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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石林长湖湿地植物区系研究 

杨 梅，金振洲，欧晓昆 
(云南大学 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研究所，昆明 650091) 

摘 要：论述云南石林县长湖湖泊湿地范围内湿地植物的植物区系组成及地理成分特点，为保护和利用湿地 

资源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有湿地植物2O科 47属 56种，种类多样性较突出；(2)植物区系统计，广布 

的科、属、种分别占95 、40．4 、19．6 ，湿地植物的广布性突出；(3)科级区系中热带分布占5 ，属级区系 

中热带分布占38．2 、温带分布占21．4 ，种级区系中热带分布占32．2 、温带分布 占42．8 ，属级和种级区 

系显示亚热带区系的区域性 ；(4)种级区系中特有分布占5．4 ，且为当地特有变种，显示出较高特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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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a of wetland plants in Changhu 

Lake of Shilin County，Yunnan 

YANG Mei，JIN Zhen-Zhou，0U Xiao-Kun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botany，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Composition and geographical el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wetland plant flora in Changhu Lake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for providing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wetland resourc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re were 56 wetland plant species that belong to 47 genera and 20 families in Changhu Lake，which 

implied Changhu Lake’S species diversity was obvious；(2)the percentage of cosmopolitan families，genera and species 

was 95 ，4O．4 and 1 9．6 respectively，which showed most wetland plants of Changhu Lake were cosmopolitan； 

(3)Tropic and temperate areal—types were the main floristic elements，which showed the subtrop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ra；(4)the species flora was relatively high in endemic，as the endemic species accounted for 5．4 of the to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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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具有众多的高原淡水湖泊湿地，是西南地 

区高原湖泊湿地数量最多的省份。目前云南高原湖 

泊湿地植被特征和植物区系成分的调查研究还不够 

平衡，且研究的深浅程度不一。已经初步调查的湖 

泊湿地，其水面面积大于 1 km 的湖泊只有 37个 

(卞少文，2005)。云南有水面面积大于 5 km 的高 

原湖泊4O余个(吴征镒等，1987)，多数湖泊未经调 

查，特别是湿地植物的区系成分调查。云南的一些 

小湖泊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小，在湖沼学的研究方面 

有较高的价值(陶文东，1998)。湿地植物是湿地生 

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成分，是发挥湿地生态功能的 

重要参与者(汲玉河等，2005)。根据湿地植物在长 

湖的物候期及生长规律，作者于 2006年 5～8月对 

滇中高原湖泊石林县长湖湿地的植被和植物区系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查清植物资源 

的性质和特点，为湿地资源的发展、保护和利用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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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概况 

长湖湿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东南，距昆 

明市区约 120 km，地理位置为 103。25 ～103。26 E， 

24。43 ～24。43 3O”N，湖面高程为 1 902 m，是滇中 

高原石林风景区外围喀斯特地貌区域的一个人为干 

扰较小的天然湖泊。湖泊长 1．3 km，最宽处 0．8 

km，周长 5．1 km，水面面积 0．54 km ，平均深度24 

m。湖水较清澈，据 2006年 6月实测，其透明度在 

湖心为 4．5 m，在近湖岸处为 3 m。沉水种子植物 

由湖边向湖心生长到 3～4 m的深度。由于地处低 

纬度的高原，太 阳辐 射较 强，全年 总辐射 128 486 

kJ／cm 。年均气温 为 15．6℃，冬无严寒 ，夏无酷 

暑，冬夏交替的春秋季节更是温暖宜人。年降水量 

为964．3 mm，但降水量的年内分配不均，一年中具 

有明显的干季和湿(雨)季(杨桂华 ，1988)。 

长湖湿地自然植被较好，李恒(1988)作过初步 

的植被和植物区系调查，确定了5个群落和 28种植 

物区系。至今植被变动较大，发育更好，物种更丰， 

自然风光更美。经作者近期调查研究，有 1O个群 

落，分别是沉水植物群落 4个，浮叶植物群落 1个，挺 

水植物群落2个，湿生草甸群落 3个。湖泊由湖心到 

湖岸的生态系列较为完整，周边围绕着滇中高原特色 

的中生草甸、灌丛和森林，其覆盖率大于 75％，是一 

个长期石山森林环抱、自然发展的湖泊湿地。 

2 研究方法 

在长湖湿地植被范围内先根据《云南植被》的分 

类原则和系统(吴征镒等，1987)，按优势种为主形成 

群落而在不同地点上重复出现的群落确定为群落类 

型，作为取样对象，共确定了 1O个群落类型。每一 

类型在不同地点选取 5个 4 m。的样地，用法瑞植物 

社会学的样地记录法(releve method)记录样地内所 

有的种子植物种类(金振洲 ，2005)，共记录了 5O个 

4 m 的样地中的植物种类。除作样地记录外，还多 

次全面记录湿地范围内各样地中未出现过的所有种 

子植物种类，并采集植物标本，带回鉴定并查阅和确 

定每种植物的科、属、种(或变种)的归属及其科级、 

属级和种级的分布区类型(吴征镒，1986；吴征镒等， 

1999，2O06)，统计成各种数据和表格 (金振洲， 

2005)，供研究分析之用。 

3 植物区系组成和地理成分分析 

3．1植物区系组成 

长湖湿地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其组成共计有 2O 

科 43属 56种。科 、属、种(含变种)的从属关系按科 

内植物种数目多少和该科植物在湿地的分布与优势 

度列表如表 1。 

表 1 长湖湿地植物的科、属、种归属的数目统计 

Table 1 No．of family，genus and species 

of wetland plants in Changhu Lake 

科名 
FamiIY name 

属数种数曩 妻N 
· oNo of No·

．

of Di 
0n＆ 

genu。。pec es Dominance 

注：D-Dominant优势；A—Abundant多；F-Frequent常见；O—Oc— 

casional偶见；R—Rare少见；L—Local局部。 

表 1分析表明：种数多的禾本科和莎草科，在浅 

水处有优势种，种群数量也多，在湿草甸则为偶见或 

少见，也有局部优势，如卵花甜茅(Glyceria ovali— 

flora)和棒头草(Polypogon fugax)。种数多的菊 

科和唇形科，均在湿草甸上偶见或少见。而种数只 

有2或 1种的科，如水鳖科、眼子菜科、茨藻科、金鱼 

藻科等，则在湖泊沉水中占优势，这些科内的属种均 

为典型的显示湖泊特征的水生植物。马鞭草科的过 

江藤(Phyla nodiflora)，在湖边湿草甸上常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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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片集生成局部优势，这也是长湖湿地植物组成中 

的一个特点。莎草科的水毛花(Sf̂08 0 Z f s “一 

cgonatu5)在湖边挺水成片生长，是环湖湿地景观的 

重要组成者。在湖湾水面水鳖科的长湖海菜花(Or— 

telia acuminata var．1unanensis)集成优势，朵朵白 

花，浮在水面，形成另一景观特色，它是本湖泊的特 

有种，是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本湖泊沉水的重要 

区系组成为草茨藻(Najas graminea)，它在湖边约 

1～2m外、1～3m深处的水域中环湖集生成很大的 

优势种群，是本湖泊湿地植物区系组成中的重要特 

色。湿地植物中以单子叶植物种类为主，这是共性。 

3．2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按吴征镒(1991，1993)15个种子植物分布区类 

型的规范 ，对上述 20科 、47属、56种湿地植物进行 

每一科、属、种植物的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确定。确 

定结果按生态类型系统(此系统详细情况见金振洲 

著的《植物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科学出版社已接受 

并于近期出版)如表 2所示。 

表 2 长湖湿地植物的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Table 2 Floristic elements of wetland plants in Chang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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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湖湿地植物的植物区系科、属 、种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3 Floristic areal—type statistics of family，genera and species of wetland plants in Changhu Lake 

表2各湿地植物的科、属、种地理成分(分布区 

类型)的确定，主要根据中国种子植物数据库的查阅 

来判定(吴征镒等，1999)，在滇分布的海拔，主要根 

据有关植物名录和植物志(吴征镒，1984，1986)，数 

据核对根据吴征镒近著(吴征镒等，2006)。值得指 

出，科级地理成分以世界广布科占绝对优势。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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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级区系中含有狭域特有种，这是特有变种长湖海 

菜花，只分布于石林县境内，这是湖泊湿地特有的重 

要证据。有 14种中生植物分布于湿草甸中，但多数 

生长不好，只有狗牙根在近水边优势，且伸入水中， 

如挺水生植物，如此习性，被划人中湿生植物。在群 

落划分上只取与积雪草、灯心草、牛毛毡、溪畔苔草 

等的组合为湿生草甸界线，列入分布区类型统计的 

均在此界线以内，以外中生草甸群落类型还有 3个， 

其种类组成均不列入本表。 

表 2数据归类成以下湿地植物地理成分的结论 

性数据列表如表 3。 

表 3显示 ：分布区类型代号 1为世界分布的地 

理成分，在湖泊湿地中所占比例均较大，这是自然规 

律。广布的科、属、种分别占 95 9，6、4O．4 、19．6 ， 

科级区系最大，属至种级依次递减。代号 2～7为热 

带分布的地理成分，代号 8～14为温带分布的地理 

成分。统计表 3数据得知，科级区系中热带分布占 

5％、温带成分为 0，属级区系热带分布占38．2 、温 

带分布占21．4 ，种级区系热带分布占 32．2 、温 

带分布占42．8 。属级区系中热带成分比例大于 

温带成分，而在种级区系中，温带成分比例大于热带 

成分，这说明属级区系是种级区系的祖先，起源在 

先，且以热带成分为多，种级在后，以后的适应分化 

中，部分种成为温带成分，并使种级区系中以温带成 

分为多，但属级与种级二者各自的比例均反映亚热 

带区系的特点。代号 15为中国特有成分，包括特有 

科、特有属和特有种。由表 3可知只有种级区系中 

有特有成分，特有分布占5．4 。 

4 结论 

长湖湿地的植物区系组成和地理成分的研究结 

论是：(1)本湖泊湿地范围内有湿地植物 20科 47属 

56种，植物区系组成的多样性较突出；(2)植物区系 

统计，广布科占 95 、广布属占 4O．4 9，6、广布种 占 

19．6 9／6，科、属、种区系成分的比例依次递减，说明湿 

地植物的广布性突出，而且科级区系比例最大；(3) 

科级区系中热带分布占5 ，无温带分布，属级区系 

热带分布占38．2 、温带分布占21．4 ，种级区系 

热带分布占 32．2 、温带分布占42．8 ，属级和种 

级区系显示长湖湿地植物亚热带区系的区域性。 

(4)种级区系中特有分布占5．4 ，且为当地特有变 

种，显示出较高特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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