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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莽 山 自然 保 护 区位 于 湖 南 省 宜 章 县 境 内 (24 52 00”～ 25o03 12 ，1l2 43‘l9 ～ 113 00‘10 

E)，属南 峙 支肺 。作 者 对该 地 区 水生 维 昔柬 植物 及 其 生境 进行 了考察 ，采 集 到 水生 沼 生 堆 营柬 檀 特 

30科 47属 67种 ．其中 30种为莽山地区新记 录 在比较帮泽和湖泊承生植物群落结构特点的基础 

上 ，讨论 了沼泽作为水生植物重要生境 的意义，建议对 作为珍稀濒危承生植物重要产地的长江以南 

山 地 沼泽 采 取 有效 的保 护 措 施 。 

关键词；甍幽自 埕堑垦 迥 ；忐生垫望．彳垃孳束植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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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ity of aquatic vascul ar pl a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habitats in M angshan 

Nature Reserve，Hu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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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gsban Natu re Reserv (24 52 OO”～ 2 5口03 12"N ，112~4 19 ～ 11扩O0 10 )is loc_ttd 

af Yizhang county，Hunan province，belonging to the South Range M ountains where there has well 

cov~t-ed by the la rge area natural forests．The habitats of aquatic va~euhir plants in the Reserve have 

b n in~,estigated 67 species of aquatic vascular plants were collected．3O of which were not de~ribed 

previously in this A cortlparison of aquatic plant communities in marshes to that in lakes was 

made．It ,~uggested that the mar hes of mountain should be c0n rved as the habitats of rare and en— 

dat~gered aquatic plants． 

Key words：Mangshan Naiure Reserve~marsh{aquatic vascular plant 

湖南莽 山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58年 ，是全国最早建立的保护区之一 具有原始的常绿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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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 。区内地形 复杂 ，植被覆 盖 良好 ，动植 物资源 十分丰富 ，有关 文献记 录的种子植 物有 172科 

815属 2 064种 ，各 种动物 近 300种 。由 于植物 群落 多样 ，物 种繁 多 ．1 992年 又在此 建立 了 国家 

缎森 林公 园 。对莽 山 自然保护 区植物 资源的调 查和研 究虽然开 展 的较早 ，但 主要侧 重于 森林 植 

被和植 物 医系方面 ．尤其集 中于术本植物的 研究“ 。而对 于水生 、沼生植 物则研 究 较少 。为此 ， 

作 者先 后于 l 993年 ?月 、l994年 8月和 l999年 7月 对莽 山 自然保 护 区 的水体 (溪 流 、沼泽 、水 

湿地等 )进 行 了考察 ，并采集 了水生植物 标本 。 

1 地理环境和 气候 条件概 况 

莽 山 自然 保护 区位于 湖南省宜 章县 境 内(24。52 00 ～25。03 12 ，112。43 1 9 ～113。00 10 

E)，总面积约 200 kal 。莽山为骑田岭的支脉 ，属典型的南岭山地丘陵地貌 。境 内山峰林立 ，溪 

流密布，海拔高度超过 1 000 m的山峰有 100多座，最高峰猛坑石海拔 1 902 rll，最低处的兑子 

峰亦达 450 11l。该林区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受热带暖流和大旆寒流的影 啊，属南亚热带山地湿 

润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1 7．2。C，极端最高温度为 36．2。C，极端最低温度为一9、8~C，年降雨量为 

1 710．̂～2 5I5．6 JJ】m，年相 对湿度 为 82．8 。该地 区 的气候 基本特 征 为鲁夏 潮湿 多雨 、秋 季 

少雨 干燥 、冬季 玲湿多 雾 。 

2 水 生植 物的主要 生境 

莽 山既是长 江水 系和 珠江水 系的分水岭 ，又是华 中和华南的 自然地理分 界线 ，其植 被 明显 

表现 出我 国 中亚热 带 与南 亚热带植 被之间 的过 渡性 。 由于 山高 谷深 ，交通 不便 ，保护 区 内 自然 

植被和各类生境遭受人类活动干扰和破坏的程度较小，保护 区内的溪流、天然沼泽、水湿地数 

目和面积都相当可观。由于地面受燕山造山运动切割作用 的影响 ，使得保护区内的溪河水流湍 

急 ，垂直落差大，因而分布其中的水生植物种类单一，以天南星科 Aral2eae的菖蒲属植物为主i 

而保护区内零星分布的一些主要沼泽，如浪畔湖、泽子坪、凤形 坪等，海拔均高于 1 000 m 以 

上 ，多 位于莽 山南坡 地段 ，或为群 山包 围 ，加之 受到复杂 的地形和 良好 的 自然植 被 的影 响，使寒 

冷 的迎 面风 大多 受 高山阻挡而 聚 于山腰 ，冬春 两季 的冰雪带 一般集 中在 海拔 800 m 左 右 的地 

段 ，从 而使这些 山中沼泽地成 为水 生植 物 的 良好 生境 。 

保护区内的沼泽 中以琅畔湖的面积最大 ，约 2 km 。从发育上看属典型的中位沼泽，沼泽 

中已有明显的泥炭藓丘 泥炭沉积物厚度为 0．5～1 m。沼泽中的植物带从边缘到中心湿生和 

挺水植 物 (知禾 本科 Gramineae、莎草科 Cyperaceae，蓼 科 Polygonaceae)向浮 叶(如 睡莲科 

Nymphaeace~m)和 沉水 (如水鳖科 Hydr0charitaceae)类型 过 渡 。浮 叶和 沉水 植物种类 已相 当单 
一

。泽子坪 、凤形坪等处 的沼泽形成较浪畔湖晚 ，主要 由地表径流携带的泥沙在低地沉积而成 ， 

其植 物群 落 的结 构和 组成成分郡 较单调 ．以挺 水和浮 叶的植物种 类为主 。 

3 水生维管束植物 多样性及其群落结构特点 

作 者调 查 了莽 山 自然保护 区 内水 生维管植 物 的分 布情 况及其 生境'条件 ，共采 集到 植物 标 

本 200余 号 ，其 中水 生 、沼生 维管束植 物 67种 (含 1变种 )，分属 30科 。种 类较多 的种有 禾本科 

(10种 )、莎 草科 【lu种 )、灯心 草科 Juncaceae(4种 )和 天南星科 (4种)。按生 活型统 计 ，湿 生种 

类有 30种 ，挺水 26种 ，浮叶 2种 ，漂浮 j种 ，沉水 4种 (表 1)。 

～ 孺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l期 王青锋 等 ：湖南莽 山 自然保 护区的水 生维管束植 物—— 多样 性 足其 生境 特征 29 

金 星 赫科 新尖 毛 藏 湿 生 H 

Thelyp~eri laceae t "losⅦ ⋯  m 褥琶 砘 

苹 科 Marsileaceae 苹 M~w．,il4“quadli．／blia 漂浮 F． AIism ta⋯  

槐 n 苹科 枕叶 苹 mia 一  漂捍 F． 

lviniaceae 

学 科 讹缸：红A 洲 ‘ 水鳖科 、 lj 
⋯ Hyd㈣ach i~ceae 

蓼 
． ． ． 

挺水 E 乐车 科

P o Yg e Yg⋯  yd— 
e 

砌 茎 1 icatm~ 挺水 E 

圯 尔蓼 1 Ⅲ J 一．J 挺木 E 

睡琏 科 畦莲 浮III FA 

y_ll川1ne ede Nymphaea · ～ 。 

毛 利 毛 挺木 E． 
Rananculaceae “J l 1A“̂ 

播子 =巴莅 R xieholdii 挺 东 E． · 

茅 膏苹 科 倒叶 芋膏 菜 湿生 H 

D r lc ̂e j)⋯ ，，“r r·JI iJ ia 

虎 耳草 科 鹏眼 梅花 草 龃生 H 
Saxi[rngaceae Pnn⋯ ⋯  i 

藤 黄科 (，uttit'erae 地 耳草 湿生 H 莎草 科 
t1

．

vperi, ，’ Ix~u't：lmt Cyperaceae 

千 埘 浆科 菜 fitdica’ 湿生 H 
Lylhernce~e 

柳 nj麓 科 1香 堑 生 H． 
OIlagrnce~e L I j *ln融 t mn 

舡 科 !雪 草 C'emelta— f “ 醒 生 H． 

Umbelli[erae 术 芹 Ol f̈̂ - 洲 挺 水 E 

报 花 科 萼 辟 蕈 醒 生 H 
P帅  一  L y腺．,im

珍

a ,

玮

hla

苹

_ m “ 
挺 术 E A夭

r

南
a~

星
ae

科 腺 珍珠 苹 挺 术 E ⋯ ’一 。。 

L | t ” rn u’ 

喜 参科 虫『= 湿 生 H 
ScroplIulariaeeae { rⅫ |}u t．}⋯ n’ 

挂 桀 湿 生 H 萍 科 

L  ̈ i／x~l“ LeI彻 ⋯  

上菜L ⋯ ̂ ， 韫生H 草孽 
拦 科 黄花 狸 藻 沉 术 s 怵  ‘ 

1．entihulariaceae Ut r larm “ Y ’ 

】f挖 草 f， b*Jida 温 生 H． 鸭跖 草科 

茜 Rublaceae 
a

蛇
la

舌 革
ndta 

湿生 C

雨

。

九

m m

花

e

科

lin 

桔 梗 科 边 莲 hu‘binemi．~ 抗术 S rnn‘ m 

( l1_啪】1ul̂ce e 灯心 草科 

香 甜f利 fyphmeae 东打香 蒲 丁 “~．iemMis 挺 水 E J⋯一 ea 

于 絮科 l草 忡 f 佩 求 S 
Potamogetonaceae 

跟子菜 P．distmclm~’ 

宽 叶 泽苔 草 

Caldesia m “ 

悍 叶 FA． 

挺 木 E． 

矮 慧 蛄 f pygmaea 沉 木 s 

慈 蛄 S．f州  w 挺 木 E 

有 尾 水 筛 沉 水 S 

BIY叫 echlno．~" -r Ⅱ 

荩 草 Arthrwc~ “̂p W 温 生 H 
柳 叶瞽 lsacf~u—glo[msa 温 生 H 

平精 柳 叶箬 I f⋯ · Ⅱ 星 生 H 

游 草 湿 生 H． 

I r he~ mlru var ja棚  6【Ⅻ’ 

千 盘 子 Lept~'hloa r̂⋯  ‘ 提 生 H． 

获 M “ 叫 ⋯  h ’ 置 生 H 

乱 子草 M ulff~bergia  ̂g ’ 置 生 H 

椎 稷 panicum  ̂出  Ⅲ ’ 置 生 H． 

心 叶藿 P．m “ 置 生 H． 

稗 荩 星 生 H． 

s ^ ，l malac~x'me’ 

碎 米劳 草 Cyperu．~iria’ 星 生 H 
牛 毛毡 ～̂  ～  星 生 H． 

盘师草 E tarml~tra 星生 H 

术 虱 草 ， f miliocea 星 生 H 

木蠼 虹 K _¨~ifdia 生 H 

百球 蘸 草 Sc#pv．~roaharnii 温 生 H 

木 毛花 S．f，_ ，J 挺木 E 

猪 毛草 S．~allichii 置生 H． 

小 型珍 珠茅 Scleriu nr 温 生 H． 

葛 蒲 ^删  ⋯  羹 术 E 

金 线蒲 A．graminm~v 挺 术 E 

石 苗蒲 A．f “Ⅲ 啦 挺 柬 E 

术 捍莲 Pistia f f妇 漂 浮 

彝 ￡一 M ⋯ r̈ 嚣 F． 

各 精草 Eri~'auhm 蝴 

白药答 精草 E．sielmldi~ n 

小 答精 草 E．1uzutaeJbli~m 

木 竹毗 M d⋯  irak 

裸 花木 竹 叶 M ~mdiflora’ 

鸭 舌 草 M w 一̂ ~agindis 

小 灯心 草 』㈣   ̂

一0 ．1． 

江 南 灯心草 ．，． 用曲出 

并 石莒 ，． 肚  

挺术 E 

挺 术 E 

挺 水 E． 

挺 术 E． 

挺 术 E． 

挺 术 E． 

挺 术 E． 

挺 术 E． 

挺 永 E． 

挺 求 E． 

E⋯  g目n plaint{F：『I 川 plnllt；FA floating attached pla~t；Hll‘ r0phy Ee；S⋯ b—  phat． 

* 莽 山 雠护 区新 2 录种 w r · d in Mnl‘g lu『 uf R⋯  

l 刘 克 啊 事丙最 湖南 机物 M 系增 补 植 物研 究 ，199fi．16(3)：281～ 285 

由表l可看 出，莽山地区的水生维管柬植物以湿生和挺水类型为主 ，共有56种，占本诩查全 

部种类的83． 。而浮叶、漂浮和沉水的种类相对较少 ，共有l1种 ，仅 占全部种类的16．5 。这 

一 结果与湖南茶陵湖里沼泽。 、湖北利川韭菜坝沼泽。 的调查结果相似。均反映出长江漉域及 

其 以南地区的山地沼泽中水生维管植物优势群落以湿生和挺承类型为主，沉承 、浮叶置勰 浮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广 西 植 物 20卷 

种 类较 少 +而且 成分单 一 的特 点 。通 过与其 它沼泽 、湖 泊的水 生 维管植 物群 落结 构 比较 (表2)， 

可 以看 出 ，其 主要差 异在 植 物群 落 的组成 成 分上 ，如莽 山沼泽 与湖里 沼 泽在 水生 植 物上 仅有 

25 左右的种类是相同的+而莽山沼泽与韭菜坝沼泽的相 同植物种类的比例就更小 需要指出 

的 是 ，沼 泽作 为湖泊 向陆 地过渡 的一种 中间 型水生环 境 ，在地 表水 位和 营养状 况 (许 多 沼泽尤 

其 是泥 炭藓 沼泽都 逐 渐趋 向贫 营养化 )两方 面都 与湖 泊有 较大差别 ，从 而 导致 分布 于这 两 类水 

生环境中的植物在群落结构及其组成成分上出现差异 ，主要表现在湖泊中水生维管柬植糟虽 

仍 以湿生和挺水类型为主，但浮叶、漂浮和沉水类型的种类占全部种类 的比例 已明显高于稻泽 

地 ，而 在物 种相 似性方 面 ，莽 山沼泽 与各类湖泊 之间相 同物种 的百 分 比也要 明显低 于莽 山稻泽 

与其它沼泽之间的比率 。此外 ，沼泽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水生维管植物种类多样性方面，莽山稻 

泽 的词查结果显示 +67种水生维管植物中有3O种为莽山地区新记录，其中稀有 的宽叶泽苔草为 

湖南省新记 录“ 。如果就物种数 目与生境面积之比来进行比较 ，莽山沼泽、湖里沼泽要 明显高 

于各 类沼 泽 (表2)。 

表2 莽山沼泽 与其它沼泽湖泊水生罐瞥檀鞠群落簟构 的比较 

Tabte 2 Comparison of aquatic vascular p]ant communities of Mangshan 

Marsh with other takes or marshes 

4 讨 论 

长江流域及其 以南地区的零星山地沼泽为各类水生植物的生长和分化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 ，为一些稀有 、濒危的水生维管植物提供 了避难场所，如在湖南茶陵湖里沼泽中发现的长喙 

毛茛择 泻(Ra~udisrna ro．~Datum)和普通 野生稻 (Oryza rufipogon)、在 湖北利 J Jl韭 菜坝 稻泽 中发 

现的多星韭(Attiu~n wattichii)和利川慈姑(Sagittaria h'chuanensls)以及我们在湖南莽山沼泽 中 

采集到 的宽 叶泽苔 草 、鸡 眼梅 花草 和圈 叶茅膏 菜 等都是一 些稀 有 、甚 至蠢 危 的永 生 、基 生罄 曲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期 王 青锋等 ：湖南 莽山 自然保护 区的水生维 管束植物 —— 多样性 及其生 境特征 31 

种类 ，随着人们对其它沼泽研究工作的深人进行 ，将会有更多发现。目前，保护生物多样性 已成 

为全 球 关注 的热点 。，沼泽作 为一类 较为特 殊的生 境在环 境保护 和 生物 物种保 存 等方 面 有 

重要 作 用 。但 由于人 类 活动 的影响 ，使得本 已脆 弱 的 沼泽环 境 以及 生 长于这 些 特殊 生 境 中 

的植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与破坏，应当对沼泽及其中蕴藏的生物资源进行切实的保护。以莽 

山 自然保护 区为例 ，该保护 区以保护林 木资源为 主要 且标 ，而对 沼泽这～特 殊生境 的生物 多样 

性保护工作 尚不足 。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几块面积较大的沼泽地都已被造作建站设场 的地 

点 。目前 首 要的 问题 是要对 山地 沼泽 进行 深 ^的调 查研究 ，尽快 完成这些 地 区水 生植物 的编 目 

工 作 ，并制订相 应 的保 护 措施 。鉴于 我国长 江以南地 区 的 山地 沼泽 大多呈 零 星的 斑块状 分 布 ， 

且 面 积不大 ，建立 专门 的沼泽型 自然保护 区难度 较大 。建议在 已有保护 区和 林 区 内采取有 效 的 

保 护 措施 ，以尽 量减少 人为破 坏 ，使得生 活在这些 山地 沼泽 中珍 稀 、濒危 、特有 的水生植 物得 以 

繁衍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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