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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岭山脉植物区系发生历史悠久ꎬ对研究我国早期种子植物演化、动植物迁徙、物种分布格局均具

有重要作用ꎮ 为探讨九岭山脉种子植物区系成因和濒危保护植物的保护利用ꎬ该文通过野外调查、标本采

集和鉴定ꎬ结合经典植物地理学方法ꎬ对该山脉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表明:(１)九岭山脉共有野

生种子植物 ２１１ 科 ９５６ 属 ２ ９２８ 种ꎬ占江西种子植物 １ ０６４ 属 ４ ０２８ 种的比例分别为 ８９.８％和 ７２.６９％ꎮ (２)

该植物区系的热带成分科占该地区种子植物总科数(不含世界分布科)的 ８１.３５％ꎬ但缺乏典型热带成分科ꎬ
区系中的热带性属和温带性属数量接近ꎬ显示该植物区系由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过渡ꎬ这与九岭山脉地处

重要的气候和生态交错地带有一定关联ꎮ (３)该地区共分布中国特有植物 ６ 科 ３３ 属 ４１ 种ꎬ特有属主要为

古特有属ꎬ体现了该植物区系起源的古老性ꎬ推断该山脉在第四纪冰期环境较为稳定ꎬ为众多植物提供了

“避难所”ꎮ (４)该地区的种子植物中有 ３０ 科 ６３ 属 １０９ 种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ꎬ其中ꎬ国家 Ｉ 级保护植物 １５

种ꎬ极危植物 ３ 种、濒危植物 １１ 种、易危植物 ２０ 种ꎮ 该山脉中的九岭山、官山和大围山已有相应的自然保

护区发挥生态保护作用ꎬ而其余的山地则未建立有效保护ꎬ应对相关濒危植物所在区域加以监管ꎬ可采取就

地保护或迁地保护等措施ꎬ建立相关的种质资源库ꎬ确保濒危保护植物的可持续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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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区系指自然条件下ꎬ长期演化而形成的

某区域内所有植物种类的总和(张宏达ꎬ１９９４ꎻ吴
征镒等ꎬ２００６)ꎮ 开展植物区系研究ꎬ对研究某一

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和植物多样性具有重要

作用ꎮ 九岭山脉位于中国大陆东部罗霄山脉的中

部ꎬ横跨江西省和湖南省ꎬ为罗霄山脉范围内的 ５
条中型山脉之一ꎬ北接幕阜山脉ꎬ南接武功山脉ꎮ
该山脉植物区系发生历史悠久ꎬ气候和生态区交

错ꎬ孕育了许多珍稀孑遗植物ꎬ对研究我国早期种

子植物演化、动植物迁徙、物种分布格局均具有重

要作用(赵万义ꎬ２０１７)ꎮ
国内对九岭山脉植物资源的研究已有一定积

累ꎮ 万文豪等(１９８６)曾对九岭山脉中段的五梅山

的植物资源进行调查整理ꎬ分析了五梅山的植被

类型、植物区系以及食用和药用资源ꎻ陶正明

(１９９８)对铜鼓县的木本植物进行了调查和整理ꎻ
刘信中和吴和平(２００５)曾对九岭山脉东北段的官

山进行了系统整理ꎬ完成了植物资源考察ꎻ李振基

等(２００９)则对九岭山脉东北段的九岭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ꎻ涂飞云等(２０１４)
利用文献资料对江西 １２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
含官山和九岭山)种子植物区系进行比较分析ꎬ发

现九岭山和官山的区系成分较为复杂ꎮ 此外ꎬ还
有一些对官山、大围山等地区的植物群落进行了

调查分析、植被调查等研究(孙淑先和刘影ꎬ１９８６ꎻ
刘健等ꎬ２０１５ꎻ王国兵等ꎬ２０１８ꎻ徐定兰等ꎬ２０１８)ꎮ
但这些研究的调查范围较为局限ꎬ调查工作并不

全面ꎬ不利于正确认识九岭山脉植物区系及开展

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ꎮ 因此ꎬ本研究通过

开展全面的科学考察、标本采集整理鉴定和群落

调查ꎬ结合经典的植物地理学研究方法和相关学

科知识ꎬ对该山脉种子植物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ꎬ
总结了该区系的组成和特征ꎬ并探讨其成因和濒

危保护植物的开发利用ꎬ以期为该区域的种子植

物区系的起源和演化、植物资源有效开发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地概况

九岭山脉位于 １１４°０２′—１１５°２４′ Ｅ、２８°２１′—
２９°０３′ Ｎꎬ呈东北－西南走向ꎬ横跨江西省的安义

县、奉新县、靖安县、宜丰县、万载县、铜鼓县及湖

南省浏阳市的大围山和平江县的连云山ꎬ包含众

多自然保护区和林场ꎮ 主要包括大围山、官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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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山ꎬ东北段(官山和九岭山)位于中国江西省ꎬ西
南段(大围山)延伸至湖南省东北部ꎮ 该山脉所在

区域为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ꎬ年平均气温为

１１.４ ~ １７ ℃ꎬ年降雨量为 １ ６５３ ~ ２ １００ ｍｍꎬ最高峰

为海拔为 １ ７９４ ｍ 的九岭尖(李振基等ꎬ２００９ꎻ刘健

等ꎬ２０１５ꎻ王国兵等ꎬ２０１８)ꎮ 九岭山脉位于罗霄山

脉北段ꎬ属于扬子板块(章泽军等ꎬ２００３)ꎮ

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ꎬ综合考虑不同的海拔、坡向和

生境类型后ꎬ我们先后对江西宜春市玉金山、宜春

市飞剑潭、靖安县九岭山、靖安县和尚坪、安义县

峤岭、安义县西山岭、奉新县百丈山、奉新县九岭

山、奉新县萝卜潭、奉新县泥洋山、奉新县陶仙岭、
奉新县越山、万载县三十把、万载县鸡冠石、万载

县竹山洞、上高县南港、宜丰县官山、宜丰县大西

坑、宜丰县洞山、宜丰县南屏、铜鼓县天柱峰、樟树

市店下、湖南浏阳市大围山、平江县连云山共 ２４
个植被保存良好的区域开展了重点调查(图 １)ꎬ
同时对九岭山脉其他区域进行全面踏查ꎮ 调查采

用传统全面路线踏查法ꎬ对九岭山脉地区的植物

区系和植物资源进行了系统考察ꎬ共采集植物标

本 １４ ０７１ 号ꎬ参考«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和«江西植物志»等志书(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

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５９—２００４ꎻ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编辑委员

会ꎬ１９９４—２０１３ꎻ江西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３ꎬ
２００４ꎬ２０１４)进行物种鉴定ꎬ整理了九岭山脉种子

植物名录(裸子植物按郑万钧 １９７５ 年系统ꎬ被子

植物按哈钦松系统)ꎮ
植物地理成分分析则根据前人划分的世界种

子植物科和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标

准(吴征镒ꎬ１９９１ꎻ李锡文ꎬ１９９６ꎻ吴征镒等ꎬ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６ꎬ２０１１)ꎬ对九岭山脉的科和属进行统计ꎮ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参考国家林业局和农

业部(１９９９)发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和第二批名录的讨论稿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ｔ.
ｃｓｄｂ.ｃｎ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ｌｉｓｔ)ꎮ 植物濒危等级参考«中国生

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 (环境保护部和

中国科学院ꎬ２０１３)ꎮ

３　 植物区系分析

３.１ 种类组成

九岭山脉地区植物种类较为丰富ꎬ森林茂密ꎬ
植被较完整ꎮ 通过植物区系采集调查和标本整理

鉴定ꎬ在九岭山脉地区共发现野生种子植物 ２１１
科 ９５６ 属 ２ ９２８ 种(包括种下等级)ꎬ其中属、种占

江西种子植物 １ ０６４ 属 ４ ０２８ 种的比例分别为

８９.８％、７２.６９％(邓贤兰等ꎬ２０１２)ꎮ 其中裸子植物

８ 科 １５ 属 ２４ 种ꎬ双子叶植物 １７２ 科 ７３４ 属２ ３０６
种ꎬ单子叶植物 ３１ 科 ２０７ 属 ５９８ 种(表 １)ꎮ 其中ꎬ
裸子植物种数占九岭山脉种子植物总数的０.８２％ꎬ
被子植物该比例则为 ９９.１８％ꎮ

本次调查记录的浙 江 金 线 兰 (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和肾萼金腰(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为
江西省新记录种ꎮ
３.２ 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３.２.１ 科的分析

３.２.１.１ 科的种类组成　 在该地区 ２１１ 科的种子植

物中ꎬ含 ２０ 种以上的科有 ３９ 个(表 ２)ꎬ如禾本科

(Ｐｏｏｉｄｅａｅꎬ８７ 属 ２１６ 种)、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ꎬ７５ 属

１８３ 种)、蔷薇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ꎬ２８ 属 １３３ 种)、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ꎬ８ 属 ５７ 种)、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ꎬ６ 属 ５０
种)等ꎬ占该山脉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１８.４８％ꎮ 但

这 ３９ 个科共包含 ５７８ 属 １ ９９０ 种ꎬ占该山脉种子

植物总种数的 ６７.９６％ꎬ可见这 ３９ 科植物的物种数

在该山脉的植物区系构成中占比较大ꎮ
含 ５ ~ １９ 种的科有 ７０ 个ꎬ如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ꎬ６

属 １９ 种)、木兰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ꎬ６ 属 １８ 种)、天南

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ꎬ６ 属 １７ 种)、爵床科(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ꎬ
１０ 属 １６ 种)、 凤 仙 花 科 (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ꎬ １ 属 ９
种)、远志科 (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ꎬ２ 属 ８ 种)、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ꎬ３ 属 ７ 种)等ꎬ占该山脉种子植物总科

数的 ３３.１８％ꎮ 这些科共含 ３３６ 属 ８９６ 种ꎬ占该山

脉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３０.６０％ꎮ
而含 ２ ~ ４ 种的科有 ６０ 个ꎬ占该山脉种子植物

总科数的 ２８.４４％ꎬ共包含 ８２ 属 １７２ 种ꎬ如蓝果树

科(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ꎬ４ 属 １２ 种)、杉科(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ꎬ２ 属

７ 种)、 三尖杉科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ａｃｅａｅꎬ３ 属 ４ 种)和三

２７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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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九岭山脉研究区域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表 １　 种子植物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ｓ

种子植物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８ １５ ２４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２０３ ９４１ ２ ９０４

双子叶植物 Ｄｉ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ｅａｅ １７２ ７３４ ２ ３０６

单子叶植物 Ｍｏｎｏ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ｅａｅ ３１ ２０７ ５９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１ ９５６ ２ ９２８

白草科(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ꎬ３ 属 ４ 种)等等ꎮ 单种科有 ４２
个ꎬ占该山脉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１９.９１％ꎮ 在该山脉

植物区系中ꎬ含 １~４ 种的科占总科数的 ４８.３５％ꎮ
通过对山脉内种子植物区系中主要组成科

(科内种数超过 ２０ 种)所含的物种数与中国种子

植物区系中该科所含种数进行比较分析ꎬ可知禾

本科、壳斗科、樟科 、蔷薇科、莎草科、唇形科、蝶形

花科等科所含种数占中国种子植物区系中相应各

科所含种数的比例较高(表 ２)ꎮ 禾本科、莎草科、
唇形科等所含的草本较多ꎬ在植物区系中并不占

优ꎬ而壳斗科、樟科、蔷薇科等植物不仅数量众多ꎬ
也构成了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要结构ꎬ是该区系

的代表性科ꎮ 其中ꎬ九岭山脉的建群种主要是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钩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等壳

斗科 植 物ꎬ以 及 三 峡 槭 ( Ａｃｅｒ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枫 香 树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和落叶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ｄｅｃｉｄｕａ)等植物ꎮ
３.２.１.２ 科的分布区类型 　 九岭山脉地区 ２１１ 科种

子植物可分为 １３ 个分布区类型和 ７ 个变型(表 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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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种子植物中含 ２０种以上的科的属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ｂｏｖｅ ２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九岭山脉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九岭山脉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中国
Ｃｈｉｎａ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８７ ２１６ １ ３６０ １５.８８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７５ １８３ ２ ４２８ ７.５４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２８ １３３ １ ０６９ １２.４４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４１ １１５ １ ０３８ １１.０８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６ １０５ ８６５ １２.１４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３２ ９３ ８０７ １１.５２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１ ５９ １ ３８８ ４.２５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１ ５７ ５９４ ９.６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８ ５７ ４３４ １３.１３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８ ５０ ６８１ ７.３４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６ ５０ ３２４ １５.４３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５ ４８ — —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１ ４６ — —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４５ — —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７ ４４ — —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４１ — —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４１ — —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２０ ４０ — —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８ ４０ — —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５ ４０ — —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７ ３７ — —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３６ — —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４ ３３ — —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６ ３２ — —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１５ ２８ — —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９ ２８ — —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 ２８ — —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２５ — —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７ ２４ — —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２３ — —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２３ — —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６ ２３ — —
拔葜科 Ｓｍｉ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２ — —
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２２ — —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９ ２１ — —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６ ２１ — —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２１ — —
苏木科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９ ２０ — —
椴树科 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５ ２０ — —

　 注: 中国种子植物科数据来源李锡文(１９９６)ꎮ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ｗｅｎ Ｌｉ
(１９９６).

包含三大类型ꎬ即世界分布科、热带成分科、温带

成分科ꎮ
世界分布科:３８ 科ꎬ占该区域内种子植物总科

数的 １８.０１％ꎮ 本类型中涵盖了本区种类较多的

禾本科、菊科、蔷薇科、蝶形花科等ꎬ但根据其生活

型ꎬ这些科的植物多为草本和灌木ꎬ在该区系中并

非主要成分ꎮ
热带成分科(２ ~ ７ 型):１０６ 科ꎬ占该区域内种

子植物总科数(不含世界分布科)的 ８１.３５％ꎬ在该

区系中占主导地位ꎮ
温带成分科(８ ~ １４ 型):６１ 科ꎬ占该区域内种

子植物非世界分布科数的 １８.１８％ꎬ在区系中占比

并不高ꎬ但丰富了该区域的植物区系组成ꎮ
３.２.２ 属的分析

３.２.２.１ 属的种类组成 　 根据九岭山脉地区的 ９５６
属野生种子植物属的数量统计(表 ４)ꎬ可知含 １０
种以上的大属有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ꎬ４２ 种)、冬青属

( Ｉｌｅｘꎬ３６ 种)、山矾属(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ꎬ２２ 种)、菝葜属

(Ｓｍｉｌａｘꎬ ２０ 种 )、 榕 属 ( Ｆｉｃｕｓꎬ １９ 种 )、 卫 矛 属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ꎬ１８ 种)、紫珠属(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ꎬ１７ 种)、柃
木属 ( Ｅｕｒｙａꎬ １５ 种 )、 花 椒 属 (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ꎬ １４
种)、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ꎬ１２ 种)、石楠属(Ｐｈｏｔｉｎｉａꎬ
１２ 种)、金丝桃属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ꎬ１１ 种)、安息香属

(Ｓｔｙｒａｘꎬ１０ 种)等 ５１ 属ꎬ共含 ８１４ 种ꎬ占该区域种

子植物总种数的 ２７.８０ ％ꎮ
含 １ ~ ９ 种的属共有 ９０５ 个ꎬ这些属所含种数

占该区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９４.６７％ꎬ包含了忍冬

属(Ｌｏｎｉｃｅｒａꎬ９ 种)、酸模属(Ｒｕｍｅｘꎬ８ 种)、毛茛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ꎬ７ 种)、鸡血藤属(Ｃａｌｌｅｒｙａꎬ６ 种)、谷
精草属(Ｅｒｉｏｃａｕｌｏｎꎬ５ 种)等中等属ꎬ也包含了黄鹌

菜属(Ｙｏｕｎｇｉａꎬ４ 种)、斑叶兰属(Ｇｏｏｄｙｅｒａꎬ３ 种)、
阴行草属( Ｓｉｐｈ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ꎬ２ 种)、银杏属(Ｇｉｎｋｇｏꎬ１
种)等单种属和寡种属ꎬ其中单种属和寡种属共

８３４ 属ꎬ占该区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８７.２４％ꎮ
３.２.２.２ 属的分布区类型　 九岭山脉 ９５６ 属的种子

植物可以被划分为 １４ 个分布区类型和 １１ 个变型

(表 ５)ꎮ
世界广布属:８８ 属ꎬ共包含 ４５０ 种ꎬ如悬钩子

属(Ｒｕｂｕｓꎬ４２ 种)、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ꎬ３６ 种)、铁线莲

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ꎬ１７ 种)、 金丝桃属(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ꎬ１１ 种)、

４７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表 ３　 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占非世界
科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Ｔ１. 世界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３８ —

Ｔ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５６ ３２.３７

２－１. 热带亚洲ꎬ大洋洲和热带美洲
(南 美 洲 或 / 和 墨 西 哥 ) 间 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Ｓ. Ａｍｅｒ. ｏｒ /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２ １.１６

Ｔ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 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８ ４.６２

Ｔ４. 旧世界热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１５ ８.６７

４－１. 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 Ａｆｒ. Ａｎｄ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１.７３

Ｔ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５ ２.８９

Ｔ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１.１６

Ｔ７. 热带亚洲 (热带东南亚至印
度－马来ꎬ太平洋诸岛)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ＳＥ. Ａｓｉａ ｔｏ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 ＋
Ｔｒｏｐ. Ｓ. ＆ ＳＷ.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

１４ ８.０９

７－１. 爪哇或苏门答腊ꎬ喜马拉雅到
华南、 西 南 间 断 或 星 散 Ｊａｖａ ｏｒ
Ｓｕｍａｔｒａꎬ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Ｓ. ａｎｄ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１ ０.５８

Ｔ８. 北温带 Ｎ. Ｔｅｍｐ. ２８ １６.１８

８－ 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１.７３

Ｔ９. 东亚和北美间断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８ ４.６２

Ｔ１０. 旧世界温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４ ２.３１
１０－１. 地中海、西亚或中亚与东亚
间 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ꎬ Ｗ. Ａｓｉａ ( ｏｒ
Ｃ. Ａｓｉａ) ＆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５８

Ｔ１２. 地中海和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１ ０.５８

１２－ ３. 从地中海到温带和热带亚
洲ꎬ再到南亚大陆和南美洲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Ｔｅｍｐ.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ｗｉｔ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ｒ ＳＮ.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５８

Ｔ１４. 东亚 Ｅ. Ａｓｉａ １０ ５.７８

１４－ＳＪ. 中国－日本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５ ２.８９

１５.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６ ３.４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１ １００

苋属(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ꎬ６ 种)等ꎬ这些属多为草本和灌

木ꎬ在该区域的植物群落中的作用有限ꎮ 由于该

分布类型分布广ꎬ无法体现植物区系的性质ꎬ因此

在统计其他分布区类型时不计入内ꎮ

表 ４　 种子植物属的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

级别 Ｃｌａｓ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数量
Ｎｕｍ￣
ｂｅｒ

占总
属数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

属内含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

数量
Ｎｕｍ￣
ｂｅｒ

占总
种数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

大属(１０ 种以上)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５１ ５.３３ ８１４ ２７.８０

中等属(５~ ９ 种)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ｉｔｈ ５－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７１ ７.４３ ５０３ １７.１８

寡种属(２~ ５ 种)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ｉｔｈ ２－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０３ ４２.１６ １ １８０ ４０.３０

单种属(１ 种)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３１ ４５.０８ ４３１ １４.７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５６ １００ ２ ９２８ １００

　 　 热带性属(２ ~ ７ 型):４２２ 属 ９８２ 种ꎬ分别占非

世界性属和种总数的 ４８.６２％和 ３３.５４％ꎮ 其中ꎬ许
多属在群落中起重要作用ꎬ如榕属(Ｆｉｃｕｓ)、紫金牛

属 ( Ａｒｄｉｓｉａ )、 山 矾 属 (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 鹅 掌 柴 属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等ꎮ
温带性属(８ ~ １４ 型):４１３ 属 １ １４５ 种ꎬ分别占

非世界性属和种总数的 ４７.５８％和 ３９.１１％ꎮ 其中

以北温带及其亚型分布的属数最多ꎬ占非世界性

属总数的 １９.１２％(１６６ 属)ꎮ
九岭山脉范围内只有 １１ 个地中海、西亚(或

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类型的属ꎬ没有中亚分布型

(Ｔ１３)的属ꎬ表明该植物区系与古特提斯植物区系

关联性不大ꎮ 同时ꎬ该区域内仅有 １３ 个温带亚洲

分布属(Ｔ１１)ꎬ表明九岭山脉的植物区系受古地中

海成分影响很小ꎮ
３.２.３ 九岭山脉种子植物区系的特有现象

３.２.３.１ 中国特有科　 九岭山脉地区共分布有 ６ 个

中国特有科ꎬ即伯乐树科(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ｃｅａｅ)、蜡
梅科(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杜仲科(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银
杏科(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大血藤科(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ｅａｅ)、
瘿椒树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ｃｅａｅ)ꎮ 其中ꎬ起源于二叠纪时

期的“著名的活化石”银杏科是单种科ꎬ在地质时

期有广泛分布 (Ｗｉｌｌｉｓ ＆ ＭｃＥｌｗａｉｎꎬ ２００２ꎻ 周浙昆

５７４３ 期 覃俏梅等: 江西九岭山脉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表 ５　 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占非世界
属的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 (％)

Ｔ１. 世界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８８ —
Ｔ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８１ ２０.８５
２－１. 热带亚洲、大洋洲(到新西兰)和
中、南美洲间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 (ｔｏ
Ｎ. Ｚｅａｌ.) ＆ Ｃ.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６ ０.６９

２－ ２.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
断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 Ｃ. ａｎｄ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０.４６

Ｔ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６ １.８４

Ｔ４. 旧世界热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４４ ５.０７

４－１. 热带亚洲、非洲(或东非、马达加
斯加)和大洋洲间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 ｏｒ Ｅ.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９ １.０４

Ｔ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

５０ ５.７６

Ｔ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３ ２.６５

Ｔ７.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７１ ８.１８

７－１. 爪哇(或苏门答腊)、喜马拉雅至
华南、西南到华南、西南间断或星散
Ｊａｖａ ( ｏｒ Ｓｕｍａｔｒａ)ꎬ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Ｓ. ａｎｄ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１０ １.１５

７－４.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
南)Ｖｉｅｔｎａｍ (ｏ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ｔｏ Ｓ. 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８ ０.９２

Ｔ ８. 北温带 Ｎ. Ｔｅｍｐ. １２４ １４.２９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全温带)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Ｐ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４２ ４.８４

Ｔ９. 东亚和北美间断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６１ ７.０３

Ｔ１０. 旧世界温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３６ ４.１５

１０－１. 地中海、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
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 Ａｓｉａ ( ｏｒ Ｃ. Ａｓｉａ)
＆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１ １.２７

１０－３. 欧亚大陆和南非间断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０.３５

Ｔ１１. 温带亚洲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１３ １.５０

Ｔ１２. 地中海和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ꎬ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３ ０.３５

１２－３.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ꎬ大
洋洲 和 / 北 美 南 部 至 南 美 洲 间 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Ｔｅｍｐ.ꎬ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Ｎ Ａｍｅｒ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０.３５

Ｔ１４. 东亚(东喜马拉雅－日本)Ｅ. Ａｓｉａ ５７ ６.５７
１４－ＳＨ. 中国－喜马拉雅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１３ １.５０
１４－ＳＪ. 中国－日本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４７ ５.４１
Ｔ１５.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３３ ３.８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５６ １００.００

等ꎬ２００５)ꎻ伯乐树科为单种科ꎬ落叶乔木ꎬ分布于

中国亚热带山地ꎬ在九岭山脉仅有零星分布ꎻ 大血

藤科也为单种科ꎬ为九岭山脉区域内的林下伴生

藤本ꎻ瘿椒树科为寡种科ꎬ在九岭山脉分布有 １
种ꎻ杜仲科也为单种科ꎬ现野生个体非常少见ꎻ蜡
梅科仅有 １ 属ꎬ在九岭山脉分布有 ３ 种ꎮ
３.２.３.２ 中国特有属　 九岭山脉范围内的中国特有

属种为 ３３ 属 ４１ 种ꎮ 这些特有属中以单、寡种属为

主ꎬ包括单种属 ２０ 属ꎬ寡种属 ９ 属(表 ６)ꎮ 这些种

类中ꎬ大部分有着漫长的起源历史ꎬ如大血藤属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喜树属(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和伯乐树属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等ꎮ
３.３ 九岭山脉濒危保护植物

九岭山脉的种子植物中包含 ３０ 科 ６３ 属 １０９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表 ７)ꎮ 其中ꎬ国家 Ｉ 级保护

植物 １５ 种ꎬ如扇脉杓兰(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棒
节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ｉｎｄｌａｙａｎｕｍ)、细茎石斛 ( Ｄ.
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和红

豆杉(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ꎻ国家 ＩＩ 级
保护植物 ９４ 种ꎬ如无柱兰(Ａｍ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ｇｒａｃｉｌｅ)、金
线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和浙江金线兰等ꎮ 这

些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中ꎬ共有 ４１ 种被列入«中国生

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环境保护部和中

国科学院ꎬ２０１３)ꎮ 其中ꎬ极危植物有 ３ 种ꎬ分别是水

杉、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和莼菜(Ｂｒａｓｅｎｉａ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ｉ)ꎻ
濒危植物 １１ 种ꎬ 如金线兰、 浙江金线兰、 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和独花兰(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等ꎻ
易 危 植 物 ２０ 种ꎬ 如 毛 蕊 猕 猴 桃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ｔｒｉｃｈｏｇｙｎａ)、篦子三尖杉(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和天

竺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等ꎻ近危植物 ７ 种ꎬ如
对萼猕猴桃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ｖａｌｖａｔａ)、斑叶兰 (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ａｌｉａｎａ) 和乐昌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
等ꎮ 这些植物主要分布在 １８０ ~ １ ４５０ ｍ 的山谷、溪
边、树上、疏林或密林中ꎬ良好的生境为植物生长提

供了保障ꎬ是现存濒危保护植物保存和繁衍的关键ꎮ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九岭山脉种子植物区系具有过渡性质

九岭山脉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２１１ 科ꎬ 其中热

６７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表 ６　 九岭山脉的中国特有属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序号
Ｎｏ.

科
Ｆａｍｉｌｙ

中国特有属
Ｇｅｎｕ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九岭山脉 /
中国 / 世界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
Ｃｈｉｎａ / Ｗｏｒｌｄ

属的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地理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银杏科
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银杏属
Ｇｉｎｋｇｏ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Ｅ)

２ 杉科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杉木属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１ / ２ / ２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３ 杉科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水杉属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１ / ２ / ２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４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穗花杉属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５ 瘿椒树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ｃｅａｅ

银鹊树属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西南
ＳＷ

６ 大血藤科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ｅａｅ

大血藤属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西南
ＳＷ

７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马蹄香属
Ｓａｒｕｍ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８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血水草属
Ｅｏｍｅｃｏｎ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西南
Ｃꎬ Ｅ ＆ ＳＷ

９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堇叶芥属
Ｎｅｏ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
Ｃ

１０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阴山荠属
Ｙｉｎｓｈａｎｉａ

２ / ７ / ７ 多种属
Ｐｏｌｙ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西北、华中、华东、西南
ＮＷꎬ Ｃꎬ Ｅ ＆ ＳＷ

１１ 蜡梅科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蜡梅属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３ / ３ / ３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西南
Ｃꎬ Ｅ ＆ ＳＷ

１２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牛鼻栓属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ｒｉ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１３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半枫荷属
Ｓｅｍｉ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１ / ３ / ３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东、华南
Ｅ ＆ Ｓ

１４ 杜仲科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杜仲属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１５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青檀属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１６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永瓣藤属
Ｍｏｎｉｍ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东
Ｅ

１７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伞花树属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西南
Ｃꎬ Ｅ ＆ ＳＷ

１８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栾树属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２ / ３ / ３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西南
Ｃꎬ Ｅ ＆ ＳＷ

１９ 伯乐树科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ｃｅａｅ

伯乐树属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西南
ＳＷ

２０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青钱柳属
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华南
Ｃꎬ Ｅ ＆ Ｓ

２１ 蓝果树科
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

喜树属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华南
Ｃꎬ Ｅ ＆ Ｓ

２２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通脱木属
Ｔｅｔｒａｐａｎａｘ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南
Ｓ

２３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明党参属
Ｃｈａｎｇｉｕｍ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东
Ｅ

２４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紫菊属
Ｎｏｔｏｓｅｒｉｓ

１ / １２ / １２ 多种属
Ｐｏｌｙ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西南
ＳＷ

２５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匙叶草属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华南
Ｃꎬ Ｅ ＆ Ｓ

２６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皿果草属
Ｏｍｐｈａｌｏ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
Ｃ ＆ Ｅ

２７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紫草属
Ｓｉｎｏ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ｉａ

１ / ２ / ２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西北、西南、华东
ＮＷꎬ ＳＷ ＆ Ｅ

２８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盾果草属
Ｔｈｙ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２ / ３ / ３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华南
Ｃꎬ Ｅ ＆ Ｓ

２９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毛药花属
Ｂｏｓｔｒｙｃｈａｎｔｈｅｒａ

１ / ２ / ２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东、华南
Ｅ ＆ Ｓ

３０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四轮香属
Ｈａｎｃｅｏｌａ

２ / ８ / ８ 多种属
Ｐｏｌｙ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西南、华中
ＳＷ ＆ Ｃ

３１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四棱草属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ｉａ

１ / ２ / ２ 寡种属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中、华东、华南
Ｃꎬ Ｅ ＆ Ｓ

３２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箬竹属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３ / １０ / １０ 多种属
Ｐｏｌｙ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南、华中、西南
Ｓꎬ Ｃ ＆ ＳＷ

３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独花兰属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１ / １ / １ 单种属
Ｕｎｉ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ｕｓ

华东、华中
Ｅ ＆ Ｃ

　 注: Ｅ. 华东ꎻ Ｓ. 华南ꎻ Ｃ. 华中ꎻ Ｎ. 华北ꎻ ＳＷ. 西南ꎻ ＮＷ. 西北ꎮ
　 Ｎｏｔｅ: 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ꎻ 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ꎻ 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ꎻ 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ꎻ Ｓ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ꎻ Ｎ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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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九岭山脉濒危保护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ｕｌ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国家保护等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ＵＣＮ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国家保护等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ＵＣＮ

软枣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 (Ⅱ) ＬＣ 中华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

美味猕猴桃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Ⅱ) — 毛花猕猴桃 Ａ.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 (Ⅱ) ＬＣ

小叶猕猴桃 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Ⅱ) ＶＵ 阔叶猕猴桃 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Ⅱ) —

大籽猕猴桃 Ａ. ｍａ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 (Ⅱ) — 黑蕊猕猴桃 Ａ. ｍｅｌａｎａｎｄｒａ (Ⅱ) —

葛枣猕猴桃 Ａ. ｐｏｌｙｇａｍａ (Ⅱ) ＬＣ 红茎猕猴桃 Ａ. ｒｕｂｒｉｃａｕｌｉｓ (Ⅱ) —

毛蕊猕猴桃 Ａ. ｔｒｉｃｈｏｇｙｎａ (Ⅱ) ＶＵ 对萼猕猴桃 Ａ. ｖａｌｖａｔａ (Ⅱ) ＮＴ

无柱兰 Ａｍ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ｇｒａｃｉｌｅ (Ⅱ) ＬＣ 金线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Ⅱ) ＥＮ

浙江金线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Ⅱ) ＥＮ 竹叶兰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 ｇｒａｍ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Ⅱ) ＬＣ

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Ⅱ) ＥＮ 莼菜 Ｂｒａｓｅｎｉａ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ｉ Ⅰ ＣＲ

伯乐树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Ⅰ ＮＴ 广东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ｅ (Ⅱ) ＬＣ

齿瓣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ｅｖｉｎｅｉ (Ⅱ) ＬＣ 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Ⅱ) ＬＣ

钩距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ｇｒａｃｉｌｉｆｌｏｒａ (Ⅱ) — 反瓣虾脊兰 Ｃ. ｒｅｆｌｅｘａ (Ⅱ) ＬＣ

红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Ⅱ) —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

喜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Ⅱ ＬＣ 银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ｅｒｅｃｔａ (Ⅱ) ＬＣ

金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Ⅱ) — 篦子三尖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ｉ Ⅱ ＶＵ

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Ⅱ) ＥＮ 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Ⅱ ＬＣ

天竺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Ⅱ ＶＵ 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

短萼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ｓｅｐａｌａ (Ⅱ) ＥＮ 杜鹃兰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ａ (Ⅱ) —

建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Ⅰ) ＶＵ 蕙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ｆａｂｅｒｉ (Ⅰ) —

多花兰 Ｃ.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Ⅰ) ＶＵ 春兰 Ｃ.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Ⅰ) —

寒兰 Ｃ. ｋａｎｒａｎ (Ⅰ) ＶＵ 扇脉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Ⅰ) ＬＣ

棒节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ｉｎｄｌａｙａｎｕｍ (Ⅰ) ＥＮ 细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Ⅰ) —

穿龙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Ⅱ) — 长柄双花木 Ｄｉｓａｎｔｈｕｓ ｃｅｒｃｉ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Ⅱ —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Ⅱ) ＶＵ 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Ⅱ —

单叶厚唇兰 Ｅｐｉｇｅｎｅｉｕｍ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Ⅱ) ＬＣ 山豆根 Ｅｕｃｈｒｅｓｔ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Ⅱ ＶＵ

伞花木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Ⅱ ＬＣ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Ⅱ ＬＣ

山珊瑚 Ｇａｌｅｏｌａ ｆａｂｅｒｉ (Ⅱ) ＬＣ 毛萼山珊瑚 Ｇａｌｅｏｌａ ｌｉｎｄｌｅｙａｎａ (Ⅱ) ＬＣ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Ⅱ) —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Ⅰ ＣＲ

小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 (Ⅱ) ＬＣ 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ａｌｉａｎａ (Ⅱ) ＮＴ

绒叶斑叶兰 Ｇ.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Ⅱ) ＬＣ 毛葶玉凤花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ｃｉｌｉｏｌａｒｉｓ (Ⅱ) ＬＣ

鹅毛玉凤花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ｄｅｎｔａｔａ (Ⅱ) ＬＣ 细裂玉凤花 Ｈ. ｌｅｐｔｏｌｏｂａ (Ⅱ) ＶＵ

裂瓣玉凤花 Ｈ.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Ⅱ) ＤＤ 十字兰 Ｈ.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ｉ (Ⅱ) ＶＵ

叉唇角盘兰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ｌａｎｃｅｕｍ (Ⅱ) ＬＣ 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ｒｅｇｉａ (Ⅱ) ＶＵ

镰翅羊耳蒜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ｂｏｏｔａｎｅｎｓｉｓ (Ⅱ) ＬＣ 福建羊耳蒜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ｄｕｎｎｉｉ (Ⅱ) ＤＤ

见血青 Ｌ. ｎｅｒｖｏｓａ (Ⅱ) ＬＣ 长唇羊耳蒜 Ｌ. ｐａｕｌｉａｎａ (Ⅱ) ＬＣ

８７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续表 ７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国家保护等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ＵＣＮ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国家保护等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ＵＣＮ

柄叶羊耳蒜 Ｌ.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Ⅱ) ＶＵ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Ⅱ ＬＣ

落叶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ｄｅｃｉｄｕａ Ⅰ ＶＵ 水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Ⅰ ＣＲ

乐昌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 (Ⅱ) ＮＴ 葱叶兰 Ｍｉｃｒｏｔｉｓ ｕｎｉｆｏｌｉａ (Ⅱ) ＬＣ

永瓣藤 Ｍｏｎｉｍ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Ⅱ ＥＮ 萍蓬草 Ｎｕｐｈａｒ ｐｕｍｉｌａ Ⅱ —

花榈木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Ⅱ ＶＵ 红豆树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ｈｏｓｉｅｉ Ⅱ ＥＮ

球药隔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Ⅱ) — 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Ⅱ) —

龙头兰 Ｐｅｃｔｅｉｌｉｓ ｓｕｓａｎｎａｅ (Ⅱ) ＬＣ 长须阔蕊兰 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 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ｕｓ (Ⅱ) ＬＣ

川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Ⅱ ＬＣ 闽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ｂｏｕｒｎｅｉ Ⅱ ＶＵ

细叶石仙桃 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ｃａｎｔｏｎｅｎｓｉｓ (Ⅱ) ＬＣ 密花舌唇兰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 ｈｏｌ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Ⅱ) ＬＣ

舌唇兰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Ⅱ) ＬＣ 尾瓣舌唇兰 Ｐ.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ｒｕｍ (Ⅱ) ＬＣ

小舌唇兰 Ｐ. ｍｉｎｏｒ (Ⅱ) ＬＣ 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 ｂｕｌｂｏｃ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Ⅱ) ＬＣ

朱兰 Ｐｏｇｏ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Ⅱ) ＮＴ 马蹄香 Ｓａｒｕｍａ ｈｅｎｒｙｉ (Ⅱ) ＥＮ

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ＬＣ 半枫荷 Ｓｅｍｉ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Ⅱ ＶＵ

桃儿七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Ⅱ) ＬＣ 拟高粱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ｕｍ Ⅱ ＥＮ

苞舌兰 Ｓｐａｔｈ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Ⅱ) ＬＣ 绶草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Ⅱ) ＬＣ

带唇兰 Ｔａｉｎｉａ ｄｕｎｎｉｉ (Ⅱ) ＮＴ 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Ⅰ ＶＵ

南方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Ⅰ ＶＵ 红椿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Ⅱ —

榧树 Ｔｏｒｒｅｙ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Ⅱ — 长序榆 Ｕｌｍｕｓ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Ⅱ ＥＮ

大叶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 Ⅱ ＮＴ 任豆 Ｚｅｎ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Ⅱ ＶＵ

中华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Ⅱ ＬＣ

　 注: Ｉ 和 ＩＩ 表示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保护等级ꎬ(Ｉ)和(ＩＩ)表示第二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保护等级ꎮ
ＣＲ. 极危ꎻ ＥＮ. 濒危ꎻ ＶＵ. 易危ꎻ ＮＴ. 近危ꎻ ＬＣ. 无危ꎻ ＤＤ. 数据缺乏ꎻ “—”表示不在名录中ꎮ
　 Ｎｏｔｅ: Ｉ ａｎｄ Ｉ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ｗｈｉｌｅ ( Ｉ) ａｎｄ ( Ｉ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ｎｅ. Ｃ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Ｅ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ꎻ ＶＵ.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ꎻ ＮＴ.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ꎻ ＬＣ.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ꎻ
ＤＤ. Ｄａｔａ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ꎻ “— ”ｍｅａｎｓ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

带成分科 １０６ 个ꎬ温带成分科 ６１ 个ꎮ 在数量上ꎬ
热带成分科相较于温带成分科明显占优势ꎬ但大

部分热带成分科为广布类型ꎬ缺乏典型热带成分

科ꎮ 从属的分布类型上看ꎬ九岭山脉野生种子植

物共 ９５６ 属ꎬ其中热带性属 ４２２ 个ꎬ温带性属 ４１３
个ꎬ热带和温带性属数量接近ꎬ反映出该植物区系

由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过渡的性质ꎮ 九岭山脉地

处中国大陆东部ꎬ是重要的气候和生态交错地带ꎬ
山体为东北—西南走向ꎬ山地内物种间有效迁移ꎬ
使得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并存ꎬ植物区系呈现出

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过渡的特点ꎮ
４.２ 九岭山脉种子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古老性

从该区系的科属组成上看ꎬ九岭山脉地区单

寡种科、属现象明显ꎬ这些类群多在早第三纪就已

出现ꎬ是分类系统中孤立的类群ꎬ体现了该植物区

系起源的古老性ꎮ 根据九岭山脉地区的特有现象

分析ꎬ该区系内有 ６ 个中国特有科、３３ 个中国特有

属、４１ 个中国特有种(包括种下等级)ꎮ 九岭山脉

的特有属主要为古特有属ꎬ以单型属为主ꎮ 古特

有属在历史上曾具有广泛的分布区ꎬ起源久远ꎬ后
来受第四纪冰期和其他地质变迁的影响ꎬ其他地

区的类群灭绝ꎬ成为中国特有属ꎬ为第三纪古热带

植物 区 系 的 残 遗 ( 金 建 华 等ꎬ ２００３ꎻ 赵 万 义ꎬ
２０１７)ꎮ 九岭山脉保存着丰富的古特有植物ꎬ表明

九岭山脉植物区系具有古老性ꎬ同时也可推断该

山脉在第四纪冰期环境较为稳定ꎬ为众多植物提

９７４３ 期 覃俏梅等: 江西九岭山脉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供了“避难所”ꎬ使得大量古特有植物得以保存ꎬ为
研究早期物种分布格局成因提供宝贵资料ꎮ
４.３ 九岭山脉种子植物区系的保护利用

该山脉的种子植物中包含 １０９ 种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ꎬ４１ 种植物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

录－高等植物卷»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ꎬ
２０１３)ꎬ其中很多植物都有较高的药用价值ꎬ如五

味子、球药隔重楼、见血青、八角莲、短萼黄连等ꎮ
如果不注重合理开发利用ꎬ极可能导致这些濒危

保护植物遭到严重破坏ꎮ 九岭山脉中的九岭山、
官山和大围山已有相应的自然保护区发挥生态保

护作用ꎬ而其余的山地则未建立有效保护ꎬ其生态

环境缺乏监管(聂宇一ꎬ２０１４)ꎮ 这些地区的植物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正遭受严重考验ꎬ应对相关濒

危植物所在区域加以监管ꎬ可采取就地保护或迁

地保护等措施ꎬ建立相关的种质资源库ꎬ确保濒危

保护植物的可持续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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