子 植 物 特 有 属!=$
属(’)相比"仅占";#!["处于极低的水平!其中"青

檀属 为 中 国 特 有 的 可 作 为 石 灰 岩 标 帜 的 单 型 树

种(G)!

D;E!与邻近地区种子植物属区系相似性比较

任何植物区系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孤立的"与邻

近地区植物区系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联系(#)!地区

植物区系之间的亲缘关系通常是由它们共有的植物

科%属%种相似性系数"特别是共特有分类群相似系

数来反映的(<)!
为比较岩下大鲵保护区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

关系以及它们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选取贵州东部

#黎平太 平 山!%X==V!!’X$&V0"&"#X$GV!&"<X$&V
Q$%南部#荔波茂兰!%X"<V!!%X!"V0"&"GX%!V!&"#X
"%VQ$%西部#威宁草海!’X=GV!!’X%!V0"&"=X&"V!
&"=X!"VQ$%北 部#绥 阳 宽 阔 水!#X"’V!!#X&<V0"

&"GX"!V!&"GX&=VQ$和中 部#贵 阳 关 山!’X!%V!!’X
!#V0"&"’X=%V!&"’X=<VQ$%个自然保护区 (&"@&=)与

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进行种子植物属相似性系数比

较!通过统计岩下保护区与这些邻近地区种子植物

共有属及相似性系数"其共同拥有的属数分别为’关
山$"&%宽阔水$"=%太平山!G$%草海!!=%茂兰!$&&
相似性系数分别为’关山#=;<[%宽 阔 水’=;!G[%
太平山’=;$&[%草 海’";&$[%茂 兰%$;!![!可

见岩下保护区与这些邻近地区共有成分和相似性系

数都很高"其 中"岩 下 与 关 山 种 子 植 物 属 相 似 性 最

大"宽阔水%太平山次之"与茂兰%草海相似性最小!
表明了岩下与这些地区植物区系具有较大的亲缘关

系!从属分布区类型的组成结构看"岩下与这些地

区的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成分基本一致"且各

分布区类型的属所占比例较为相似#图&$!

图C!岩下与邻近地区属分布区类型比较

69F;&! N24B)>J-+95),)/F4,4+9B-+4-@17J45

O41344,l-,H9--,C915-CM-B4,1+4F9),5

!!通过比较分析"在种子植物区系组成上"总体反

映出由南向北%由低海拔往高海拔方向其热带成分

逐渐下降和温带成分逐渐增加的趋势!从它们的地

理位置关系看"岩下与黔中的关山几乎处于同一分

布区"向北到宽阔水%向南到茂兰的水平距离较为相

似"与西部的草海%东部的太平山处在相似纬度线且

二者的水平距离近于相等!但该保护区与关山%宽

阔水的植物区系相似程度都高于太平山"更明显高

于草海%茂兰!除了受一定的水平分布影响外"最主

要的原因可能是垂直分布和地形地貌差异明显"导

致水热条件差异较大"进而制约和影响其物种分布!
岩下%关山%宽阔水这$个保护区同处在贵州高原由

西向东大斜坡#西高东低$三级倾斜的二级台阶上"
且多数地段处在同一垂直带上#海拔&&%"!&%""
>$"具有相似的地形地貌和垂直地带性背景!太平

山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缘苗岭山脉向湘%桂低山丘陵

地带 过 渡 区 域#三 级 台 阶$"大 部 分 海 拔%""!#""
>"而茂兰保护 区 亦 地 处 云 贵 高 原 向 广 西 丘 陵 盆 地

过渡的三级斜坡地地带"区内最高海拔&"G#;’>"
最低=$">"平均海拔#"">"加之其地处中亚热带

南部"水热条件更为充沛&草海则处于云贵高原由西

G$第%期 安明态等!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特征研究



向东大斜坡的西面一级台阶上!多数地段海拔!!""
!!="">!水热条件较低!为暖温带冬干夏湿季风

气候"&!#$

$!结论与讨论

岩下大鲵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有&$&科%$#"属%’$"种$与 贵 州 和 全 国 相 比!其

科%属%种分别占贵州种子植物 总 数"&%#的%<;%%[%

!#;’&[%&!;&’[!占 全 国 种 子 植 物 总 数"!# 的

$#;#G[%&&;##[%!;$<[$其中!被子植物占 绝 对

优势!优势科较为明显!优势属不明显!草本种类略

多于木本种类$
区系 地 理 成 分 复 杂!过 渡 性 明 显$该 保 护 区

&$&科和$#"属可分别划分为&"个和&=个分布类

型$其中!热带性质的科有%$科!占%#;#<[!温带

性质科有$’科!占=";"[$在各类属地理成分中!
以温带地理成分占较大优势!有&<G属!占总属数的

%G;<=[!其 中 又 以 北 温 带 和 东 亚 成 分 占 主 体!有

&$#属!占=";%<[&热带性质成分有&=&属!占总属

数的=&;=G[$本区种子植物区系与热带区系的联

系主要以泛热带成分为主&与温带植物区系联系则

以北温带和东亚成分为主$其植物区系起源和形成

具有热带渊源!处于热带植物区系向温带植物区系

过渡的环节上!并偏重于温带性质$
珍稀保护植物极少!特有成分贫乏$该 保 护 区

未发现国家野生重点保护植物!珍稀植物仅见领春

木’#<L5/D/9LD/.20L/349(等 极 少 数 种 类$中 国 特

有科仅有大血藤科!中国特有属仅有青檀属和大血

藤属!没有贵州特有属$贵州特有种也只见到岩生

鹅 耳 枥 ’$93L.;<03<L/053.0(%雷 氏 锈 毛 绣 球

’!?C391/9=<DE/0&/;0:-+;3/6C/3.9;9(%稜果海桐

’).5520L23<453.12;2&93L<4($种$主要原因可能

是该地长期以来为交通要道!开发利用早!人为活动

频繁!生态环境屡遭破坏所致$现存植被主要是近

&"多-来恢复起来的次生植被!原生性植被仅在沟

谷%崖壁处残存$
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比较表明)该保护区与

关山%宽阔水植物区系的相似性最大!太平山次之!
茂兰%草海更次之&在种子植物区系的物种组成上!
总体反映出由南向北%由低海拔往高海拔方向其热

带成分逐渐下降和温带成分逐渐增加的趋势&本区

与其邻近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相似性程度受垂直差

异和地形地貌的影响多于水平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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