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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福建三明格氏栲保护区野外植物采集和资料查阅，编制该区域种子植物名录进行植物区系

的分析，并与相邻地区比较。 结果表明：保护区植物区系起源古老，中新世以来一直保持着其原有的物种组

成，构成了完整种子植物进化系列。 境内地形条件复杂，植物种类丰富，有 １４９ 科 ６０３ 属１ ３０３种。 森林中多

建群种优势科为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和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等，科属区系地理成分复杂，以热带分布型为主，泛热

带分布科属占首位，同时兼容了大量温带成分；通过与福建邻近地区比较，其与戴云山相似性最大，随纬度

北移或南移，相似系数下降，与中国邻近地区比较，其与岭南山地区种相似性最大。 这说明保护区种子植物

区系不隶属于华东地区，而隶属于岭南山地区。 在中国植物区系中，以格氏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ｉ）为优

势植物的保护区隶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属、岭南山地区、粤北亚地区，并通过其与相

邻以苦槠（Ｃ． ｓｃｌｅｉｏｐｈｙｌｌａ）为优势的浙南山地亚地区、以红锥（Ｃ． ｈｙｓｔｒｉｘ）为优势的南岭东段亚地区和两种植

物都不占优势的闽北山地亚地区比较，讨论了各个亚地区科属种的分布状况及特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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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三明格氏栲保护区在植物区系上（曾文

彬，１９８３；吴征镒等，２０１６）分别认为处于华南地区

与华东地区和岭南山地地区与华东地区交汇区

上，植被分区上（林鹏，１９９０；陈灵芝等，２０１４）分别

认为处于南亚热带雨林植被带与中亚热带照叶林

植被带和东部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与

东部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带交错的带

上，在气候带上处于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海洋性

季风气候交界处（鹿世瑾，１９９９）。 在交界带上的

保护区以独特的自然森林景观，为从事植物学研

究的人们所关注。 为了保护这片 １７９６—１８２３ 年

人类经营毛竹林（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ｅｄｕｌｉｓ）后撩荒地上

经萌芽更新（林竞成，１９８０）形成近 ７００ ｈｍ２（林鹏

和丘喜昭，１９８６） 格氏栲占绝对优势的老林龄，
１９６４ 年福建林业厅将这片天然林划为格氏栲自然

保护区（刘金福等，２００４）。 以往许多学者对其进

行了格氏栲群落演替（林竞成，１９８０）、种群动态

（刘金福等，２００４）、人为干扰（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等研

究，认为格氏栲种群处于衰退中，有的学者将其称

为衰退种，处于渐危状态，被列为珍稀濒危植物之

一（傅立国和金鉴明，１９９１）。 但对保护区种子植

物区系分析仅在群落分类中做了属区系分析（游

水生和郭振庭，１９９４），尚未对全区种子植物区系

做详 细 的 分 析。 另 一 面 从 １９３１ 年 （ Ｈａｄｎｅｌ⁃
Ｍａｚｚｅｔｔｉ，１９３１）起至今，由于各自的依据与划分标

准差异，国内外主要论著（何景，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张宏

达，１９６２；吴征镒， １９７９；曾文彬， １９８３；刘慎谔，
１９８５；游水生，１９９０；游水生和郭振庭，１９９４；游水

生等，２０１１），对福建植物区系归属问题，看法和划

分不尽相同。 为此，作者通过历年野外植物采集

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整理编写成《福建三明格氏

栲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名录》，以此为基础资料，
根据中国植物区系分区系统（吴征镒等，２０１６）对

其植物区系性质和地理意义进行研究；欲解决以

下问题：１．交错带上格氏栲保护区植物区系性质如

何？ ２．三明格氏栲保护区植物区系地理归属问题。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格氏栲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福建三明市西南部

（刘金福等，２００４），地理坐标为 ２６°０７′ ～ ２６°１２′ Ｎ，
１１７°２４′～ １１７°２９′ Ｅ；海拔高度在 ｌ８０ ～ ６０４ ｍ 之间，
属福建武夷山东伸支脉地带，东南方为戴云山脉

（刘金福等，２００４）；该区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气

候，年均温度 １９．４ ℃，极端最低气温为－５．５ ℃，最高

气温 ４０ ℃，≥１０ ℃年积温为６ ２１５ ℃，年均降雨量

为１ ５００．７ ｍｍ，最高月降水量 ２９３．８ ｍｍ，最低月降水

量 ５１．８ ｍｍ，３—８ 月的降雨量约为全年的 ７５％，年平

均相对湿度 ７９％，霜雪偶见，霜期平均 ６５．６ ｄ（刘金

福，２００４），最长年份可达 １０６ ｄ。 日照百分率为

２２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４４％，年日照时数１ ７６５．１ ｈ，年平均风速 １．６ ｍ·ｓ⁃１。
保护区土壤分布发育在晚古生代泥盆纪南靖系地

层（福建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５）。 岩性为砂岩、粉砂

岩、石英砾岩和紫色砂页岩组成的浅海—滨海相碎

屑沉积（福建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５）。 成土母质类型

大致为：山中上部、山顶、山脊为残积母质，中部、中
下部为坡积母质或坡积残积母质 （郑成才，２００２）；
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黄壤和紫色土。

２　 研究方法

根据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福建林学院杨赐福教授

以阮亚水、陈清泉、蓝仁灿等编写的莘口教学林场维

管束植物名录、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编写的三明瓦坑

和小湖附近常见的种子植物目录及厦门大学生物系

编写的三明瓦坑种子植物目录为基础，整理编写成

《三明格氏栲保护区植物》名录（油印本），共记载了

１２３ 科 ３３５ 属 ７２２ 种。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８ 日，游水生带领林学 ７６ 级同学采集植物标本

３ ０００多份。 所得之标本均在李振琴老师帮助下认真

进行鉴定完成，由游水生编写成《三明格氏栲自然保

护区植物名录》（油印本）及厦门大学生物系编写的

三明瓦坑种子植物目录为基础，重新整理编写了种子

植物名录，共记载 １４５ 科 ４３４ 属１ ０１０种及变种。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游章湉和游水生先

后多次深入保护区采集１ ０００多份植物标本，同时收

录和整理了曾被收藏在厦门大学、福建师大、原福建

林学院树木标本室的植物标本以及保护区周边地区

的植物。 依据《福建木本植物检索表》 （游水生等，
２０１３）；《福建植物志》 （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中文版《中国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修订版全文电子版进行鉴定分类，裸子植物按郑万钧

系统（郑万钧和傅立国，１９７８）、被子植物按 Ｃｒｏｎｑｕｓｔ
（１９８１）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修订版重新整理编写成《福
建三明格氏栲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名录》。

３　 种子植物区系特点分析

３．１ 植物种类丰富

通过系统整理，保护区种子植物有１ ３０３种及变

表 １　 三明格氏栲保护区种子植物前 ２０ 个优势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ｗｅｎｔ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Ｓａｎｍｉｎｇ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科名
Ｎａｍ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６２ １２０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４１ ８９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１４ ５４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２７ ５２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４５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１ ３９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８ ３４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７ ３０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１７ ２９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７ ２７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５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ｃｅａｅ ３ ２５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４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２３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６ ２２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２１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０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５ ２０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０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８

种，隶属于 １４９ 科 ６０２ 属，分别占福建 （姜必亮和

张宏达，２０００）种子植物科、属和种及变种的 ８０．
１％、５２．３４％和 ３９．０２％。 保护区种子植物 １４９ 科

中，以科所含属种数作为科的大小排序的办法来

进行分析，其大科的排列（表 １）与中国（吴征镒

等，２０１６）大科比较，排列有些变动、但变动不大。
百 合 纲 禾 本 亚 纲 演 化 顶 极 类 群—禾 本 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属种数占首位，为 ６２ 属和 １２０ 种；其
次为中国最大科，也是菊亚纲演化顶极类群—菊

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为 ４１ 属 ８９ 种；再往下降 ３９ ～ ５４
种之间是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和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森林中多建群乔灌木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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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和壳斗科（ Ｆａ⁃
ｇａｃｅａｅ）分别排列为六、七位和十三位。

保护区种子植物 １４９ 科中含有 ３１ 种以上的科

数最少，为 ７ 科，占总科数的 ４．７％，而其拥有的属

数和种数最多，分别为 １８６ 属和 ４３３ 种，分别占本

区总属数的 ３０．８４％和占总种数的 ７１．８％；其次为

含 ２１ ～ ３０ 种的有 ７ 科，占总科数的 ６．０％，而其拥

有属数和种数排列第二，分别为 ８９ 属和 ２８６ 种，
占本区总属数的 １４．７６％和总种数的 ２１．９５％。 而

科数最多的是含 ２ ～ ４ 种的科有 ６２ 科；占总科数的

４１．６１％，其属数和种数较少，分别是 ８４ 属和 １３３
种，占 本 区 总 属 数 的 １３． ９３％ 和 占 总 种 数 的

１０．２１％。
保护区种子植物 １４９ 科中含有 ２０ ～ ３０ 属的科

数最少，为 ２ 科，占总科数的 １．３４％，其拥有 ４８ 属

和 ９１ 种，占本区总属数的 ７． ９６％ 和总种数的

６．９８％；含属数 １ 属的科比例最高，为 ８４ 个科，占
该类科总科数的 ５６．３８％，其拥有 ６３ 属和 １４８ 种，
占本区总属数的 １０．３５％和占总种数 １１．３６％。
３．２ 起源古老、进化系列完整

保护区具有悠久的地质历史和有利于植物生

存繁衍的条件，这使得该种子植物区系含有古老

的科属，并保存了残遗植物。 从地质史来看，据福

建省区域地质志（福建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５）记载

福建二叠纪系童子岩组地层中植物化石有苏铁纲

（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ｉｓ 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银 杏 纲 （ Ｒｈｉｐｉｄｏｐｓｉｓ ｓｐ．，
Ｒ． ｓｔｅｎｏ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Ｓｐｈｅｎｏｂａｉｅｒａ ｓｐ．）。 福建三叠纪

系大坑组和文宾山组地层中植物化石以苏铁类为

主，银杏类次之。 现保护区周边地区裸子植物中

苏铁科（Ｃｙｃａｃｅａｅ）有野生四川苏铁（Ｃ．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
ｓｉｓ） 存 在，银 杏 科 （ 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现 代 只 有 银 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在区内及周边有零星分布。 福建

中生代侏罗纪梨山组，苏铁类明显衰退，银杏类和

松柏类继续繁盛。 白垩纪时期福建沙县组沙县盆

地裸子植物占总量的 ７８％，蕨类孢子占总量的

２０％，裸子植物松柏类和红豆杉类迅速发展，已普

遍分布，被子植物较少。 现保护区及周边地区裸

子植物有江南油杉 （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ｃｙｃｌｏｌｅｐｉｓ）、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黄山松（Ｐ．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长苞

铁杉（Ｎｏｔｈｏｔｓｕｇａ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柳杉（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杉 木 （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 秃 杉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ｆｌｏｕｓｉａｎａ）、水松（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ｕ ｓｐｅｎｓｉｌｉｓ）、
三尖杉（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南方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香榧（Ｔｏｒｒｅｙ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这

些古老残遗植物，充分反映了本区及邻近地区起

源和演化的古老的进程。
福建在发育上仅第三纪、称佛昙群，孢粉组合

中被子植物花粉占绝对优势，裸子植物次之。 佛

昙群产被子植物化石资料主要有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ｍｉｏｃｅｎｉ⁃
ｃａ、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ｓｐ．、Ｄｅｓｍｏｓ ｓｐ、Ｕｖａｒｉａ ｓｐ．、Ｃｏｒｙｌｏｐｓｉｓ
ｓｐ．、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ｍｉｏｓｉｎｉｃａ、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ｓｐ．、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ｓｐ．、Ｔｒａｐａ ｓｐ．、Ｆｉｃｕｓ ｓｐ．、Ｌｉｔｓｅａ
ｓｐ．、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ｐ．、Ｆａｇｕｓ ｓｐ．、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ｓｐ．、Ｃａｓ⁃
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ｐ．、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Ｇｙｍｎｏｃｌａｄｕｓ ｍｉ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ｓｐ．、Ｃａｒｙａ ｓｐ．、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ｐ．、Ｕｌｍｕｓ ｓｐ．、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ｐ．、 Ｂｅｔｕｌａ ｓｐ．、 Ｉｌｅｘ ｓｐ．、 Ｂａｍｂｕｓａ ｓｐ．、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Ｇｅｎ． ｅｔ ｓｐ．、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ｓｐ．、 Ｔｉｌｉａ ｓｐ．、
Ｔｒｏｃｈ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Ｍｙｒｉｃａ ｓｐ．等属种，时代属于中新

世。 福建第四纪地层主要集中在沿海平原地带，
本区及周边地区研究不多。 根据第三纪佛昙群产

被子植物化石资料，对应本区及周边地区现代被

子植物有木兰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４ 属 ９ 种、番荔枝

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２ 种、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８ 属 ３４
种、金缕梅科（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０ 属 １４ 种、杨梅

科（Ｍｙ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 属 １ 种、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２
属 ２ 种、桦木科（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１ 种、壳斗科（Ｆａ⁃
ｇａｃｅａｅ）５ 属 ２４ 种、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５ 属 ８ 种、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５ 属 ２０ 种、鼠李科（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５ 属 ７
种、 豆 科 （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 ２７ 属 ５２ 种、 楝 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２ 属 ２ 种、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１ 属

１７ 种、冬青科 （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属 １６ 种、椴树科

（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２ 种、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 ６２ 属 １２０
种、眼子菜科（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 属 ５ 种。 这表

明，中新世以来，本区及周边地区可能一直保持着

它原有的物种组成；也可看出各进化阶段的类群

代表，构成了被子植物进化系列。
３．３ 地理成分复杂

３．３．１ 科分布区型分析　 将区内种子植物 １４９ 科植

物，根据吴征镒对世界植物科分布区类型划分 （吴
征镒等，２００３），可分为 １４ 大类分布型（表 ２），按

４２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热带、温带和广布科分述如下：热带分布科（表 ２
中 ２ ～ ６ 类）本区有 ７２ 科、占总科数的 ６９．９ ％；其
中该区泛热带科占首位、有 ５４ 科、占科总数的

３６．２４％，如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紫金牛科（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大戟

科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葡 萄 科 （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芸 香 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等；其次为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

南美间断，该区有 ９ 科，占科总数的 ６．０４％，如冬青

科（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杜英科（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马鞭

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等；其它四个科分布型比例较

少，为 １ ～ ３ 科，占科总数的 ０．６７％ ～２．０１％。
温带分布科（表 ２ 中 ７ ～ １４ 类）有 ３１ 科，占总

科数的 ３０．１％。 其中，北温带分布科在该区占首

位，有 ２１ 科，占种子植物科总数的 １４．０９％，如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杉科（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
ａｅ）、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金
缕梅科（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等；其次为东亚及北美间

断，此类型的科在该区有 ５ 科，占种子植物科总数

的 ３． ３６％，如 木 兰 科 （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三 白 草 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等；其它 ５ 个科

分布型比例较少，为 ０ ～ ３ 科，占科总数的 ０ ～
２．０１％。

世界广布科（表 ２ 中 １ 类）保护区种子植物该

类科有 ４６ 科、占科总数的 ３０．８７％，其有 ６４９ 种、占
种总数的 ４９． ８％，如禾本科 （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
ａｃｅａｅ）、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等。 该类科的种数占

该区系总种数近 ５０％、与东山岛屿 （游水生等，
２０１１）世界性分布科分析中种总数所占的比例类

似，这些科分析时虽然在区系分析上意义不大（吴
晓菊和陈学林，２００６）。 但是，保护区种子植物的

主体，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游水生等，２０１１）。
３．３．２ 属分布区型分析 　 根据吴征镒对我国种子

区系属分布型的划分（吴征镒，１９９１），将保护区植

物属划分为 １４ 个分布区类型（表 ２）。 按热带、温
带和广布属分述如下：

热带分布属（表 ２ 中 ２ ～ ６ 类）有 ３３６ 属，占总

属数的 ６４．３７％。 其中以泛热带成分最多，有 １４８
属 ３４７ 种，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２４． ５８％和

２６．６３％， 如冬青属（ Ｉｌｅｘ）、 山矾属（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紫金

表 ２　 三明格氏格保护区科和属的分布类型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Ｓａｎｍｉｎｇ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科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１． 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６ ４８．６４ ５２ ８．６３

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５４ ３６．２４ １４８ ２４．５８

３． 热带亚洲及热带南美
间断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９ ６．０４ ２５ ４．１５

４． 旧世界热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３ ２．０１ ４０ ６．６４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３ ２．０１ ２７ ４．４９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１．３４ ２４ ３．９９

７． 热带亚洲 （印度—马来
西亚）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Ｉｎｄｏ⁃Ｍａ⁃
ｌａｙｓｉａ）

１ ０．６７ ７２ １１．９６

８． 北温带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２１ １４．０９ ６６ １０．９６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５ ３．３５ ３５ ５．８１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 ０．６７ ２４ ３．９９

１１． 温带亚洲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０ ０ ２ ０．３３

１２． 东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３ ２．０１ ６３ １０．６７

１３．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０ ０ ４ ０．６６

１４．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０．６７ ２０ ３．３２

牛属（Ａｒｄｉｓｉａ）、榕属（Ｆｉｃｕｓ）、紫珠属（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柿属（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安息香属（ Ｓｔｙｒａｘ）等。 其次为热

带亚洲分布，有 ７２ 属 １３３ 种、占总属数和总种数

的 １１．９６％和 １０．２１％，如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山胡

椒属 （ Ｌｉｎｄｅｒａ）、含笑属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青冈属 （ Ｃｙ⁃
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新 木 姜 子 属 （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 润 楠 属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蕈树属（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等。 第三为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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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分布有 ４０ 属 ７８ 种，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６．６４％和 ５． ５９％，如酸藤子属 （ Ｅｍｂｅｌｉａ）、野桐属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艾纳香属 （ Ｂｌｕｍｅａ）、石龙尾属 （ Ｌｉｍ⁃
ｎｏｐｈｉｌａ）、蒲桃属（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等。 其它三个分布型

比例相近，即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该类本

区有 ２７ 属 ４２ 种，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４．４９％
和 ３． ３２％， 如 樟 属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 野 牡 丹 属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柘树属（Ｃｕｄｒａｎｉａ）等；热带亚洲和热

带美洲间断分布，该类本区 ２５ 属 ４５ 种，分别占总

属数 和 总 种 数 的 ４． １５％ 和 ３． ４５％， 如 柃 属

（Ｅｕｒｙａ）、木姜子属（ Ｌｉｔｓｅａ）等；热带亚洲至热带非

洲分布，该类本区有 ２４ 属 ３５ 种，分别占总属数和

总 种 数 的 ３． ９８％ 和 ２． ６８％， 如 莠 竹 属

（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黄瑞木属（ 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水团花属

（Ａｄｉｎａ）、豆腐柴属（Ｐｒｅｍｎａ）等。
温带分布属（表 ２ 中 ７ ～ １４ 类）有 ２１４ 属，占全

部属数的 ３５．４９％。 其中北温带分布在温带性分

布型中比例最大、为本植物区系中不可忽视的组

成部分，该类本区有 ６６ 属 １６７ 种、分别占总属数

和种数的 １０．９６％和 １２．８２％，如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荚蒾属（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越
桔属 （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葡萄属 （ Ｖｉｔｉｓ）、李属 （ Ｐｒｕｎｕｓ）
等。 其次为东亚分布，该类本区有 ６３ 属 １００ 种，
分别占属数的 １０．６７％和种数的 ７．６７％，如刚竹属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唐竹属（ Ｓｉ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野木瓜属

（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ａ）、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等。 第三为东

亚及北美间断分布，该类本区有 ３５ 属 ８８ 种，分别

占总属数和种数的 ５．８１％和 ６．７５％，如栲属（Ｃａｓ⁃
ｔａｎｏｐｓｉｓ）、石栎属（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石楠属（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蛇葡萄属（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木兰属（Ｍａｇｎｏｌｉａ）、枫香树

属（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等。 第四为旧世界温带分布，该
类本区有 ２４ 属 ５３ 种，分别占总属数的 ３．９９％和总

种数的 ４．０７％，如芸苔属（Ｂｒａｓｓｉｃａ）、女贞属（Ｌｉｇｕｓ⁃
ｔｒｕｍ）、梨属（Ｐｙｒｕｓ）、瑞香属（Ｄａｐｈｎｅ）等。 第五为

中国特有分布，该类本区有 ２０ 属 ２７ 种，分别占属

数的 １０．４５％和总种数的 ２．０７％，如杉木属（Ｃｕｎ⁃
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石笔木属（Ｔｕｔｃｈｅｒｉａ）、大血藤属（ Ｓａｒ⁃
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等。 其它二个分布型比例较少，即地中

海区、西亚至中亚，本区共 ４ 属 ９ 种，分别占属数

的 １０． ４５％、 占 种 数 的 ５． ４９％， 如 黄 连 木 属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飞燕草属（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等；温带亚洲，该
类本区有 ２ 属 ３ 种，分别占属数的 ０．３３％和占种数

的 ０．２３％，如附地菜属（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和马兰属（Ｋａｌ⁃
ｉｍｅｒｉｓ）等。

世界分布属本区有 ５２ 属 １８１ 种，分别占总属

数和总种数的 ８．６３％和 １３．８９％，如蓼属（Ｐｏｌｙｇｏ⁃
ｎｕｍ）、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苔草属（Ｃａｒｅｘ）、堇菜属

（Ｖｉｏｌａ）、珍珠菜属（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等。 世界性分布的

属在该区植物区系中占有的比例仅次于泛热带

分布。
综上所述，科分布型和属分布型区系地理成

分以热带分布型为主，其中科级水平上 Ｒ ／ Ｔ 值为

２．３２、属级水平上 Ｒ ／ Ｔ 值为 １．５７，都以泛热带分布

科属最多。 同时兼容了大量温带成分，说明温带

成分并非源自本地，而是亚热带山区起源。 世界

广布类型在该区植物区系中有较大比例。 无论是

优势科还是表征科或是全部种子植物科的地理成

分都反映了三明格氏栲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明显

的南亚热带亲缘，同时相当数量温带成分的存在，
体现了南亚热带植物与中亚热带交界带植物区系

特点。
３．４ 与邻近地区的比较

为了探讨本区种子植物区系和其它地区的关

系，从本区中选出离心皮类、葇荑花序类和重要

科，按吴征镒等（２０１６）提出中国植物分区系统在

福建从南至北方向中选择东山岛 （游水生等，
２０１１）、戴云山 （林鹏， ２００３）、茫荡山 （游水生，
１９９２）和武夷山（林来官等，１９８１）与其区系相似系

数（张镱锂，１９９８）进行比较（表 ３）。
３．４．１ 与东山岛植物区系的关系 　 东山岛位于福

建东南部沿海，在沿海伸入内地 ５０ ｋｍ 以内区域，
２３°３４′～ ２３°４７′ Ｎ 、１１７°１８′ ～ １１７°３５′ Ｅ，在植物区

系上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岭南山地区、南岭东段亚地区（吴征镒等，２０１６）。
其种子植物有 １１１ 科 ４０６ 属 ６３２ 种，属的分布区类

型而言，热带类型分布属 ２７９ 属，温带类型分布属

７４ 属，Ｒ ／ Ｔ 值大于本区 ２．４ 倍，为 ３．７７，植物区系

的热带性质明显强于三明格氏栲保护区。
离心皮类（表 ３）：本区与东山岛所有科数 ９

个，共有 ４ 科， 科相似系数是 ４４．４％； 所有属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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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三明格氏栲自然保护区与邻近地区离心皮类、葇荑花序类、重要科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ａｐｏｃａｒｐ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ａｔｋｉｎ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ｎｍｉｎｇ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地理位置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离心皮类科
Ａｐｏｃａｒｐ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科相似
系数
Ｆ．Ｓ．Ｃ
（％）

属相似
系数
Ｇ．Ｓ．Ｃ
（％）

种相似
系数
Ｓ．Ｓ．Ｃ
（％）

葇荑花序类科
Ｃａｔｋｉｎ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科相似
系数
Ｆ．Ｓ．Ｃ
（％）

属相似
系数
Ｇ．Ｓ．Ｃ
（％）

种相似
系数
Ｓ．Ｓ．Ｃ
（％）

重要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科相似
系数
Ｆ．Ｓ．Ｃ
（％）

属相似
系数
Ｇ．Ｓ．Ｃ
（％）

种相似
系数
Ｓ．Ｓ．Ｃ
（％）

东山岛
Ｄｏ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３°３４′～ ２３°４７′ Ｎ，
１１７°１８′～ １１７°３５′ Ｅ

４４．４ ２３．８１ １４．２９ ６３．６４ ４８．４８ １８．６８ ７５ ３６．３６ １７．６

戴云山
Ｍｔ． Ｄａｉｙｕｎ

２５°３８′～ ２５°４３′ Ｎ，
１１８°０５′～ １１８°２０′ Ｅ

７７．７８ ７１．７ ４６．８３ １００ ７０．７３ ４６．８５ １００ ８６．９６ ４６．９１

茫荡山
Ｍｔ． Ｍａｎｇｄａｎｇ

２６°１５′～ ２６°５１′ Ｎ，
１１７°５０′～ １１８°４１′ Ｅ

７７．７８ ６６．６７ ４２．０７ １００ ６９．２３ ４６．３ １００ ８５．４５ ４６．６１

武夷山
Ｍｔ． Ｗｕｙｉ

２７°３３′～ ２７°５４′ Ｎ，
１１７°２７′～ １１７°５１′ Ｅ

７７．８ ６６． ７５ ４１．７４ １００ ６６．６７ ４５．５３ １００ ８６．２３ ４７．０１

属，共有 １０ 属，属相似系数是 ２３．８１％；所有种数

９８ 种，共有 １４ 种，种相似系数是 １４．２９％。 葇荑花

序类（表 ３）：东山岛有 ７ 科 １８ 属 ３２ 种，本区与东

山 所 有 科 数 １１ 个， 共 有 ７ 科， 科 相 似 系 数 是

６３．６４％；所有属数 ３３ 个，共有 １６ 属，属相似系数

是 ４８．４８％；所有种数 ９１ 种，共有 １７ 种，种相似系

数为 １８．６８％。 重要科（表 ３）：东山岛是 ９ 属 ２３
种，与东山所有科数 ４ 个，共有 ３ 个，科相似系数

是 ７５．０％；所有属数 ２２ 个，共有 ８ 属，属相似系数

是 ３６．３６％；所有种数 １０２ 种，共有 １８ 种，种相似系

数为 １７．６５％。
３．４．２ 与戴云山植物区系的关系 　 戴云山自然保

护区坐落于福建德化县境内，２５°３８′ ～ ２５°４３′ Ｎ、
１１８°０５′～ １１８°２０′ Ｅ，主峰大戴云海拔１ ８５６ ｍ，在
植物区系上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

物亚区、岭南山地区、南岭东段亚地区（吴征镒等，
２０１６）。 其种子植物有 １８８ 科 ７４３ 属１ ７３４种，属的

分布区类型而言，其中世界广布属 ５８ 属，热带类

型分布属 ４１３ 属，温带类型分布属 ２６５ 属，Ｒ ／ Ｔ 值

大于本区 ０．０４，为 １．６１，说明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

稍强于三明格氏栲保护区。
离心皮类（表 ３）：戴云山有 ７ 科 ４１ 属 １１１ 种，

本区与戴云山所有科数 ９ 个，共有 ７ 科，科相似系

数是 ７７．８％；所有属数 ４６ 个，共有 ３３ 属，属相似系

数是 ７１．７４％；所有种数 １２６ 种，两地共有种 ５９ 种，
种相似系数为 ４６．８３％。 葇荑花序类（表 ３）：戴云

山有 １１ 科 ３９ 属 １２４ 种，本区与戴云山所有科数

１１ 个， 两 地 共 有 科 有 １１ 个， 科 相 似 系 数 为

１００．００％；所有属数 ４１ 个，共有 ２９ 属，属相似系数

为 ７０．７３％；所有种数 １３５ 种，共有 ５４ 种，种相似系

数为 ４６．８５％。 重要科：戴云山（表 ３） 有 ８ 属 ４４
种，本区与戴云山所有科数 ４ 个，共有科 ４ 个，相
似系数是 １００．０％；两地 ２３ 属，共 ２０ 属，相似系数

８７％；两地 １５４ 种，共 ６３ 种，相似系数 ４７％。
３．４．３ 与茫荡山植物区系的关系 　 茫荡山位于福

建中部偏北，南平市西北部、坐落在武夷山脉向东

南延伸的支脉上。 ２６° １５′ ～ ２６° ５１′ Ｎ、１１８° ４０′ ～
１１８°４１′ Ｅ，主峰茫荡山１ ３６３．４ ｍ。 在植物区系上

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岭南

山地区，闽北山地亚地区。 其种子植物有 １３４ 科

６２２ 属１ ３６４种。 就属的分布区类型而言，热带类

型分布属 ２９９ 属，温带类型分布属 ２７４ 属，Ｒ ／ Ｔ 值

为 １．０９，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稍弱于三明格氏栲

保护区。
离心皮类（表 ３）：植物茫荡山有 ７ 科 ３９ 属 ７４

种，本区与茫荡山所有科数 ９ 个，共有 ７ 科，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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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系数是 ７７．７８％；所有属数 ４２ 个，共有 ２８ 属，属
相似系数为 ６６．６７％；所有种数 １１２ 种，共有 ４６ 种，
种相似系数为 ４１．０７％。 葇荑花序类（表 ３）：茫荡

山有 １１ 科 ３６ 属 ９３ 种，本区与茫荡山所有科数 １１
个，共有 １１ 科，科相似系数是 １００．００％；所有属数

３９ 个，共有 ２７ 属，属相似系数是 ６９．２３％；所有种

数 １０８ 种，共有 ５０ 种，种相似系数为 ４２．０７％。 重

要科：茫荡山（表 ３）为 ４ 科 ６ 属 ３８ 种，本区与茫荡

山所 有 科 数 ４ 个， 共 有 ４ 科， 科 相 似 系 数 为

１００．０％；两地 ２２ 属，共 ２１ 属，相似系数 ９５．４５％；
两地 １３９ 种，共 ６４ 种，相似系数 ４６．６１％。
３．４．４ 与武夷山植物区系的关系 　 武夷山植物区

系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华
东地区、浙南山地亚地区。 其地理位置为 １１７°
２７′～ １１７°５１′Ｅ，２７°３３′ ～ ２７°５４′ Ｎ，比三明格氏栲

保护区偏北，绝对海拔也较高。 武夷山自然保护

区有种子植物 １５２ 科 ６９５ 属１ ５７９种及变种，属的

分布区类型而言，热带类型分布属 ３２９ 属，温带类

型分布属 ３２１ 属，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稍弱于三

明格氏栲保护区，Ｒ ／ Ｔ 值为 １．０２。
离心皮类植物：本区与武夷山（表 ３）比较所有

科数 １０ 个，共有 ７ 科，科相似系数为 ７０．０％；所有

属数 ４８ 个，共有 ３３ 属，属相似系数为 ６６．７５％；所
有种数 １４０ 种，共有 ６７ 种，种相似系数是 ４１．７４％。
葇荑花序类（表 ３）：本区与武夷山比较所有科数

１１ 个，共有 １１ 科，科相似系数是 １００．００％；所有属

数 ４２ 个，共有 ２８ 属，属相似系数是 ６６．６７％；所有

种数 １２３ 种，共有 ５６ 种，种相似系数为 ４５． ５３％。
重要科（表 ３）：本区与武夷山比较所有科数 ４ 个，
共有 ４ 科，科相似系数是 １００．０％；所有属数 ２３ 个，
共有 ２１ 属，属相似系数是 ８６．２３％；所有种数 １４９
种，共有 ７６ 种，种相似系数是 ４７．０１％。

综上所述，运用相似性指数（表 ３）本区与东山

岛、戴云山、茫荡山和武夷山的植物区系进行比

较，离心皮类、葇荑花序类和重要科的相似系数均

与戴云山较大，除了个别数据外、本区随纬度南移

（东山岛） 或北移（武夷山） 的距离越远，离心皮

类、葇荑花序类和重要科科属种数的相似系数均

下降。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三明格氏栲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在福建区系

中的意义

从 １９３１ 年（Ｈａｄｎｅｌ⁃Ｍａｚｚｅｔｔｉ，１９３１）起至今，国
内外学者由于各自的依据与划分标准差异，对福

建植物区系归属问题，看法和划分不尽相同。
Ｈａｄｎｅｌ⁃Ｍａｚｚｅｔｔｉ（ １９３１）把福建列入华中—日本樟

科植物区中的亚热带和南温带区，与福建实际情

况不符（何景，１９５１），因为亚热带和南温带区的分

区、并非靠地势的高低；何景（１９５１）在“福建植物

区域和植物群落”一文中，简略地讨论了福建植物

的分区，并将福建划为 ４ 个区；何景（１９５５）将福建

南亚热带林区从沿海伸入内地 ５０ ｋｍ 以内延伸到

距海 １００ ｋｍ 的内地。 张宏达（１９６２）将福建南部

相当 ２６° Ｎ 以南地带，划为华南亚区，属于古热带

植物区；吴征镒（１９７９）也将福建南部划入华南区，
但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曾文彬（１９８３）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认为福

建属于泛北极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将福建植物地理划分为两个区：大致在连江黄

歧—福州—福清—永寿—华安—永定下洋一线以

南属华南区；此线以北属华东区，北部地区（华东

区）再划分为两个亚地区，即闽北亚地区和闽中亚

地区。 游水生等（２０１１）研究福建沿海防护林中发

现南部地区（华南区）由于地理位置（距离台湾海

峡远近）、地质、气候等因素，从沿海伸入内地植物

区系成份差异较大，还可以再划分为两个小区，即
内陆小区和近海小区，至于具体划分的区域有待

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吴征镒等（２０１６）提出福建属

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其中福

建北部属于华东地区、浙南山地亚地区，其余大部

分地区属于岭南山地区，此地区由于范围较大、植
物区系成分南北有所差异，再划分三个亚地区，即
闽北山地亚地区、粤北亚地区和南岭东段亚地区。
文中南岭东段亚地区描写甚为简略，现补充曾文

彬（１９８３）的描写。 其认为华南区（南岭东段亚地

区）以南亚热带成分为主，并有许多古热带成分渗

入，与粤、桂等地联接成为由向古热带过渡的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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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在福建漳浦发现热带雨林龙脑香科化石，
这一发现为福建植物区系古热带成分渗入提供了

很有价值的证据。 据此，作 者 认 为，吴 征 镒 等

（２０１６）提出的中国植物区系分区系统从几个方面

都是可接受的，即三明格氏栲保护区在中国植物

区系中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

区属、岭南山地区、粤北亚地区。
４．２ 三明格氏栲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在岭南植物

地理中的意义

保护区虽然属于岭南山地区、粤北亚地区，但
其实上是处于粤北亚地区、闽北山地亚地区和南

岭东段亚地区三个亚区的过渡区上。 由于保护区

处于岭南山地区与华东地区过渡区上，土壤分布

发育在晚古生代泥盆纪南靖系地层（福建省地质

矿产局，１９８５），在地貌区划上处于闽西南上古生

代覆盖层低山与丘陵地貌区，北面高山峻岭的武

夷山脉阻挡北方寒冷气团的侵入、南面戴云山脉

阻挡夏季的台风风力，因此，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

置以及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为保护区植物区系

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内外营力

的作用，区系地理成分以热带分布型为主、泛热带

比例最大，并由它们分化出一些属种。 在地史上，
这里是华夏古陆的所在地，从晚古生代以来孕育

有许多苏铁纲（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ｉｓ 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银杏纲类，特
别是在闽西的龙岩出土有许多近似原始有花植物

的大羽羊齿的化石（张宏达，１９９５），福建长汀下侏

罗纪都找到种子蕨（斯行健，１９４２），被认为有可能

是有花植物的远祖，这一事实暗示着本地区的有

花植物和裸子植物都是当地发展起来的。 这地区

从第三纪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对其影响很微弱，
始终保持着比较优越的气候条件，加上面对太平

洋湿润的季风，是有花植物繁衍发展最理想场所，
因此这里中新世以来，不仅保存有古老的孑遗种

系，而且不断孕育出进化种系，一直保持着其原有

的物种组成，构成了完整种子植物进化系列；经过

统计共有 １４９ 科 ６０３ 属 １３０３ 种； 除了各种环境都

能适应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等 ６
个优势科外，森林中多建群乔灌木的樟科（ Ｌａｕｒａ⁃
ｃｅａｅ）和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占明显优势类群，樟科

（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 具 有 明 显 东 亚 特 色 （ 吴 征 镒 等，

２０１１）；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在中国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占主要地位，特别是栲属（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的种类常

为乔木层的建群种或优势种，为世界上罕见植被

类型。 但也有典型的温带分布型，温带分布型中

科属以北温带分布占首位。
通过统计分析比较本区与岭南山地区种相似

系数性为 ７３．５８％，如建立新属———Ｎｏｔｈｏｔｓｕｇａ Ｈｕ，
改长苞铁杉名为 Ｎ．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长尾半枫荷

（ Ｓｅｍｉ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ｃａｕｄａｔａ ）、 观 光 木 （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南方铁杉（ Ｔ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
ｓｉｓ）；植被类型中优势植物的区系成分中近 ７００
ｈｍ２（林鹏等， １９８６） 格氏栲占绝对优势的老林

龄———格氏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ｉ）和第二大群

落米槠（Ｃ．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沿南岭走廊的迁移路线。 林鹏

等（１９８６）认为第三纪孑遗植物格氏栲（Ｃ． ｋａｗａｋａ⁃
ｍｉｉ）以南岭山地（杨远攸，１９８５；陈锡沐和于保平，
１９９９）为其分布中心，而分布福建三明小湖一带则

属于边缘区，但本区未见南岭东段亚地区植被类

型中占优势植物的区系成分红锥（Ｃ． ｈｙｓｔｒｉｘ）、而
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和杉木 （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在本区生长旺盛、在闽南地区已渐不能

适应，白桂木（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ｅｕｓ）混生于林中，
小叶买麻藤（Ｇｎｅｔ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混生于林中藤本

植物，厚壳桂 （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在沟谷中可

见。 这些都是南岭东段亚地区与粤北亚地区区别

点之一。
本区与华东地区种的相似系数为 ６０．３５％，如

蕺莱 （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大 血 藤 （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植被类型中华东地区优势植物的区系成

分苦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ｉｏｐｈｙｌｌａ）在本区不占优势、
仅零星分布，甜槠（Ｃ．ｅｙｒｅｉ）也不占优势，仅分布在

瞭望塔山脊附近。 这些是华东地区、浙南山地亚

地区与岭南山地区、粤北亚地区区别点之一。
本区与华中地区种的相似性为 ５０．１５％，如闽

楠（Ｐｈｏｅｂｅ ｂｏｕｒｎｅｉ）、而冷杉属（Ａｂｉｅｓ）、云杉属（Ｐｉ⁃
ｃｅａ）、落叶松属（ Ｌａｒｉｘ）等均末见到。 本区与滇桂

（西南地区）种的相似性为 ４３．３５％，亮叶桦（Ｂｅｔｕｌａ
ｌｕｍｉｎｉｆｅｒａ）、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细柄阿丁

枫（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还有一些替代种类，如秃杉

（Ｔａｉｗａｎｒｉａ ｆｌｏｕｓｉａｎａ） 替代台湾杉 （ Ｔ．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

９２５１１２ 期 游章湉等： 三明格氏栲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特点及其地理意义



ｏｉｄｅｓ）、 云 南 松 （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替 代 马 尾 松

（ Ｐ．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 滇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代替了青冈（Ｃ． ｇｌａｕｃａ）。 区内有许多

古热带成分延伸到这里，如棕榈科（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的

毛鳞省藤（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ｈｙｓａｎｏｌｅｐｉｓ）成为格氏栲林林

下主 要 种 类， 而 芭 蕉 科 （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 ） 的 华 山 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成为格氏栲林草本层优势种。
本区无特有属，但有福建准特有树种或特有

种，如福建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ｕｊｉａｎｅｎｓｉｓ）是郑清芳教授

模式标本采自福建三明 １９８１ 年发表一新种（郑清

芳，１９７９）；其树干高大通直，亦是一种优良的珍贵

阔 叶 树 种 或 福 建 准 特 有 树 种。 三 明 苦 竹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 ｓａ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是陈守良和盛国英模式

采自福建三明 １９９１ 年发表一新种（陈守良和盛国

英，１９９１），被郑清芳教授定福建特有植物。 长尾

半枫荷 （ Ｓｅｍｉ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ｃａｕｄａｔａ） 是张宏达教授

１９６２ 年发表一新种（张宏达，１９６２），产于三明沙

县生于杂木林中。 福建特有种福建冬青（ Ｉｌｅｘ ｆｕｋ⁃
ｉｅｎｅｎｓｉｓ）产于三明永安等地。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三明格氏栲保护区种子

植物区系成分与岭南山地区种相似性最大，其成

分是南岭走廊迁移路线到本区，可认为中国—日

本森林植物亚区属、岭南山地区、粤北亚地区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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