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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区域植物区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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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ꎬ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

摘　 要: 海南岛地形中高周低ꎬ从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平原地区ꎬ由于自然条件及历史上人类干扰程度的不

同ꎬ因此植物区系组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ꎮ 为探讨植物区系组成的变化与保护区的次生性、面积及海

拔高度等因素的关系ꎬ该研究采用样方和样线调查法ꎬ对海南岛中偏东部会山保护区进行物种调查ꎬ并结合

该团队以往调查的中部五指山原自然保护区(现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东部非沿海的白石岭保护区和东北

部沿海的铜鼓岭自然保护区的数据ꎬ对 ４ 个保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五
指山、会山、白石岭、铜鼓岭保护区分别分布有 １ ８９３、１ ４１５、６３４、９１３ 种野生种子植物ꎬ中部的 ２ 个保护区植

物种类明显高于其他 ２ 个保护区ꎮ (２)保护区之间的物种相似性与海拔差和面积差呈显著负相关(Ｐ<
０.０５)ꎮ (３) ４ 个保护区均为热带成分占主导地位ꎬ在属水平上五指山热带亚洲分布最多ꎬ其他 ３ 个保护区

泛热带分布最多ꎻ在种水平上均为热带亚洲分布最多且铜鼓岭占比最大ꎮ 综上认为ꎬ从中部山区到东部沿

海平原地区表现出次生性越大ꎬ海拔高度越低ꎬ生境类型越少ꎬ植物物种数越少ꎻ同时ꎬ在属和种的水平上ꎬ
呈现出热带成分增加ꎬ温带成分、中国特有分布和孑遗属、种均减少的特征ꎮ
关键词: 地理成分ꎬ 海南ꎬ 植物区系ꎬ 物种多样性ꎬ 种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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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区系指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某一分类群

或某类植被等所有植物种类的集合ꎬ是植物界在一

定自然地理条件下ꎬ特别是在自然历史条件下ꎬ综
合作用、发展、演化的结果(Ｍｕｒｄｊｏｋ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植物区系的特征可以通过区系植物多样性、生态与

地理差异得到体现 (Ａｂｄｅｌ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 Ｆａｄ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 Ｎｓ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生境的差异性会导致

植物区系成分在局部呈现出差异ꎬ如新疆的北疆含

有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的科ꎬ但南疆并不含有

(冯缨等ꎬ２０１４)ꎮ 高黎贡山南段和北段因海拔跨度

而呈现出差异ꎬ热带成分南段高于北段ꎬ而温带成

分则是北段高于南段(刘经伦等ꎬ２０１６)ꎮ 此外ꎬ朱
华(２００８)提出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中热带

成分多度与地区海拔高度密切相关ꎬ海拔越低热带

成分占比越大ꎮ 除自然地理因素以外ꎬ植物区系还

受到人类活动强度的影响ꎬ过度人为干扰会导致物

种区系成分趋于单一ꎬ或者造成特征种、狭域分布

种减少ꎬ广布种、入侵种增多(关卓今等ꎬ１９９８ꎻ程占

红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影响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组成

变化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ꎮ
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ꎬ面积为 ３.３９ 万 ｋｍ２ꎬ

地形中高周低ꎬ植物多样性丰富ꎬ具有较高的保护

价值(«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ꎬ
２０１８)ꎮ 近年来ꎬ许多学者对海南岛的不同保护区

做了相应的植物群落调查和区系研究 (唐恬等ꎬ
２００２ꎻ符国瑷和洪小江ꎬ２００８ꎻ江海声ꎬ２０１３ꎻ许哲ꎬ
２０１７ꎻ胡璇等ꎬ２０１７ꎻ罗文等ꎬ２０２０)ꎮ 在这些地区

均发现植物区系成分热带性质较强ꎬ区系起源古

老ꎬ地理成分来源广泛ꎬ呈现一定程度的特有成分

分化ꎮ 目前ꎬ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保护区的植

物区系组成ꎬ对不同保护区植物区系组成差异及

其形成因素的研究较少ꎮ 欧芷阳等(２００８)研究发

现中部山区和沿海地区的植物区系组成有一定差

距ꎬ铜鼓岭以泛热带分布为主ꎬ五指山则以热带亚

洲分布为主ꎮ 黄运峰等(２００９)对海南南部和北部

植物区系组成进行比较研究ꎬ发现南部和北部区

系组成差异较大ꎬ认为这种差异的形成主要由气

候和地质等自然因素导致ꎮ 中部到沿海地区植物

区系组成的差异受哪些因素影响ꎬ目前还未见有

相关报道ꎮ 本研究以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原自然

保护区(现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东部非沿海的

白石岭和东北部沿海的铜鼓岭及中偏东部会山保

护区等自然保护区为区域ꎬ依托本团队以往对前 ３
个保护区的调查数据ꎬ采用样方和样线的方法ꎬ对
会山保护区的植物种类进行调查ꎬ通过对 ４ 个保

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特点的比较分析ꎬ拟探讨植

物区系组成的变化与保护区的次生性、面积及海

拔高度等因素的关系ꎬ以期为揭示影响海南植物

区系组成差异的因素提供一个案例ꎮ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海南岛位于 １０８° ３７′—１１１° ０３′ Ｅ、 １８° １０′—
２０°１０′ Ｎ之间ꎬ形状近似一个呈东北至西南向的椭

圆形大雪梨ꎬ地质基底以花岗岩为主ꎬ部分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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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页岩、砂岩和石灰岩ꎮ 全岛可划分为 ２ 个

地貌区、１４ 个地貌亚区ꎻ中部五指山、鹦哥岭为隆

起核心ꎬ向四周外围逐级递降ꎬ由山地、丘陵、台

地、平原组成环形层状地貌ꎬ梯级结构明显(杨小

波ꎬ２０１９)ꎮ 本研究 ４ 个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概况如

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各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保护区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面积
Ａｒｅａ

(ｋｍ２)

自然植被保存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

最大高程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典型植被类型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１０９°３９′—１０９°４８′ Ｅ、
１８°４９′—１８°５９′ Ｎ

１３３.８６ ９２.５６ １ ８６７ 山顶灌丛、高山云雾林、山地雨林、低地雨
林、低地雨林次生林 (杨小波等ꎬ１９９４)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ꎬ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ꎬ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会山
Ｈｕｉｓｈａｎ

１１０° ０５′— １１０°１２′ Ｅ、
１８°５９′—１９°０５′ Ｎ

５４.３７ ５３.５１ １ ２５６ 山地雨林、低地雨林、低地雨林次生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ꎬ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白石岭
Ｂａｉｓｈｉｌｉｎｇ

１１０° ２２′— １１０°２４′ Ｅ、
１９°０８′—１９°１０′ Ｎ

１６.２４ １０.０５ ３２８ 低地雨林次生林 (宋佳煜ꎬ２０１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铜鼓岭
(陆域)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 ｏｎｓｈｏｒｅ)

１１０° ００′—１１０°０２′ Ｅ、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Ｎ

８.４５ ８５.４７ ３３８ 低地雨林、滨海沼泽、红树林、滨海沙生性
丛林 (陶楚等ꎬ２０１４)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ꎬ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ｒｓｈꎬ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ꎬ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ａｎｄ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１　 样方的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ｓ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会山保护区不同坡向、不同海拔高

度的森林开展路线调查和样方调查ꎬ记录区内植

被类型与种子植物种类ꎮ 样方设置情况:在会山

保护区共设置 ２０ 个 ２０ ｍ × ２０ ｍ 以及 ４ 个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乔木样方ꎬ样方内再设置 ５ ｍ × ５ ｍ 的灌

木样方和 １ ｍ × １ ｍ 的草本植物样方ꎬ累计调查面

积为 ８ ４００ ｍ２ꎬ样方点如图 １ 所示ꎮ 对样方内所有

胸径≥１ ｃｍ 的乔、灌木树种进行每木调查ꎬ详细记

录植物的名称、树高、胸径ꎬ并记录样地海拔、坡
度、坡向、坡位ꎮ 沿样方点四周开展样线调查ꎬ每
条样线长度≥５００ ｍꎬ宽度≥１０ ｍꎬ对样线内的种

子植物种类进行详细记录ꎮ 五指山、白石岭、铜鼓

岭的植物名录均来自团队 １９９１—２０２１ 年的调查

数据ꎬ其中样方面积五指山为１０ ０００ ｍ２、白石岭为

５ ７００ ｍ２ꎬ铜鼓岭为８５ ８００ ｍ２ꎮ
种子植物的物种鉴别ꎬ以«中国植物志» (中国

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５９—２００４)、«广
东植 物 志» ( 中 国 科 学 院 华 南 植 物 园ꎬ １９８７—
２０１１)、«海南植物图志» (杨小波ꎬ２０１６)为主ꎮ 中

国特有种依据«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多样性及其

地理分布» (黄继红等ꎬ２０１４)确定ꎻ海南特有种依

据«海南植物图志» (杨小波ꎬ２０１６)确定ꎮ 孑遗属

的确定主要参考廖文波等(２０１４)、Ｔａｎｇ 等(２０１８)
的研究成果ꎬ并参考吴征镒等(２００３ꎬ２００６)中国种

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概念和范围划分 ４ 个保

护区内种子植物的植物属、种的分布区类型ꎮ
采用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 似 性 系 数 ( Ｃ ｊ ) ( 姜 汉 侨ꎬ

２０１０)表征各地区物种组成的相似程度ꎬ并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ꎮ 相关性系数公式:

８６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Ｃ ｊ ＝
ｃ

ａ ＋ ｂ － ｃ
× １００％

式中:ｃ 为区域 Ａ 与 Ｂ 的共有物种数ꎻａ 为区

域 Ａ 含有的全部物种数ꎻｂ 为区域 Ｂ 含有的全部物

种数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组成

由表 ２ 和表 ３ 可知ꎬ五指山保护区分布有

１ ８９３种野生种子植物ꎬ隶属于 ７７５ 属、１５７ 科ꎬ会
山保护区分布有 １ ４１５ 种野生种子植物ꎬ隶属于

７１８ 属、１５０ 科ꎬ白石岭保护区分布有 ６３４ 种野生

种子植物ꎬ隶属于 ４０４ 属、１１７ 科ꎬ铜鼓岭保护区分

布有 ９１３ 种野生种子植物ꎬ隶属于 ５６３ 属、１３９ 科ꎬ
分别 占 海 南 种 子 植 物 ( ５ ５２０ 种) 的 ３４. ２９％、
２５.６３％、１１.４９％和 １６.５４％ꎮ ４ 个地区的植物组成

在数量上有所差异ꎬ在科的分级上ꎬ均为含少数种

的科(１ ~ １０ 种)占主导地位ꎮ 物种数≥５１ 种的科

相对较少ꎮ 其中ꎬ五指山保护区分布的最多ꎬ有 ７
科ꎬ 分 别 为 菊 科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ꎬ ５９ 种 )、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ꎬ ７３ 种)、蝶形花科 (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ꎬ ７７
种 )、 大 戟 科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ꎬ ７９ 种 )、 茜 草 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ꎬ ９７ 种)、兰科 (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ꎬ １１３ 种)
和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ꎬ １０４ 种)ꎻ白石岭保护区仅分

布 １ 科ꎬ为大戟科(５４ 种)ꎮ 相似的ꎬ在属的分级

上ꎬ属内种含量为 １ ~ ５ 种的属多于含有物种数≥６
的属数ꎬ并且五指山保护区出现的含有物种数≥６
属总数最多ꎬ有 ６９ 属ꎬ占比 ８.９０％ꎮ
２.２ 物种相似性系数

各保护区之间的共有物种数和物种相似性系

数如表 ４ 所示ꎮ 其中ꎬ五指山保护区与会山保护

区的物种相似性最高ꎬ共有种子植物 １４２ 科、５７０
属、１ ００１ 种ꎻ与铜鼓岭保护区的物种相似性最低ꎬ
共有种子植物 １０５ 科、３２１ 属、４５６ 种ꎻ铜鼓岭保护

区和白石岭保护区之间的物种相似性高于其他 ２
个保护区ꎮ

物种相似性系数 Ｃ ｊ与保护区部分特征的相关

分析显示 ｒＡ ＝ －０.９４３∗∗ꎬｒＲＡ ＝ －０.４２９ꎬｒＨ ＝ －０.８２９∗ꎬ
ｒＤ ＝ －０.６００ꎬｒＶ ＝ －０.２６５ꎮ 式中ꎬＡ、ＲＡ、Ｈ、Ｄ 和 Ｖ 分别

表示 ２ 个保护区之间的面积比、自然植被保留比、最
大高程比、距离和自然植被类型数量比ꎮ Ｃ ｊ与最大

高程比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ꎬ与保护区的面积呈

极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１)ꎬ与其他参数有负相关性ꎬ
但不显著 (Ｐ>０.０５)ꎮ
２.３ 区系分析

２.３.１ 属的区系组成 　 参考吴征镒等(２００３)中国

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ꎬ划分出 ４ 个保护区内

的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ꎮ 各保护区种子植物的属

均可划分为 １４ 个分布区类型(表 ５)ꎮ
它们均为热带成分占主导地位ꎮ 热带成分分

别占五指山、会山、白石岭和铜鼓岭保护区非世界

分布的 ８６.３５％、８９.２３％、９３.８３％和 ９１.９０％ꎮ 在热

带成 分 中ꎬ 五 指 山 保 护 区 热 带 亚 洲 分 布 最 多

(２６.２４％)ꎬ泛热带分布次之(２３.９６％)ꎮ 然而ꎬ会
山、白石岭、铜鼓岭保护区为泛热带分布占主导地

位ꎬ分 别 占 各 自 地 区 非 世 界 分 布 的 ２７. ０７％、
３１.１０％和 ３５.７８％ꎮ 铜鼓岭保护区泛热带成分比

例最大ꎬ其次为白石岭、会山保护区ꎮ 热带亚洲分

布在铜鼓岭保护区仅占 １６.２０％ꎬ如亚洲热带雨林

特征科———龙脑香科植物并未在铜鼓岭出现ꎬ但
在五指山保护区 [坡垒(Ｈｏｐｅ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青梅

(Ｖａｔｉｃａ ｍａｎｇａｃｈａｐｏｉ)]、会山保护区(青梅)和白石

岭保护区(青梅)均有分布ꎮ ４ 个保护区温带分布

的属占比不高且有所差异ꎬ五指山保护区含有的

温带成分最多ꎬ白石岭保护区分布的最少ꎮ
中国特有成分在 ４ 个保护区有分布ꎮ 五指山

保护区分布有 １４ 属ꎬ占比 １.８７％ꎬ其中有 ５ 属为海

南特有属ꎬ分别为扁蒴苣苔属(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ｔｈｅ)、刺毛

头黍属( Ｓｅｔｉａｃｉｓ)、盾叶苣苔属(Ｍｅｔａ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多核果属(Ｐｙｒｅｎｏｃａｒｐａ)和山铜材属(Ｃｈｕｎｉａ)ꎻ会
山保护区分布有 ４ 个中国特有属ꎬ占比 ０.５８％ꎬ其
中盾叶苣苔属为海南特有属(邢福武等ꎬ １９９５ꎻ 朱

华ꎬ ２０１７ )ꎻ 白 石 岭 保 护 区 分 布 有 蕉 木 属

(Ｃｈｉｅ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 和少穗竹属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这 ２
属中国特有属ꎬ占其非世界分布的 ０.５４％ꎻ铜鼓岭

保护区仅分布 １ 属ꎬ为少穗竹属ꎮ 其中ꎬ白石岭、
铜鼓岭保护区均未分布有海南特有属ꎮ
２.３.２ 种的分析

２.３.２.１ 种的区系分析 　 参考吴征镒(２００３ꎬ２００６)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的概念和范围以

及«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
(黄继红等ꎬ２０１４) 和 «海南植物图志» (杨小波ꎬ
２０１６)将 ４ 个保护区的种子植物划分为 １２ 个分布

区类型和 ６ 个变型(表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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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自然保护区的植物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类群
Ｔｙｐｅ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会山 Ｈｕｉｓｈａ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白石岭 Ｂａｉｓｈｉｌｉｎｇ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铜鼓岭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６ ９ ２０ ４ ７ １０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１５１ ７６６ １ ８７３ １４６ ７１１ １ ４０５ １１５ ４０２ ６３１ １３７ ５６１ ９１１

双子叶植物
Ｄｉ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１３２ ５９０ １ ４７６ １２８ ５３９ １ ０７５ ９９ ３２８ ５２５ １１１ ４７２ ７７６

单子叶植物
Ｍｏｎｏ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１９ １７６ ３９７ １８ １７２ ３３０ １６ ７４ １０６ ２６ ８９ １３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５７ ７７５ １ ８９３ １５０ ７１８ １ ４１５ １１７ ４０４ ６３４ １３９ ５６３ ９１３

表 ３　 科和属内种数量分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保护区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１ (％) ２~ １０ (％) １１~ ３０ (％) ３１~ ５０(％) ≥５１(％)

属 Ｇｅｎｕｓ

１(％) ２~ ５ (％) ≥６ (％)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２７(１７.２０) ８２(５２.２３) ３４(２１.６６) ７(４.４６) ７(４.４６) ４０９(５２.７７) ２９７(３８.３２) ６９(８.９０)

会山
Ｈｕｉｓｈａｎ

２６(１７.３３) ８８(５８.６７) ２７(１８.００) ４(２.６７) ５(３.３３) ４２８(５９.６１) ２５４(３５.３８) ３６(５.０１)

白石岭
Ｂａｉｓｈｉｌｉｎｇ

３８(３２.４８) ６３(５３.８５) １３(１１.１１) ２(１.７１) １(０.８５) ２７７(６８.５６) １１９(２９.４６) ８(１.９８)

铜鼓岭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４３(３０.９４) ７１(５１.０８) ２１(１５.１１) ２(１.４４) ２(１.４４) ３８９(６９.０９) １５９(２８.２４) １５(２.６６)

表 ４　 各自然保护区共有种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保护区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种数 / 相似性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会山
Ｈｕｉｓｈａｎ

白石岭
Ｂａｉｓｈｉｌｉｎｇ

铜鼓岭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１ ８９３ / １００ — — —

会山
Ｈｕｉｓｈａｎ

１ ００１ / ４３.３９ １ ４１５ / １００ — —

白石岭
Ｂａｉｓｈｉｌｉｎｇ

４１７ / １９.７６ ３８７ / ２３.２９ ６３４ / １００ —

铜鼓岭
Ｔｏｎｇｕｌｉｎｇ

４５６ / １９.４０ ４２４ / ２２.２７ ４１４ / ３６.５４ ９１３ / １００

　 　 种分布区类型同样以热带分布的种最多ꎬ分
别含有热带成分的种子植物 １ ３１９ (五指山)、
１ ０２６(会山)、４９２(白石岭)、７３９(铜鼓岭)种ꎮ 与

属不同的是ꎬ在种的水平上ꎬ会山、白石岭、铜鼓岭

这 ３ 个保护区不以泛热带分布为主ꎬ而以热带亚

洲分布占主导地位ꎬ４ 个保护区的热带亚洲成分分

别占各自种的 ５８.２４％(五指山)、５９.５８％(会山)、
５９.５８％(白石岭)和 ６０.３９％(铜鼓岭)ꎮ 其中ꎬ属
于中南半岛至中国华南 /西南的分布变型的种类

较多ꎮ 与属相似ꎬ铜鼓岭保护区含有泛热带分布

的种的比例最大ꎬ其次为白石岭、会山、五指山保

护区(３.３５％)ꎮ
２.３.２.２ 特有植物和孑遗植物分析　 在 ４ 个保护区

中ꎬ五指山保护区分布的特有种最多ꎬ有 ４５９ 种ꎬ
隶属于 ９７ 科、２９１ 属ꎬ占中国特有种总数(１５ １０３
种)的 ３.０４％ꎻ会山保护区次之ꎻ白石岭保护区分

布的特有种最少ꎬ仅 ９１ 种ꎬ隶属于 ４１ 科、７５ 属ꎬ占
中国特有种的 ０.６０２％ꎮ 五指山保护区分布的海

南特有种数量也最多ꎬ有 １９６ 种ꎬ占海南特有种总

数(４８３ 种)的 ４０.５８％ꎮ 据孑遗种、孑遗属的概念

和甄别原则(廖文波等ꎬ ２０１４ꎻ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０７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５　 各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５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ｉｃ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ｕｓ (％)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会山
Ｈｕｉｓｈａｎ

白石岭
Ｂａｉｓｈｉｌｉｎｇ

铜鼓岭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１. 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８ ３１ ３１ ３２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７９(２３.９６) １８６(２７.０７) １１６(３１.１０) １９０(３５.７８)

３.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７(３.６１) ３３(４.８０) ２４(６.４３) ２６(４.９０)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８７(１１.６５) ８５(１２.３７) ６０(１６.０９) ８１(１５.２５)

５.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 １１２(１４.９９) １０１(１４.７０) ５７(１５.２８) ７０(１３.１８)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４４(５.８９) ４１(５.９７) ２２(５.９０) ３５(６.５９)

７.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１９６(２６.２４) １６７(２４.３１) ７１(１９.０３) ８６(１６.２０)

热带成分合计 (２－７)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７) ６４５(８６.３５) ６１３(８９.２３) ３５０(９３.８３) ４８８(９１.９０)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３０(４.０２) ２２(３.２０) ５(１.３４) １５(２.８２)

９.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１(２.８１) １８(２.６２) ７(１.８８) １１(２.０７)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８(１.０７) ８(１.１６) １(０.２７) ８(１.５１)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１(０.１３) ２(０.２９) １(０.２７) １(０.１９)

１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ꎬ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５) １(０.２７) １(０.１９)

１３.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２７(３.６１) １９(２.７７) ６(１.６１) ６(１.１３)

温带成分合计 (８－１３)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８－１３) ８８(１１.７８) ７０(１０.１９) ３１(５.６３) ４２(７.９１)

１４.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４(１.８７) ４(０.５８) ２(０.５４) １(０.１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４７(１００) ６８７(１００) ３７３(１００) ５３１(１００)

　 注: 不含世界分布的属ꎮ
　 Ｎｏｔｅ: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统计得出 ４ 个保护区共存有孑遗属 ５５ 属、７７ 种ꎬ
地理成分主要为热带分布(４０ 属)ꎬ其中热带亚洲

成分的属最多ꎬ共 ２２ 属ꎬ占孑遗属的 ４０.００％ꎮ 五

指山保护区有孑遗植物 ５２ 属 ７４ 种ꎬ会山保护区有

孑遗植物 ３０ 属、３８ 种ꎬ白石岭保护区有孑遗植物

１２ 属、１４ 种ꎬ铜鼓岭保护区有孑遗植物 １０ 属、１０
种ꎮ 从孑遗植物组成来看ꎬ４ 个保护区的孑遗植物

多为古特有属种ꎬ但有部分为生物地理上间断分

布类型ꎬ其中五指山含有间断分布属最多ꎬ如东亚

和北美洲间断分布的八角属(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三白草属

( Ｓａｕｒｕｒｕｓ )、 珍 珠 花 属 ( Ｌｙｏｎｉａ ) 和 万 寿 竹 属

(Ｄｉｓｐｏｒｕｍ)ꎮ
２.３.２.３ 外来植物分析　 根据闫小玲等(２０１４)对 ４
个保护区含有外来入侵植物的统计和等级划分ꎬ
统计得到五指山、会山、白石岭、铜鼓岭保护区分

别含有外来入侵植物 ２９、３９、５２、４９ 种ꎬ分别占总

物种数的 １.５３％、２.７６％、８.２０％、５.３４％ꎮ 其中ꎬ五
指山 保 护 区 含 有 恶 性 入 侵 植 物 最 少ꎬ 为 刺 苋

(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 藿 香 蓟 (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婆 婆 针 ( Ｂｉｄｅｎ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 马 缨 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飞机草(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和光荚含羞草(Ｍｉｍｏｓａ ｂｉ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等 ６ 种ꎻ会山

保护区有 ９ 种ꎬ如光荚含羞草、鬼针草、飞机草、阔
叶 丰 花 草 ( Ｓｐｅｒｍａｃｏｃｅ ａｌａｔａ)、 小 蓬 草 (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银胶菊(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 ｈｙｓｔｅｒｏｐｈｏｒｕｓ)等ꎻ
铜鼓 岭 保 护 区 有 １０ 种ꎬ 如 五 爪 金 龙 (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藿香蓟、鬼针草、飞机草等ꎻ白石岭保护

区含有的恶性入侵植物最多ꎬ有 １６ 种ꎬ较五指山

保 护 区 新 增 了 喜 旱 莲 子 草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凤眼莲 (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大薸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蒺藜草(Ｃｅｎｃｈｒｕｓ ｅｃｈｉｎａｔｕｓ)等 １０
种ꎮ 严重入侵植物为铜鼓岭保护区分布最多ꎬ有
２２ 种ꎬ如蛇婆子(Ｗａｌｔｕｅｒ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洋金花(Ｄａｔｕｒａ
ｍｅｔｅｌ)、假马鞭( Ｓｔａｃｈｙｔａｒｐｈｅｔａ ｊａｍａｉｃｅｎｓｉｓ)、南美蟛

蜞菊(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ꎻ白石岭保护区次之ꎬ
有 １５ 种ꎮ 此外ꎬ五指山、会山、白石岭、铜鼓岭保

护区分别含有局部入侵植物 ５、７、７、６ 种ꎬ一般入

侵植物 ４、３、８、６ 种ꎬ 有待观察占比均较少ꎮ 这说

１７２２ 期 陈琳等: 海南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区域植物区系比较研究



表 ６　 各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ｉｃ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五指山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会山
Ｈｕｉｓｈａｎ

白石岭
Ｂａｉｓｈｉｌｉｎｇ

铜鼓岭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２ ４７ ３５ ４７

２. 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５４(２.９２) ３７(２.７０) ４３(７.１８) ５９(６.８１)

２－１.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Ａｕｓｔｒ. ａｎｄ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２(０.１１) ３(０.２２) １(０.１７) ５(０.５８)

２－２.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 Ｓ. Ａｍｅｒ.

６(０.３２) ８(０.５８) ３(０.０５) ６(０.６９)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３(１.２４) １７(１.２４) ８(１.３４) １１(１.２７)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１１(０.５９) １０(０.７３) ６(１.００) １３(１.５０)

４－１. 热带亚洲、非洲 / 大洋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１７(０.９２) １５(１.１０) ９(１.５０) １４(１.６２)

５.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 １０２(５.５１) ９８(７.１６) ５１(８.５１) ８６(９.９３)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６(１.４０) ２３(１.６８) １４(２.３４) ２２(２.５４)

７.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７８１(４２.１９) ５８９(４３.０６) ２８７(４７.９１) ４１１(４７.４６)

７－１. 热带印度至中国华南分布 Ｔｒｏｐ.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Ｓ. Ｃｈｉｎａ １６(０.８６) ９(０.６６) ５(０.８３) ６(０.６９)

７－２. 中南半岛至中国华南 / 西南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ｔｏ Ｓ. /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２８１(１５.１８) ２１７(１５.８６) ６５(１０.８５) １０６(１２.２４)

热带成分合计(２－７)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７) １ ３１９(７１.２６) １ ０２６(７５.００) ４９２(８２.１４) ７３９(８５.３３)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５２(２.８１) ４０(２.９２) １６(２.６７) ２２(２.５４)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９(０.４９) ５(０.３７) — —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２(０.１１) ４(０.２９) — —

１１. 东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０(０.５４) １(０.０７) — —

温带成分合计(８－１１)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８－１１) ７３(３.９４) ５０(３.６５) １６(２.６７) ２２(２.５４)

１２.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２６３(１４.２１) １９６(１４.３３) ６４(１０.６８) ７０(８.０８)

１２－１. 海南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９６(１０.５９) ９６(７.０２) ２７(４.５１) ３５(４.０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 ８９３(１００) １ ４１５(１００) ６３４(１００) ９１３(１００)

　 注: 不含世界分布的种ꎮ
　 Ｎｏｔｅ: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明 ４ 个保护区的维管束植物均以乡土植物为主ꎬ
但白石岭、铜鼓岭保护区的入侵植物种类较五指

山、会山保护区多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植物组成差异

随着面积的增大生境类型越多ꎬ尤其在低纬

度地区(Ｋｅｒ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７)ꎬ而物种多样性依赖于

生境异质性ꎬ生境多样性越高物种丰富度越大(方
精云等ꎬ２００９ꎻ彭思羿等ꎬ２０１４)ꎮ 海南岛由于长时

间的林业采伐和种植橡胶、槟榔等农业活动ꎬ自然

植被面积越来越小ꎮ 因此ꎬ沿海到丘陵一带建立

的保护区ꎬ多数是有一定特色的次生林ꎬ较好的原

始林则分布在人类相对难以到达的中部山区(彭

红元等ꎬ２００８)ꎮ 在这 ４ 个保护区中ꎬ五指山保护

区面积最大ꎬ自然植被保留率达 ９２.５６％ꎬ次生性

最小ꎬ生境类型也多ꎬ它含有的物种数最多ꎻ会山

保护区虽有部分被开发ꎬ但还保留有山地雨林和

低地雨林ꎬ含有的物种数也相对较多ꎻ白石岭位于

中部山区边缘的沿海平原区ꎬ较容易开发ꎬ在经历

过长时间的农业活动后ꎬ自然植被保留率仅为

１０.０５％且全是次生植被(宋佳煜ꎬ２０１９)ꎬ保留的

物种数最少ꎻ铜鼓岭保护区由于靠近沿海地区ꎬ次
生性较强ꎬ并分布有热带滨海沙质丛林、泥质红树

林和其他滨海植物(陶楚等ꎬ２０１４)ꎬ因此它分布的

２７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物种数虽多于白石岭保护区但仍次于五指山、会
山保护区ꎮ

对 ４ 个保护区的物种相似性系数采用相关性

分析发现ꎬ面积与最高海拔相差越大物种相似性

越低ꎬ五指山保护区和会山保护区的物种相似性

最高ꎮ 除此之外ꎬ会山保护区含有的 ３８ 种孑遗植

物均是两地共有的ꎬ这说明从系统学和区系学上

来看ꎬ这 ２ 个保护区具有明显的相似性ꎮ 五指山

保护区和铜鼓岭保护区之间的物种相似性系数最

小ꎬ除与海拔和面积相关外ꎬ可能也与地貌相关ꎬ２
个保护区分属于不同的地貌区ꎬ它们的生境相差

较大ꎬ共有种相对较少ꎮ
３.２ 植物区系组成差异

４ 个保护区在属和种的水平上均表现出强烈

的热带性质ꎬ这和海南其他地区的植物区系组成

相似(尹菡怿等ꎬ２０１９ꎻ何彦巧等ꎬ２０２０)ꎮ 在属的

水平上ꎬ除五指山保护区外ꎬ其他保护区均以泛热

带成分为主ꎻ在种的水平上均以热带亚洲成分为

主ꎮ 这说明 ４ 个保护区种的区系具有强烈的热带

亚洲性质ꎬ并具有热带亚洲或印度－马来西亚亲缘

性(Ｚｈｕꎬ２０１７)ꎮ
朱华(２００８)对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

研究表明: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中热带成

分多度与地区海拔高度密切相关ꎬ海拔低的部分

热带分布占比越大ꎮ 这可能是因为海拔跨度较大

的地区ꎬ 年平均气温较低ꎬ能包含的温带分布种类

较多ꎮ 因此ꎬ４ 个保护区的温带成分为五指山保护

区含有的比例最大ꎬ铜鼓岭保护区和白石岭保护

区含有的比例相对较小ꎮ
五指山保护区和会山保护区含有的特有种较

白石岭和铜鼓岭多ꎮ 林泽钦(２０１６)研究发现ꎬ海
南岛特有种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山区ꎬ占海

南特有种的 ８０.１２％ꎬ四周的滨海丘陵、台地分布

特有种仅占 １７.８１％ꎮ 特有属和特有种的产生和

分化主要由生境的特异性促使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由于山地较丘陵和台地具

有更复杂的地形ꎬ因此可孕育海南特有种的几率

相对较大ꎬ如五指山保护区和会山保护区共有的

石 碌 含 笑 (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ｈｉｌｕｅｎｓｉｓ )、 皱 皮 北 油 丹

(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ｒｕｇｏｓａ ) 和 琼 中 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ｉｕｎｇｃｈｕｎｇｅｎｓｉｓ)均生长在中高海拔地区ꎮ 五指山

因其更为复杂的地形而特化出地区特有种ꎬ如五

指山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ꎮ 白石岭保护

区和铜鼓岭保护区的特有种大多生长在低海拔区

域ꎬ如锈毛 野 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ａｎｏｍａｌｕｓ)、光 叶 巴 豆

( Ｃｒｏｔｏｎ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ｕｓ )、 闭 花 耳 草 (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ｃｒｙｐｔａｎｔｈａ)ꎮ 广布于海南低海拔至中海拔地区的

海南韶子(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ｔｏｐｅｎｇｉｉ)在五指山保护区和

会山保护区均有分布ꎬ但未见于白石岭保护区和

铜鼓岭保护区ꎮ 海南韶子在 ９０ 年代于低海拔至

中海拔地区常见ꎬ如今除中部山区较为常见外ꎬ在
海南南部的三亚市北面和海南北部的澄迈县南端

也有分布 (李毓敏ꎬ１９９１ꎻ林泽钦ꎬ２０１６)ꎬ而在上

述 ２ 个保护区却均未发现其分布ꎬ这可能是受人

为干扰影响ꎬ尤其是侵占自然植被的农业生产活

动ꎬ使适宜特有种生长的生境受到迫害ꎬ从而使其

消失ꎮ
在第三纪末期ꎬ由于北极进入冰期准备阶段ꎬ

亚洲气候逐渐变凉ꎬ我国温暖地区逐渐南移ꎬ许多

植物也逐渐向南移动ꎬ因此自第三纪以来ꎬ海南岛

种子植物组成逐渐丰富(金建华ꎬ２００８)ꎮ 在第四

纪的冰川作用下ꎬ华南地区出现偏冷而干季明显

的气候条件ꎬ使得部分植物向南收缩ꎬ退避至海南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马丹炜ꎬ２００８)ꎮ 保留下来

的孑遗属部分生于陡坡、山麓、河岸、沟谷等不稳

定地形ꎬ如海南粗榧(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多

散生在沟谷、溪涧旁或山坡 (陈玉凯ꎬ２０１１)ꎮ 五

指山保护区面积大的同时自然植被保留较好ꎬ生
境的类型更为复杂ꎬ并且东侧的山地效应(郑卓ꎬ
１９９１)使其成了大部分孑遗植物的避难之处ꎬ会山

保护区次之ꎻ生境类型简单的白石岭和铜鼓岭保

护区则分布的孑遗属较少ꎮ ４ 个保护区共存有的

孑遗属为热带亚洲成分最多ꎬ它们大多为第三纪

的残 遗 成 分ꎬ 如 木 莲 属 (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 秋 枫 属

(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 水 柳 属 ( Ｈｏｍｏｎｏｉａ )、 蚊 母 树 属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赤杨叶属 (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马蹄荷属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等(Ｈｅｍｓｌｅｙꎬ １８８０ꎻ Ｍａｉ ꎬ １９９１ꎻ 廖

文波等ꎬ２０１４)ꎮ 其中ꎬ马蹄荷属共 ４ 种ꎬ其化石可

追寻到古新世(张志耘等ꎬ１９９５ꎻ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五 指 山 含 有 的 大 果 马 蹄 荷 (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南部、西南部ꎬ在越

南的北部地区也有分布ꎻ除此之外ꎬ同为热带亚洲

分布的肖榄属(Ｐｌａｔｅａ)在我国产有 ２ 种ꎬ这 ４ 个保

护区含有的阔叶肖榄(Ｐｌａｔｅ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产于中国的

云南南部 、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海南 (朱华ꎬ
２０１７)ꎬ它们反映了海南岛曾经可能连接着越南和

３７２２ 期 陈琳等: 海南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区域植物区系比较研究



中国广西ꎬ这与朱华(２０２０)提出的观点一致ꎮ
综上所述ꎬ从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平原地区

表现出次生性越大ꎬ海拔高度越低ꎬ生境类型越

少ꎬ植物物种数越少ꎻ在属和种的水平上ꎬ呈现出

热带成分增加ꎬ温带成分、中国特有分布和孑遗

属、种均减少的特征ꎮ
致谢　 在野外调查中得到五指山保护区、会

山保护区、白石岭保护区和铜鼓岭保护区工作人

员的协助ꎬ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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