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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种类丰富．含 161科 64 5屑 1 345种 (包 括种下等 

级 )．并有相当数量的古老种类和14种珍l稀颟危莺点保护植物。壳斗科 Fagaceae、樟科 I盘u— 

raceae 茶科 Theaceae、未兰科 Magnoliaceae以及杜英科 Elaeocarpaceae、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金缕梅~Hamamelidace．ae等是该区系的主要表征科，构成了其各森林类型的主 

要树种组成 种子植物区系成分较为复杂．主要表现在科地理成分的广瑟性和屑地理成分的多样 

性．而以热带一亚热带成分占明显的优势，热带及温带区系成分均有相当的影响，各类成分交错 

渗透，叠置分布 

本文对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归属．广东与云南植物区系的关系等争议问题展 

开了讨论．认为车八岭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是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区系类型。为华南植物 

亚区的组成部分， 隶属于古热带植物区． 广东与云南植物区系关系密切， 极可能具有屙一起源 

(华夏植物区系 )，宜划^同一植物亚区． 

关键词苎塑垦墨；． 竺堡竺垦；三 篓．一 种手够 

h STUDY ON THE SPERMAT0PHYTA IN THE NATIONAL 

CHEBALING NATURE RESERVE OF GUANGDONG 

Chnn X imu，Zhang Changiu and Li Pingtao 

(Se~th China Agriculturs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 

Abst ract Thi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opinion o11 the flora of the Spe rmatophyta in 

the National Chebaling Nattire Reserve (CBLNR)． 

CBLNR is located at the solltheastern part of Shixing County． 29。41 N and 114。 

l0 E，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with a11 area of 7545 ha．Tianpingjia，the hlghest 

peak，is of an elevation of 1256 m ．The range of the reserve is a transitional region 

of South China mid—snbtropics towards Lower—s11btropics． 

In CBLNR．according to our collection and determina tion，there are 16 1 fam ilies， 

645 genera。and 1345 species(inclllding intraspeclflc taxa．similarity her苗nafter)of 

the Sperm atophyta，including 8 families；lO genera，and 14 species of the Gymnosper- 

m ae。and 153 families,5 35 genera．1 331 species of the Angiospermae ～ the Dicotyl- 

edonae 128 families，491 genera，1067 species．and the Monocotyledonae 25 families，144 

校博士点基盘资功课疆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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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264 species． Am ong them，14 are precious，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and  

protected by national or provincial degrees． 

There are eleveu differefit distribution type s in CBLNR．the  domina nt ones are 

those of subtropica1．The dominants of the forest commumty are mainlv o壬the foI- 

lowing families：Fagaceae．Lauraceae，Theaceae，Magna liaceae，Elaeocarpaceae，Styraca — 

ceae and I珐m,amelidaceae．Iufiuences of the tropical flora and of the temperate flora 

are quite strong  upon the CBLNR flora．and the former is some strong er． 

On comparing  the compo sition of its flora with some neibouring floras．CBLNR is 

most similar to Ding hu M ountain，ol!．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loras of the 。Southern 

Subtrorpjcal Region ．T11e tropica!eleinents in CBLNR flora are obviously 1ess than 

those in the Hainan flora．and the temperate 0nes less than those in the Shenong jia 

flora，which is on the verge of the 。Northern Subtropical Region ． 

So ．the anthers think the CBLNR flora should be a part of the。Anstro 。athaysia 

Subkingdom suggested by Professor Chang Hongda，belonging=to the 。Paleotropic 

Kingdom ． ’ 

Key wo rds Flora；na ture reserve；Chebaling 

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始兴县东南部，居北纬24。 

41，，东经114。10 ，东与江西省全南县毗邻，南与始兴县司前镇接壤，西与国营刘张家山林 

场相连，北与始兴县都亨乡交界，总面积7545 h8。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1年，1988年 5月经 

国务院批准定为国家级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地处我国中亚热带南缘，拥有相当面积的亚热带季风常绿阍叶林，种子植物 

种类繁多，区系成分复杂。研究该植物区系的组成与特点，对进一步深入探讨广东乃至中国 

植物区系的发生和发展，指导该地区植物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农林业生产规划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 

1 自然条件概况 

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条件大体上可归纳为 山体古老，地形复杂、气候暖和、雨量充沛 

水源丰富、土壤肥沃。 

山体古老，主要表现在地质历史的悠久和地层的古老。自泥盆纪 (8亿多年前 )海水侵 

入华南，自然保护区一带亦为海水浸淹，但深度不大，而且上升频繁，进退多次，造成陆相 

沉积与海相沉积相同，形成 了砂页岩和石灰岩。到了中生代束或新生代初花 岗岩侵入 (燕山 

运动)，使地层突起，构成高峻的山岭 自然保护区地貌即在此时逐渐形成。 

地形复杂，主要是指地形类型及其变化的多样。自然保护区在大地构造上属粤北弧形山 

地东翼龙源坝斜面的一部分，山势高峻，割地强烈，山脊峭锐，坡度达3O一4O。。600 m以上 

山地物理风化强烈，岩石碎裂，在山顶附近有峭壁出现。整个保护区的地势由北西西向南东 

东倾斜，犹如一个倾斜的集水槽。 “槽 的低端是自然保护区最低的地方一 樟栋水，海拔 

约 330 m， 槽 的高端是车八岭，海拔500 m。 槽”的两鲋中山排列，南俺 有 乌梅山 

( O68 m)，五指山(668 m)、饭池樟(1145 m)}北卿有最高峰天平架(125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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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麻坑尾 (1151133．)、兵营旗 (1170m )、盖头粱 (1099 m)、尖峰茛 (1044 m )等。垒 

区以低 山中山为主，相对高度为5OO一8OOm。 

气候暖和，体现在气温适宜霜期短。自然保护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干湿季明显，全 

年热量充足，凉暖交替明显，春季低温阴雨嘉光照，夏季炎热高温多雨，秋季昼暖夜凉多光 

照，冬季寒冷多霜稀雨。年辐射总量101．9 kcal／cm ，年平均气温19．6℃，极端最高气 温 

38．4℃，极端最低气温-5．5℃。最冷月均气温9．1℃，降雪天数 2天／年 。 

水源丰富，反映在降雨量充沛和水系发达。自然保护区地处粤北山区，受高山阻隔，台 

风不易直接影响。但由于山谷深切，河道贯通，南北气流均有通道，在地形的作用下，降水 

量仍较丰富，年降水量1150--2126 mm。贯穿自然保护区的河流以平岗坳为分水蜂，一支向 

东流水罗坝河，一支向西流入清化河，两河于顿江附近汇合，注入墨江。河流多深切，呈V 

形河谷，整个水系呈技状。 ． 

土壤吧沃，主要指土壤类型多，土层深，有机质丰富。据调查，自然保护区内主要的土 

壤类型有山地红壤、山地黄壤、水稻土、裙泽土、山暖砾质土和山地草旬土等。山地红壤广 

泛分布于海拔6O0 H1以下的山地及山麓地带。 

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种类丰富、起源古老、成分复杂的植物区系。 

2 区系的组成与基本特点 

2．1 丰童的种类组成 

据初步采集鉴定，自然保护区的种子植物有161科645属1345种(含种下等级，下同)， 

包括裸子植物 8科1O属14种 (其中栽培 8科 5属 7种 )I被子植物153科635属1331种 (双子 

叶植物128科491属1067种，单子叶植物25科144属264种 )(表 1)。属于被子植物原始类型 

的离生心皮类植物有 8科21属35种，蓁荑花序类有13科35属94种。代表进化类型的双子叶植 

物唇形花科有21属38种，菊科42属75种 单子叶植物中，属颍花类的莎草科有12属4O种，禾 

本科有61属98种，冠花类的兰科有21属38种。 

人们通常用种属系数 (generic coefficien~)，即某一地区植物属数与种数之比的百分 

数来说明区系种类的丰富程度 ”1。为此，我们选取丁六个地区与自然保护区进行比较 (见 

表 2 )。 

从表 2可知，车八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丰富程度完全可以与庐山 武夷山． 

鼎潮山等相媲美。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然保护区还分布有14种国家和省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这些珍稀濒 

危种类虽然占整个区系的比例很小，但对 于保存物种，深入研究该地区植物区系的起源、演 

化等却有着不容忽视的科学意义。 

分布予自然保护区的裸子植物仅5科 5属 7种 (不包括栽 培 种 类 )，除 了罗 汉橙 科 

Podocarpaeoae是热带成分，其罗汉松唇 Pod~arpus分布北半球的南亚热带地区外，其它 

4科多为中亚热带地区成分。各科含有的属种数也很少，都是单种或寡种分 布，而 且 数 量 

也不多。除马尾松 Pinus ma$$ofl{afla，杉木Cunninghamia Ia~ceolata有成片纯林或组成混 

i 皂然 护区 盂系麓 气笨资奉{，本 所 l用气阜载据 始兴景气彖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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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车八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种类组成 

Table 1 The floristic composition of seed plants in CBLNR 

1)台 种下 等级 Including intraspeclflc taxa 

表2 车八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它地区种属系数的比较 

Table 2 The  comparislon of generic coefficient of CBLNR fIora with 

those of other regions 

种匾系数 

Generlc 39．9 

eoefficient 

交林外，其余种类多少量散生于林内沟谷地段。 

自然保护区的被子植物区系则与裸子植物区系不同，它们种类繁多，占整个种子植物种 

类的99．3 ，区系成分也较为复杂，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因此，嘉们在下述分析中，主要 

是围绕着被子植物来展开。 

2．2 主要的襄征科 

在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中，含6种以上的科有禾本科Gramineae，菊~Com]0ositae 

等60个，占整个区系科数的32．6 ，这60个科的种数达1007种，占总种数的78．4％，它们是 

整个植被的基本成员。 以属数的多少为基础排出的十大优势科为禾本科 (57)，菊科 (42)， 

蝶形花科PapiHonaceae(27)、唇形花科Labiatae(22)、茜草科Rubiaceae(22)、兰科 

Orchidaeeae(21)、玄参科Sorophulariaeeae(14)．爵床科Acanthaceae(13)，蔷薇科 

Rosaceae(12)、 大戟科Euphobiaeeae(10)。 由于这十大优势科除爵床科外均为世界或 

近世界分布科，而且大部分是草本，故它们不能反映 自然保护区区系的主要特征。 

除去世界或近世界分布科， 自然保护区区系中占世界区系种数1．6 以上 的科有19个(表 

8)。这些科当中木本类的壳斗科 Fagaeeae、樟科 Lauraceae、茶科 Theaeeae、术 兰科 

Magno]iacoael~J及杜英科Elaeoearpaceae，安息香科 Styraeaceae，金缕梅 科Hamame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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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ao等则是车八岭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表征科，构成了 自然保护区各森林类型的主要树种 

成分。 

壳斗科在 自然保护区中有 4属 24种，除 栗 属 Caslanea外，其余 3属——栲属 Cant— 

anopsis、石栎属 Lithocarpus和青冈属 Cycjo6ⅡjD D s s(也有人主张并入栎属 Q=ere=s) 

均是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它们虽然属种致不多，但分布的数量大，是构成自然保护区森 

林群落的建群种、优势种或主要伴生种。 

表3 车八峙目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科 ’ 

Table 3 Main families in CBLNR flora hased o11 nllmber8 of speeies 

科 名 

Family 
屠数 种教 彝嬖 餐科 喜妄 赣科 
o ． o

m

f P
t 

ercentage

1 iⅡ

P
c0l

er0Iscent
pec

ag e o
specie s otol spee jⅡ 

he 。rId 

1)巳降去世界分布科 Excluding Cosmopolitan~amilies 

樟科分布在自然保护区有8属38种。其中樟属 Cinnamomum 为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分布，润楠属 Maehilus，新木姜子属 Neolilsea、山胡椒属 Lindera为热带亚洲成分，而 

琼楠属 Beilsokmiedia为泛热带分布，木姜子属 Lilsea为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此外，还分布有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地区的特有种类 一 禳木属Sassafras的襟木S·f2”Ⅲ ， 

楠属 Phoebe的紫楠P．sheareri和闽楠 P．bournei。自然保护区的樟科种类虽然比壳斗科 

多，但除红楠 Maehilas thunbergii外，大多数并不构成森林群落的建群种或优势种，更多 

地是作为主要伴生种而星散分布于中低海拔地段的阔叶林中。倒是在砍伐后的裸地、荒坡常 

见有成片生长的山苍子 Litsea cq 。 

自然保护区的茶科种类有 7属22种， 除茶属 Camellia和柃属 Eurya超过 6种外，其 

余各属均为单种或寡种分布。茶属，荷术属 Sehima为热带亚洲成分，柃属为热带亚洲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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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车八岭目家级自然保护区含6种阻上种子植梅科的地理成分 

Table 4 Geographic elements of families containing 6 or 

inol"e spp．in CBLNR 

l'巳扣障世界分布科．Excluding cosmopolitan femilles． 

带美洲间断分布，杨橱 

属 Adinandra为热 带 

亚洲和东非间断分布， 

肖柃属 Cleyera为泛热 

带 分 布， 厚 皮 香 属 

rnstroemia为热带亚 

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 

分 布， 而 石 笔 木 属 

Tuteheria 则为中国特 

有分布，产我 国南部及 

西南部。与 樟 科 相类 

似，茶科也 仅 是 木 荷 

Sehima superba等能在 

自然保护区局部地段成 

为群落的建群树种，其 

它种类多是组成阔叶林 

表5 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擅物属的分布区粪堑 

Table 5 Distribution types of genera o4 seed plants in CBLNR 

1．世界分布 C0 smopolitem 

2．泛热带分布 Pantroplc 

8．i日世界热帚分布 Palaeotropies 

4．热 带亚 一热帝美洲间断分布 

TropieaI Asia ＆ Tropical America 

5．热帚亚iI}『一热蒂大洋洲分布 

Tropical Asla& Tr。pleal^ustr i0 

6．热带亚洲一热带非洲分布 

Tropics1 Asla& Tr。pical Africa 

T．热帝亚 分布 Tropical Asia 

8．北丑帝分布 North Tempe：ate 

S．东亚一北美椰间断分布 

Eastern Asia & Ncrib Amerie~ 

l0．东亚分布 EBstern Asia 

lI．中国特有分布 Chinese endE-mlcs 

合计 Tato1 621 100 

的下木成 分。 1)不包括栽培属 ExcInding eultivated Een ‰ 

木兰科在 自然保护 2)巳|口除世界分布类型的瞄数Excluding number of cosmopolitan genera· 

区有8属 6种，其中木莲属 Manglietia是典型的热带亚洲成分，含笑属 Miehelia刑延伸 

至温带地区也有分布，观光木属 Tsoongiodendron为华南特有成分 它们都是单种或寡种 

星散分布于林内或林缘，为森林群落的主要伴生树种之一。 

此外，杜英科的杜英属 Elaeocarpus，猴欢喜属 Sloanea，金缕梅科的枫香属 Liquid‘ 

arabar、蕈树属 ．Alllngis，安息香科的赤杨叶属 niphyllum等一些种类也作为常见伴生树 

种，在 自然保护区区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2．3复杂的地理成分 

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成分较为复杂，主要表现在科地理成分的广泛性和属地理成分 

_ 5  l 2 B O  B  2  3  l O  
一蜘 7 4 3 5 邛 6 埔 2 

驰 们 孔 ；； ：窖{吕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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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由于该地区地质历史悠久，区系起源古老，地形复杂多变，形成 了有利于植物生 

存繁衍的种种条件，尤其是受第四纪冰川活动影响较小，在冰川期和间冰期植物南北移动频 

繁，与其它地区植物区系均发生一定的联系，使得各种成分交错渗透。 

我们试将自然保护区区系中含 6种以上的科的地理成分进行了统计 (表 4)。 

再看看属的分布区类型的统计 (表 5)。在中国种子植物属的15个分布区类 型 中Ce】， 

自然保护区区系占有其中的l1个类型。 

(1)世界分布或近世界分布类型在 自然保护区有58属，大多数是中生的草 本 或半 藩 

木。如苔草属 Carex、铁线莲属 Clematis，龙胆属 Gentiana，蓼属 Polyoonum，毛 茛 属 

Ranuneulus、悬钩子属 Rubus，千里光属 Senecio，茄属 Solanum、苍耳属 Xanthium等。 

它们是林下植被或灌丛草坡的组成成员。世界分布类型不能反映出泼地区系的特点，所以在 

比较分析中予以扣除。 

<2)泛热带分布类型在自然保护区有149属，如紫金牛属Ardisia，琼捕属，肖拎属， 

树参属 Dendropanax、黄檀属 Dalbergia，柿属 Diospyros、杜英属，榕属 Ficus，鹅掌 

柴属 ScheHlera，狗尾草属 Selaria、山矾属 Symploeos等等。这类成分主要起源于古南 

大陆，它们柏现代分布中心都在热带范围内，许多属的中心甚至在南半球。自然保护区往往 

已处于或接近于其分布区边缘，所以它们的种系不似在热带地区那样发达，仅呈单种或寡种 

分布，在群落中多居下术层或草率层。 

(8)旧世界热带分布类型在自然保护区有4O属，如合欢属 Albizzia、山姜属AIpinia， 

五月茶属 Aniidesma、乌蔹莓属 Cayraiia，厚壳树属 Ehrelia、瓜馥术属 Fissistigma、芭 

蕉属Musa，蒲桃属Syzygium等。本分布类型比泛热带分布类型具有更强的热带性质，它们 

延伸至亚热带，温带的属也显著减少。因而本类型在自然保护区的属数仅为上一类型的1／4 

强。 

(4)热带亚洲～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指间断分布于美洲和亚洲温暖地区 的热 带属。 

这一类型在自然保护区有24属，主要有柃属、木姜子属，泡花树属 Meliosma、楠属、雀梅 

藤属 Sageretia，无患子属 Sapindus，猴欢喜属，山香圆属 Turpinia等。值得指出的是这 

一 类型的野生属在我国仅有37属 )，丽自然保护区就有24属，超过半数，这可能与自然保 

护区距离我国东南海岸不远的地理位置有关。 

(5)热带亚洲～热带大洋洲分布，这类型自然保护区有21属，基本上都是 延 伸 分 布 

到亚热带的属，如白接骨属 Asystasiella、岗松属 Baechea、樟属，山菅兰属 Dianella，山 

龙眼属 Hel!cia、柘属 Maclura、野牡丹属 ielasioma，桃金娘属 Rhodomyrtus、 吾椿属 

Toona等。它们大多为自然保护区常绿阏叶林中常见盼重要成员。 

(6)热带亚洲一热带非洲分布类型在自然保护区有 28属。如水团花属 Adina、杨桐 

属、魔芋属 mor ̂ 0砧 afJ”s，孩儿草属 Runflia、黑 鳗藤 属 Stephanotis、钝 果 寄 生属 

Taxillus、营属 Themeda，飞龙掌血属 Toddalia等。这一分布类型在 自然保护区区系中的 

地位不如热带亚洲一热带大洋洲分布来得重要。 

(7)热带亚洲分布，这一类型在自然保护区有95属，是本区系中最丰富的成分之一。 

主要有木莲属，含笑属、润楠属，新木姜子属、山胡椒属、茶属 、术荷属、蕈树属、蚊母树 

属 Distylium，黄杞属 Engelhardtia、赤杨叶属、交让术属 Daphniphyllum等·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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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植物区系非常丰富的地区，马来西亚西北部经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与我国 

南部相联系}印度东部则与我国西南部密切相联系。从该分布类型在自然保护区区系中的显 

著重要程度，以及在植物群落中的优势情况来看，无疑是本区系的核心成分。 

(8)北温带分布类型，在 自然保护区有e6属。我国是许多北温带属的主要分布地区或 

中心，种系比较丰富，中等属 (含11一l0O种 )和大属 (含100种以上 )约占4O ，它们当中 

的不少种类是构成我国温带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的建群种。但它们在 自然保护区的分布就明 

显 比较单薄，多呈单种或寡种分布。如槭属 Acer(5／150， 自然保护区种数／全 国 种 数} 

下同 )、桦木属 BetuIa(2／29)、鹅耳枥属 Carpintis(U25)、胡颓子属 Elaeagnus(1／ 

40)、白蜡树属 Fraxinus(1／20)、杜 鹃属 Rhododendron(9／050±)、蔷 薇属 Rosa 

(3／8o±)、柳属 SaIix(1／200±)、榆属 Ulmus(2／23)、荚莲属 f钿rnum(5／74)。 

(9)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这类型在 自然保护区有36属。如栲属、石栎属、青冈属、 

擦木属、八角属 Ill~clam、石楠属 Photinia，蓝果树属 Nyssa 撂木属 Aralia、胡枝子属 

Lespedeza等。东亚与北美植物区系的相似性，白1750年Halen首先指出以来，已有许多的 

植物学家作了研究和讨论。 

(10)东亚分布，这是我国植物区系的特征成分之一，属数仅次于热带亚溯和泛热带分 

布类型而居第三位。在自然保护区这一类型有74属，如五加属 Aeanthopanax、 猕猴 桃 属 

Aetinidia、木通属 Akebia、南酸枣属 Ĉ o日r00 o dfds、田麻 属 Corchoropsis、四 照 花 

属 Dendrobentharaia、枇杷属 Eriobotrya、女 喱属 Ligu~rnm、鞋木属 Loropetalum、雷 

公藤属 Tripferyglum等。它们当中的藤本或凄木为自然保护区森林中常见的层闻植物或林 

下植物。 

(11)中国特有分布，这类型在 自然保护区有10属l舌柱麻属 Archiboehmeria、毛 药 

花属 且os r ĉa 拍日ra、伯乐树属 Bretsehneidera、叉序草属 Ĉ f”g cd f̂”s、八 角莲 属 

19 0osm、伞花木属 ．Euryocrymbus、唐竹属 Sinobambusa、银鹊树属 Tapiseia、观 光 木 

属 0D0 g 0d日”dr0 、石笔木属 Tutcheria。它们数量虽少，但多为珍稀濒危的重点保护种 

类，在本区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2．4 热带一亚热带区系成分占据优势 

上述材料表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成分比较复杂，各类地理成分交错渗透，叠 

置分布。然而，进一步的分析使我们不难看出；热带一亚热带区系成分在自然保护区区系中 

占有明显的优势。 

从表 4可知，在扣除世界分布科后， 自然保护区区系的各主要科以热带一亚热带成分 占 

首位 (zl1．7 )，而热带成分(22．2％ )及温带成分 (11．1 )分别为其1／2或I／4左右。作 

为本区系主要表征科的壳斗科，樟科、茶科、木兰科以及杜英科，安息香科，金缕梅科等均 

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成分，它们当中的一些种类构成了本地区植被的优势种类，对确立本区系 

的本质特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分析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在自然保护区各属的分布类型中，除泛热带 

分布 外，以热带亚洲分布成分最为丰富，而且种系比较发达，在森林群落中占据主导地位， 

往往是群落的建群属，或者是包含了主要优势树种的属。 

同时还应指出，热带区系成分对本区系有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一些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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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的泛热带分布成分来实现的。泛热带分布类型的属在自然保护区多达149个，约占总属 

敷的114。但是，这种影响的强度相比较于南亚热带区系就逊岜得多了。在自然保护区不但见 

不到典型热带分布的龙脑香科 Dipteroc~rpaceae、内豆蔻科 Myristieaeeae、玉蕊科 Lecy- 

thidaceae、猪笼草科 Nepeni；haceae等的种类，就连在南亚热带较为常见的青藤科 Illiger- 

aoeae、水东哥科 Saurauiaceae、金虎尾科 Malpighiaceae、山榄科 Sapotaeeae、肉实树科 

Saroospermaceae，露兜树科 Paudanaceae等热带性较强的种类也束见有分布。森林中的茎 

花、板根以及层间藤本、叶附生苔等现象虽然也有，但与热带雨林及鼎湖山等的南亚热带季 

旃林相 比都显得逊色得多。 

温带区系成分对本区系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较之南亚热带区系耍明显得多。在自 

然保护区北温带分布类型的屑有86个，仅次于热带亚洲分布类型 温 带 性 较强 的 桦木 科 

Betulaceae、伯乐树科 Bretschneidoraceae、榛木科 Corylaeeae，紫树科 l~yssaceae等一 

些种类在自然保护区生长良好。有的种类，如光皮桦 Bet~la i 知 、大穗鹅耳枥 Carp- 

inus viminea甚至在一些海拔较高的地段成为优势树种。这是由于自然保护区地处中亚热带 

南缘，为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地带的缘故。 

2．5古老的区系起舜 

由于自然保护区具有较远久的地质历史和有利于植物生存繁衍的种种条件，整个区系包 

含有大量的古老科属，并保存了不少的孓遗植物。许多植物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认为裸子植物 

最早出现于古生代泥盆纪，现存的裸子植物多是起源于自垩纪，在第三纪得到分化，发展。 

罗汉松科中最原始的属是罗汉松属， 自然保护区也分布有2种I三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 

在亲缘关系上与罗汉松属甚为密切，垒世界仅 1属 9种，在自然保护区也分布有 1种I杉科 

Taxodiaeeae现存种类均为第三纪残遗植物，在自然保护区黄竹坑有株被称为 “杉术壬 的 

杉木 C nninghamia lanceolala树高44m，胸径121商1，长势仍十分旺盛。买麻藤科 Gnet- 

aceae在发生系统上十分孤立，不少学者认为是介乎裸子植物与被子植物之间的类型，仅 1 

属30余种，在自然保护区有 1属 2种· 

被子植物一般认为发生于侏罗纪或三叠纪(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早期 )o离心皮类通常被 

认为是较原始的被子植物，在自然保护区有8科21属35种，而原始的木兰科就有 8属6种。 

著名的孓遗植物观光木 Tsoongiodendron odorum 也见有分布。蓁荑花序类是比较复杂的类 

群，起源也较早，它们的主要科属在自然保护区几乎都有分布，选l2科35属94种。伯乐树科 

是我国特有的单型科，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及华南的窄小地域，在自然保护区亦见有生长· 

单子叶植物中的泽泻科 ~lismataceae、水鳖科 Hydrochritaceae被认为是最原始的单子叶 

类型，在自然保护区也有它们的踪迹。 

3 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比较 

有比较才有鉴别。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性质与特点，我们选取了 

鼎湖山等B个邻近地区的区系与之比较(表6)。 

3．1与海南岛植物区系的比较 ““ 
海南岛位于北纬I8。6 一2O。6 ，东经lO8。34 "~111。l ，介于南海与北部湾之间， 丈部 

分地区受热带季风影响，有明显的旱雨两季。海南和广东均属震旦纪华南台地的一部分，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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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地区植物区系属的相似系数的比较 

Tab]e 6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of genera in CBLNR flora with．those in other regions 

总 属 数 

TaotoI n0． 5631) 1045 I347 

of generB 

与车八岭共 

有属数 1 

No．of genera --—- 453 445 

shared ith 

Chebaling 

相似系数 ( ) 

SimiIⅡ 竹 —— 舯 ．5 槽 ．0 

eoeffici~nt 

他 0 

1)均巳扣除世界广布曩 All exc'．uding cosmopolitan genera． 

四纪初琼州海峡出现，才逐渐与广东大陆分离成为海岛。因此海南植物区系与广东大陆植物 

区系关系非常密切。自然保护区与海南植物区系的相似系数较高(79％ )，自然保 护区 的 

豢9带、亚热带科属海南基本上都有。两地的差异主要在于海南的热带区系成分的种类比自然 

保护区的典型得多，丰富得多。海南许多典型的热带科属如龙脑香科、猪笼草 科、肉豆蔻 

科、海桑科 Son]xeratiaoeae、玉蕊科等在自然保护区没有。相反，自然保护区的一些 温带 

成分的科属如桦术科、伯乐树科、檫木属、枫杨属 P~erocarya、泡桐属 Pauto~nia等海南 

却不见有分布。 

3．2与鼎湖山、大霉岭檀物区系的比较 “] 

鼎胡山位于广东省西部，北纬23~10 ，东经112。24 ，其区系为典型的南亚热带植物 区 

系，代表性植披是 以壳斗科，茶科，术兰科，挑金娘科，橄榄科、无患子科、樟科、野牡丹 

科等常绿闽叶树种或半常绿阔叶树种为优势种的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亚热带季雨林 )。 

鼎湖山区系与 自然保护区的相似系数为8O．5％，居相比较的6个地区之首，足见这两地区系 

的联系何等密切。鼎湖山的优势科与自然保护区大致相同，只是侧重点有所 不 同。比较 来 

说，：鼎湖山区系受热带成分的影响明显比自然保护区强，一些热带性较强的科属，如使君子 ‘ 

科 Combretacoao、牛栓藤科 Con．n~rao3ae，五桠果科 Dilleniaoeae、红树科 Rhizophor— 

aoeao、翅子藤科 Hippocrateaoeae等见于鼎湖山而不见于自然保护区’而一些温带性较强 ． 

的科属，如三尖杉科、榛木科、桦术科、糙叶树属 A．phananthe、 阴行草属 Sil~honostegia 

等却见于自然保护区而不见于鼎湖山。两地的共有科属主要是热带一亚热带分布的成分，尤 

其是泛热带分布的成分。 

大雾岭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北纬22。15 ，东经111。20 ，地处云开大山南部。其优 势 植 

被为亚热带季风阉叶林，优势科为茶科、冬青科、壳斗科、紫金牛科等，与自然保护区基本 

相同。两地相似系数为71．9 ，两地的联系是通过热带一亚热带分布的科 属 取 得 的。由于 

大雾岭地处南亚鹅带南缘，届亚热带与热带的过渡区域，因而它所拥有的许多热带洼科属自 

然保护区没有，如肉实科、金虎尾科、青藤科，山橇科，露兜树科、百部科 Boxburghiao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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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然保护区拥有的一些温带性的种类如紫树科、撩术科 桦术科等则不分布于大雾蛉。 

3．3与武冀山、神农架檀构区系的比较 “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北部，北纬27。38 --54 ，东经117。27 --51 ，属中亚热带季风 气候 

区，在植物区系分区上通常归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东 地区 与 华 

南地区的交界处。它与自然保护区的共有属数为417，相似系数74．1％。武夷山的优势 科 为 

樟瓣，壳斗科、术兰科、茶科、安息香科、金缕梅科等，与自然保护区的优势科 有 一 定 差 

异。两地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 “南亚热带地区(华南 )”成分，如术兰科、八角科、樟科、 

桑科、壳斗科、杜英科、山矾科等， 中亚热带地区(华中，华东 )”成分，如枫香属、山 

桐属 Idesis、榆属、朴属 Celtis、泡桐属、樱桃属 n̈Ⅱs等| “北亚热带地区” 与 温带 

地区”成分，如毛茛属、桦术属、柳属，虎耳草属 Saxifraga，槭属、柿属等取得。与自然 

保护区相比，武夷山的温带成分更丰富些，如扬属 Populus．胡桃属Iugta115 赤杨属 Alnus 

水青冈属 Fagus、椴属 Tilia、六道术属 Abelia等等都是在自然保护区不能见到的温带成 

分种类 。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北纬31。15 一57 ，东经 109。56 一l1O。58 ，地处中亚热带北 

缘，在植物区系分区上通常归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 中地 区。它 

与自然保护区的共有属310个，相似系数为55．1％，两地主要通过一些温带 分 布 和 热 带 向 

温带过渡的科属取得联系，如榆科、茄科，忍冬科、卫矛科，桦术科，撩术科等。神农架区 

系的优势科为山荣萸科 Cornaooae、橡术科 桦术科、槭树科 Aooraoo&o，虎耳草科 Saxi‘ 

fragaceao、忍冬科、罂粟科 PapsVeraooae、杨柳科、卫矛科、壳斗科等，与自然保护区的 

大不相同，两地相似系数也较低，这表明两地植物区系已表现出质的差别。 

3．4与裒牢山檀物区系的比较 [1 

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北纬23 36 --24。44 。东经100。54 --110。30 ，与自然保护区 

纬度相当，是云南南亚热带植被与中亚热带植被的过渡区域，区系地理成分以热带成分为主， 

优势科为壳斗科、樟科、茶科 术兰科以及五加科 Araliacese，冬青科 Aquifoliaeoae，槭 

树科 蔷薇科，水青树科 Tetracen~raceae，杜鹃花辩 Ericaceae，等。与自然保护 区共 有 

349属，相似系数为62．0％，不算太高，但两地的优势科差异不大。它们的联系主要是通 过 

热带一亚热带分布的科属取得。相比之下，哀牢山的热带性稍强，如仙人掌科 Caetadeae， 

马桑科Cotiariaeeao 使君子科、水青树科等见于哀牢山不见于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 

温带区系成分比哀牢山要丰富些，如伯乐树 科，山柳科 Clethraceae,列当科 Orobaneh— 

Bo0ae，水鳖科辱。 

4 讨 论 

4．1自然保护区檀韵区系的归一闻磨 

自然保护区地处华南中亚热带南缘，其植物区幕的归属问题与广东乃至华南檀物区系的 

归属息息相关。吴征镒教授把广东植物区系划入泛北极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 

南地区 }苏联 A．n．塔赫他间则把广东植物区系划入古热带植错域印度一马来西亚亚域 

的印度支那区 j张宏达教授贝Ⅱ主张将广东植物区系划入古热带植物区，隶属于他所创立 

的华南亚区 (Austro-Ca~hay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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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对自然保护区区系的研究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t 1．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与南 

亚热带植物区系 (如鼎湖山、大雾岭等)关系最为密切。不仅具有基本相同的优势科，而且 

相似系数也甚高。这是它们在地史上的联系和地理上便于植物交流的结果。2．自然保护区植 

物区系与古热带植物区的海南岛区系的相似系数也相当高，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开的联系， 

它们直属同一起源的植物区系范畴。 3．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与中亚热带的武夷山区系和北 

亚热带的神农架区系的相似系数相对鞍低，优势成分也各有所不同，表明自然保护区区系与 

它们的亲缘关系逐渐疏远，逐步表现出质的差别。因此，我们赞同张宏达教授的见解，认为 

广东植物区系 (包括 自然保护区区系在内)应归属古热带植物区的华南亚区。 

4．2广东与云南馥衡区暴的关系问曩 r 

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两者是否有着同一起源，是否归属同一植物区。刘慎谔 (1944)认 

为云南植物与缅甸、越南和华中、西藏等地的植物关系密切，但与华南等关系极轻 。1964 

年他又进一步指出云南与华南只能看成是一个大气候区的零极区，不应瑚入同一植物区 [al。 

吴征镒 (1979)在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中将华南与云南划归不同的植物亚区，即中国一日本森 

林植物亚区与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 。张宏达对此持不同看法，主张将广 东及云 

南东南部一同瑚入华南亚区 ”。并且进一步认为在华南台地及其毗邻地区发展起来 的华夏 

植物区系 (OaShsysia-Fiora)是中国植物的远祖 。 

我们比较了自然保护区与云南哀牢山的种子植物区系，发现两地共有种为 147科，占自 

然保护区种子植物总科数的94．8％，共有属349属，占自然保护区总属数的62．0％，两 地植 

被的优势科也大致相同。所以我们认为两地植物区系的本质是一致的，应是同一起源。两地 

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云南在第四纪间冰期有大量的热带植物及欧洲植物侵入，使其区系成分复 

杂化造成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和支持被子植物热带起源的观点。广东与云南植 

物区系关系密切，极可能具有同一起源 (华夏植物区系 )，把两地植物区系生硬地划归不同 

植物区(亚区 )是不适宜的。我们支持把广东及云南东南部划入同一的华南亚区的做洼。此 

外，考虑到区系起源等因索，我们认为在中国植物医系分区中古热带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 

的分界线是否可以推移至秦岭一带?这是值得避一步商榷探讨的问题。 

5 结 论 

综台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特点是t 

(1)裸子植物种类不多，有部分起源古老的残遗种类’被子植物种类丰富，原始类型 

的离生心皮类以及蓁荑花序类占有相当数量，并分布有14种珍稀濒危重点保护植物。 

(2)区系成分复杂，属的分布区类型有l1个，以 泛热带分布 和 热带亚洲分布 

成分最丰富， “北温带分布 成分居次。热带一亚热带区系成分 占明显优势，热带及温带区 

系成分均有相当的影响，面以热带成分的影响更强些。 

(3)与南亚热带舳鼎湖山植物区系关系最为密切，与热带的海南岛区系相似系数也很 

高，。面以_中亚热带的武夷山区系及北亚热带的神农架区系相似系数渐次降低。 
(4)本区系为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类型，是华南植物亚区的组成部分，隶属于 

古热带植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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