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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多样性及区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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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ꎻ ２. 西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资源

保护与种质创新重庆市重点实验室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ꎻ ３.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ꎻ
４. 贵州省生物研究所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９ꎻ ５.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 植物区系研究对于揭示一定区域植被的起源与演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ꎬ为了探讨我国贵州省梵净

山及周边地区藤本植物(被子植物)区系ꎬ该研究基于馆藏标本信息、文献资料和野外调查等信息ꎬ并运用

地理信息系统构建了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空间地理分布格局ꎬ分析了其物种丰富度及地理分布ꎬ同时在

全国藤本植物地理分布的背景下ꎬ讨论了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在全国层面的区系特征ꎮ 结果表明:(１)我国

贵州省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有 ３６ 科、９５ 属、２９９ 个分类群ꎬ包含 ２３５ 种、２６ 亚种、３８ 变种ꎬ占全国藤本植物

６６ 科、２６８ 属、１ ５６０ 种的比例分别为 ５４.５５％、３５.４５％、１９.１７％ꎮ (２)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主要以温带及亚

热带地区分布的科属为主ꎬ温带成分更为明显ꎮ (３)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分布在青藏高

原东部、大巴山－巫山地区、武陵山区以及黔桂交界处ꎬ对所涉及的藤本植物而言ꎬ梵净山地区更多地充当了

其分布区的南界ꎮ 以上研究结果为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利用以及今后的保护及监测提供了本底数据ꎬ也
为植物多样性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ꎮ
关键词: 梵净山ꎬ 藤本植物多样性ꎬ 地理分布格局ꎬ 区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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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本植物既是构成热带、亚热带森林群落的

组成部分ꎬ又是热带、亚热带森林的显著特征之一

(詹曾ꎬ１９８２)ꎮ 藤本植物依赖其他植物的支撑向

上攀缘生长ꎬ自身虽无发达的支撑结构ꎬ但能把生

物量更多地用于茎干的伸长生长ꎬ以及叶片和根

系生长ꎮ 因此ꎬ藤本植物在生态适应性和竞争力

上具有独特优势(祁承经等ꎬ２００７)ꎮ 该类植物不

仅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结构、生产力及

养分循环具有重要影响ꎬ而且还在食用、药用、观
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森月男和林湘ꎬ
１９９７ꎻ 郭 云 文 等ꎬ ２００７ꎻ 唐 登 明ꎬ ２０１７ꎻ 王 灯 等ꎬ
２０１７)ꎮ 梵净山地处我国西南地区贵州省内武陵

山腹地ꎬ既是国际陆地植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ꎬ
又是东亚湿润亚热带植物区系中华中区系成分的

核心地带ꎬ保存有众多的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

(熊源新和杨传东ꎬ２００９)ꎮ 长期以来ꎬ有关梵净山

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倍受关注ꎬ如在 １９３０ 年前后ꎬ
由前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蒋英集中于梵净山

地区采集的植物标本ꎬ经蒋英、陈焕镛和韩马迪等

鉴定整理编写了«梵净山植物名录»刊载于«中华

农学会报» 及«韩马迪树木园季刊» (黄威廉等ꎬ
１９８８)ꎮ 之后ꎬ国内有不少学者陆续对梵净山地区

的植物、植被和生态系统等方面开展过多次调查

(邓莉兰和杨传东ꎬ１９９１ꎻ廖雯和左经会ꎬ２００８ꎻ冉
景丞等ꎬ２０１５)ꎬ也有学者对梵净山的藤本植物做

过研究(张玉武和杨红萍ꎬ２００３)ꎮ 基于之前的研

究很难揭示大的分布格局ꎬ随着数据的积累ꎬ现能

基于空间分布的大数据ꎬ可以揭示关键类群的大

的分布式样ꎬ有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张殷

波等ꎬ２０１５ꎻ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Ｃ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本文研究了梵净山地区的藤本植物ꎬ包括木

质藤本和草质藤本两大类ꎮ 通过研究该地区藤本

植物的物种组成、地理分布格局以及与周边近缘

区系的关系ꎬ并结合中国藤本植物的物种组成与

地理分布格局ꎬ探讨了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在中

国植物区系地理中的区系地位ꎬ以期为深入理解

梵净山地区植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以及为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数据支持ꎮ

１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梵净山(１０８°２１′—１０９°１７′ Ｅꎬ２７°３１′—２８°４１′
Ｎ)位于贵州省东北部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

处ꎬ既是武陵山主峰ꎬ又是吴江与沅江的分水岭ꎮ
其山体庞大、地势高耸ꎬ最高峰为凤凰山(海拔为

２ ５７２ ｍ)ꎬ次峰为金顶(海拔为 ２ ４９３.１４ ｍ)ꎬ周边

区域则整体以低中山、低山喀斯特地貌景观类型

为主ꎬ山体垂直高差逾 ２ ０００ ｍꎬ总面积为 ７７ ５１４
ｈｍ２(周政贤等ꎬ１９９０)ꎮ 梵净山处于热带、亚热带

生物区系向温带生物区系的生态交错区ꎬ兼具明

显的中亚热带季风山地湿润气候特征和典型的山

地垂直气候ꎬ年均温为 ６ ~ １７ ℃ꎬ年均降水量为

１ １００~ ２ ６００ ｍｍꎬ是贵州省降雨量最多的地区ꎻ相
对湿度年均在 ８０％以上(贵州梵净山科学考察集

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８７ꎻ黄威廉ꎬ１９８８)ꎻ土壤呈明显的

垂直分布ꎬ从山麓至山顶分别为山地黄红壤(轻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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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地黄壤(重壤)、山地暗黄棕壤、高山草甸土

４ 个 类 型ꎬ 其 土 壤 主 要 为 森 林 土 壤 ( 舒 锟 等ꎬ
２０１７)ꎮ 如此复杂的地形地势、充沛的水热条件和

良好的土壤环境造就了该地区丰富多样的植被类

型ꎬ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竹林、灌丛、沼泽 ５ 个

类型ꎬ植被覆盖度在 ８０％以上ꎬ显著高于周边植被

稀疏的喀斯特地区(游美玲等ꎬ２０１８)ꎮ 该地区不

仅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ꎬ而且特有植物、珍稀濒

危植物繁多ꎬ是研究藤本植物的理想之地ꎮ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藤本植物的界定主要参考«中国植

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所记载的藤本植物种类ꎬ
包括草质藤本和木质藤本ꎮ 藤本植物的地理分布

信息主要来源于植物学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中国

数字植物标本馆 ( ＣＶ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ｅｎ)的植物标本采集信息ꎮ 在此基础上ꎬ开展了藤

本植物的野外实地考察ꎬ补充调查了梵净山地区

的藤本植物的分布信息ꎮ 汇总相关分布信息ꎬ并
参照“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００—中国节点”的植物名录数据库

的相关信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２０００. ｏｒｇ. ｃｎ / ) 对所载

物种的学名进行规范化处理ꎬ如对异名、名实不

符、同物异名和错误鉴定的物种进行筛选ꎬ剔除、
溯源并查找与之相对应的接受名等ꎮ
２.２ 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ꎬ基于文献资料及馆藏标本等物种分布

数据ꎬ整合藤本植物的县级分布数据ꎬ在此基础上

主要基于馆藏标本信息中的标本采集点ꎬ对标本

的产地进行地标化ꎬ最大限度地确定每一份标本

的经度、纬度信息ꎮ 其次ꎬ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生成

梵净山地区 ０.０５° × ０.０５°的矢量网格图层文件ꎬ
共 ９０ 个地理单元块(图 １ꎬ图 ２)ꎬ用于分析梵净山

地区 藤 本 植 物 的 地 理 分 布 格 局ꎮ 最 后ꎬ 基 于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生成全国范围内 ０.７５° × ０.７５°的矢

量网格图层ꎬ确定了 １ ７１６ 个网格ꎬ用于开展全国

藤本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分析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组成统计

本研究中根据野外调查、 标本数据以及文献

图 １　 梵净山地区地理分布网格及 ＩＤ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 ａｎｄ

ＩＤ ｏｆ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图 ２　 梵净山地区地理分布网格
Ｆｉｇ. 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 ｏｆ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资料所获得的藤本植物共计 ３６ 科、９５ 属、２３５ 种、
２６ 亚种、３８ 变种ꎬ共计 １ ７５９ 个野外分布点ꎮ 其多

样性特点如下:(１)本区藤本植物大部分是木质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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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ｎｅ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本ꎬ共 ２４１ 种ꎬ占本区藤本植物总数的 ８０.６０％ꎻ草
质藤本 ５８ 种ꎬ占本区藤本植物总数的 １９. ４０％ꎮ
(２)本区藤本植物含有单种科 ９ 个ꎬ含 ５ 个种以上

的科为 ２０ 个ꎬ占本区藤本植物总科数的 ５５.５６％ꎻ
４４ 个单种属ꎬ含 ５ 个种以上的属为 １５ 个ꎬ占本区

藤本植物总属数的 １５.７９％ꎮ (３)本区藤本植物所

涉及的大科为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猕猴桃科(Ａｃｔｉｎｉ￣
ｄｉａｃｅａｅ)、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等ꎬ
大属为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菝葜属( Ｓｍｉｌａｘ)等ꎬ该区优势

科属以亚热带及温带分布为主ꎮ 梵净山地区及全

国藤本植物排名前五位的大科、大属统计详见表

１ꎬ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全国藤本植物及全国被

子植物科、属、种统计详见表 ２ꎮ
３.２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地理分布格局研究

从目前对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物种丰富度的

统计(图 ３)来看ꎬ物种丰富度高的地区主要集中

在以梵净山为中心的地域ꎬ且集中分布在梵净山

自然保护区的西部ꎮ 此外ꎬ在梵净山自然保护区

的北部以及西部还存有两个藤本植物相对集中的

分布点ꎬ这两个分布点均分布在印江县境内ꎮ 在

江口县境内分布有两个较为集中的藤本植物多样

性分布点ꎬ分别在江口县的北部和南部ꎮ 松桃县

境内的藤本植物的分布数量相对偏少ꎬ只有两个

稍为集中的点ꎬ且这两个点紧挨在一起ꎮ
从藤本植物地理分布单元的统计来看ꎬ对于

藤本植物科、属、种的统计(图 ４:ＡꎬＢꎬＣ)ꎬ藤本植

物物种数目多于 １００ 的分布单元有 ５ 个ꎬ主要集中

分布在以梵净山为中心的地域内ꎬ尤其以梵净山

中心点的物种数最多(为 １９０ 种)ꎬ该区科、属、种
的分化程度最高ꎻ其次是梵净山区域西部的藤本

植物的分布相对丰富ꎬ物种数量为 １５３ 种ꎬ另外 ３
个相对较高的分布单元分别在梵净山中心点的北

部、东部以及东南部ꎮ 此外ꎬ还存在 ３ 个 １ 科 １ 属

１ 种的分布单元ꎬ均分布在距离梵净山中心点较远

的外围地区ꎮ 藤本植物的数量与海拔高度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ꎬ一般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地方ꎬ其藤本

植物的分布数量相对较多ꎮ 从藤本植物物种分布

点的统计(图 ４:Ｄ)来看ꎬ藤本植物的分布点丰富

度与科、 属、 种地理单元分布中的丰富度相一致

(图 ４:ＡꎬＢꎬＣ)ꎬ主要集中在梵净山中心点ꎮ
３.３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在全国的分布格局

在全国层面上分别对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和

全国藤本植物的地理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ꎬ结果

表明县域分布格局显示中国藤本植物主要集中分

布在西南地区ꎬ尤以西南边境地区、青藏高原东

部、四川盆地北部以及大巴山－巫山地区、黔桂交

界处和南岭山地的分布最为集中ꎮ 基于网格的分

布格局表现的更为精准ꎬ在云南南部、中越边境、
广西西部和南岭山地东部的藤本植物的物种丰富

度较高ꎮ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在全国层面上的分

布格局虽与全国藤本植物的分布格局相似ꎬ但基

于县域的分析显示在青藏高原东部、四川盆地北

部以及大巴山－巫山地区、黔桂交界处和南岭山地

的表现更为集中ꎮ 基于网格的分析显示青藏高原

东部、大巴山－巫山地区、武陵山、黔桂交界处以及

南岭山地分布的梵净山藤本植物种类更多ꎮ 在对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在全国藤本植物的所占比例分

析中ꎬ基于县域的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盆地北部、东部

和南部ꎬ以及江西省及其周边相对集中ꎬ基于网格的

物种丰富度分析结果表明华中地区最为集中、华东

地区相对集中ꎬ并有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ꎮ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藤本植物的物种组成与植被群落的关系

藤本植物为森林群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深
入研究藤本植物的地理分布格局与区系特征ꎬ 对

于了解当地的植物群落与植被类型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ꎮ 本研究中ꎬ 从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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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科水平上的数量统计ꎻ Ｂ. 属水平上的数量统计ꎻ Ｃ. 种水平上的数量统计ꎻ Ｄ. 藤本植物地理分布点的统计ꎮ 网格中的数字分

别代表该网格中的藤本植物的科数、属数、物种数、分布点数ꎮ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ｖｅｌꎻ Ｂ.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ꎻ 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ｅｖｅｌꎻ 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ｉ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ꎬ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４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地理分布单元的统计
Ｆｉｇ.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ｏｆ ｖｉｎｅ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计来看ꎬ在科的水平上ꎬ以葡萄科、猕猴桃科、豆
科、蔷薇科等温带成份的科为主ꎻ在属的水平上ꎬ
由猕猴桃属、铁线莲属、悬钩子属、菝葜属等亚热

带及温带成份的属为主ꎮ 其所含有的大科、大属

主要为落叶性的阔叶藤本植物ꎬ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梵净山地区保存有大面积的常绿落叶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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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梵净山地区及全国藤本植物排名前五位的大科、大属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ｆｉｖ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ｎｅ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项目 Ｉｔｅｍ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
Ｖｉｎｅ ｏｆ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全国藤本植物
Ｖ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科(种数)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３０)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８６)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２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５３)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２１)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１４６)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２１)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１２５)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０)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７６)

属(种数)
Ｇｅｎｕ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２１)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１５３)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２０)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５７)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１７) 菝葜属 Ｓｍｉｌａｘ (５７)

菝葜属 Ｓｍｉｌａｘ (１６) 崖爬藤属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４１)

忍冬属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１１) 胡椒属 Ｐｉｐｅｒ (３８)

表 ２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全国藤本植物及全国被子植物科、属、种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ｎｅ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ꎬ ｔｈｅ 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项目 Ｉｔｅｍ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
Ｖｉｎｅ ｏｆ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３６ ９５ ２９９

全国藤本植物
Ｖ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６６ ２６８ １ ５６０

全国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２８ ３ １６３ ２８ ３５０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占全国藤本植物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ｎ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ｔｏ ｖ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５４.５５ ３５.４５ １９.１７

全国藤本植物占全国被子植物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２８.９５ ８.５ ５.５

叶混交林ꎬ但是还应充分考虑藤本植物的群落生

态位ꎬ如亚高山针叶林、高山－亚高山低矮灌丛等

群落中分布的藤本植物相对较少ꎬ因此基于藤本

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主要反映的是梵净山地区中低

海拔地带藤本植物分布相对集中的群落特征ꎮ 从

目前的藤本植物统计中可见种类众多的为猕猴桃

科猕猴桃属植物ꎬ其分布范围较广ꎬ在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下亚热带地区及 １４０ ~ ２ ３００ ｍ 亚热带到温凉地

区ꎬ生长在常绿阔叶林、针(阔叶)及落叶混交林的

林缘(余厚敏等ꎬ１９８２ꎻ周正邦和代正福ꎬ１９９８ꎻ王
传明ꎬ２０１５)ꎮ 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多数种类的生

境均为次生性植被(李飒ꎬ２０１５)ꎬ这与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在梵净山地区主要分布于海拔 １ ４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相符合ꎮ 由于该海拔梯度的人为干扰尤

为明显ꎬ所以次生性藤本植物分布相对集中ꎮ
４.２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地理分布格局与区系地位

梵净山地区由于植物物种丰富、植物区系地

理成分复杂ꎬ所以备受国内外的学者关注(杨龙ꎬ
１９８３ꎻＱｉ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６ꎻ吕伊娜等ꎬ２０１６)ꎮ 大多研

究表明梵净山地区为典型的植物区系交汇地带ꎬ
其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ꎮ 如巫仁霞等

(２０１７)研究表明梵净山既是热带植物北上延伸的

栖息地ꎬ又是温带植物南下扩展的“避难所”ꎬ在以

梵净山为单界分布的植物中ꎬ分布于北界的植物

最多ꎮ 根据吴征镒等(２０１１)对中国植物区系分区

系统的划分ꎬ梵净山地区属于东亚植物区系中的

贵州高原亚地区ꎬ其植被类型以亚热带针叶林和

常绿阔叶林为主ꎮ 在本研究中ꎬ从梵净山地区藤本

９６２２ 期 夏常英等: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多样性及区系特征



植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地理分布格局来看ꎬ梵净山地

区藤本植物在中国古热带植物区(吴征镒等ꎬ２０１１)
的分布相对较少ꎬ在亚热带甚至是暖温带的分布较

为丰富ꎮ 因此ꎬ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藤本植物而言ꎬ
梵净山地区更多地充当了其分布区的南界ꎮ 本研究

所涉及的藤本植物以蔷薇科(悬钩子属)、毛茛科

(铁线莲属)、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等温带及亚热带

地区分布的科、属为主ꎬ且在地位上主要集中分布于

中、南亚热带的华中、中南地区ꎮ 这说明该地区分布

的藤本植物在区系地理组成上其温带成分更为明

显ꎬ而热带成分则较为次之ꎮ 这与余天虹(２００２)研
究认为梵净山种子植物区系分布所归科以温带分布

的大科较多ꎬ热带－亚热带分布次之相符ꎮ
４.３ 梵净山地区藤本植物的保护与利用

本研究从全国藤本植物的县域分布格局和网

格分布格局来看ꎬ梵净山地区所处地理区域－贵州

的东北部ꎬ恰好是全国藤本植物物种丰富度最高

的区域ꎬ也是藤本植物东－西、南－北分布的交汇

区ꎬ包含的藤本植物种类异常丰富ꎬ是研究藤本植

物的天然实验室ꎮ 梵净山地区的藤本植物ꎬ大多

可作为城市立体绿化的引种材料ꎬ部分藤本植物

可广泛用于医药、保健、造纸等行业ꎬ具有广阔的

开发利用前景ꎮ 此外ꎬ梵净山地区还有多种珍稀

濒危的藤本植物ꎬ如濒危植物倒卵叶猕猴桃、毛胶

薯蓣等(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ꎬ应对其加以就地保护或

迁地保护ꎬ并建立基因种质库ꎬ以实现藤本植物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ꎮ 然而ꎬ梵净山地区是少数民族

的聚居地ꎬ受人类活动影响ꎬ该地区植被覆盖度呈

现典型碎斑状和带状的空间特征ꎬ缓冲区城镇化

及提名地的旅游设施建设导致植被覆盖减少(张

珍珍等ꎬ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藤本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正遭遇严重的考验ꎬ保护该区域的藤本植物对保护

全国藤本植物多样性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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