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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蔽类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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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林学院

,

昆明 55 0 02 5 ) ( 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 )

摘要 梵净山属武陵山脉主峰
,

位于贵州省东北部
,

东
一

经 108
`

4 5, 5 5lt 一 10 8
’

4 8, 3 0’
` ,

北

纬 27
’

49
`

5 011 一28
`

1, 3砂
,

海拔 5 00 一 2 49 3
.

4米
,

面积约 60 0平方公里
.

其蔽类植物区系组成共39 科

8 3属 182 种
。

在区系结构 仁表现出下列几个一般的特征
:

( 1 ) 种系密度大
,

成分多样番 ( 2 ) 温

带性质
,

是泛北极区系的 一部分
.

与热带地区有一定的亲缘联系 ; ( 3 ) 特有现象明显书 ( 4 ) 是

东南亚成分 ( 含中国一喜马 拉雅和中国一日本成分 ) 分布中心的一部分
:

是中国一喜马拉雅和中

国一日本成分交汇中心的一部分 ; ( 5 ) 属内种系贫乏 ;
( 6 ) 与华东地区的关系密切

。

关键词 区系 ; 旅类 ; 梵净 L尔 贵州

一
、

前 言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江 口
、

印江
、

松桃三县交界处
,

东经 10 8
O

d 5尹 5 5“

一
1 0 8

0 4 8 , 3 0
粉 ,

北纬 2 7
。
透9 ` 5 0#

一 2 8
“

11 3 0 11 ,

海拔高度从 5 0 0至 2 4 9 3
.

吐米
,

全区面积 5 6 7平方公

里
。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
。

在漫长的地史中
,

梵净山区大致经历 了梵净一武陵
、
雪峰

、

燕山和喜马拉雅四期比较显著的地质构造运动
。

其中主要以板溪群发生波状上升
, 并伴以 断

裂褶皱
,

雪峰运动其定了梵净山的基本骨架 , 燕 山运动则使本区基底构造层的板溪群再次发

生变形和断裂
,

从而形成了梵净山弯窿背斜的基本格局 , 喜马拉雅运动对梵净山也起了抬升

和造貌作用
。

梵净山地区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区
,

年均温介于 6 一 17 ℃
,

相差 12 ℃之多
。

垂直气候带谱

可分为中亚热带
、

北亚热带
、

暖温带
、

温带等四个气候带
。

土壤主要有黄红壤
、

山地黄壤
、

山地棕壤
、

山地暗色矮林土
、

山地灌丛草甸土等几种类型
。

植被主要有针叶林
、

阔叶林
、

竹

林
、

灌丛
、

沼泽等 5 个类型 ￡” ’ 〕 。

本文试 图根据现有 资料
,

对梵净山蔽类植物区系作一初步分析
, 也是对梵净山科学考察

集在这一内容上的补充
。

这里必须指出前人对玻类植物的很多研究为我们进行这~ 地区的区

系分析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
,

但这一分析还是初步的
,

有许多问题尚待今后研究
。

二
、

区系分析

梵净山 自然保护区共有威类植物 18 2种
,

按 秦

仁 昌氏 ( 1 9 7 8 ) 〔吕 〕系统
,

分属于 83 属 39 科
,

种系密

度为 3 2
。

1种 / 百平方公里 ( 表 1 )
,

从表 1 可知本

区的种系密度是比较大的
。

主要的科有蹄盖蔗科
、

金星蔗科等 ( 表 2 )
,

这些含 5 种以上的科包含有

4 8属 1 3 0种
,

占总数 5 7
。

8 %
,

总种数 7 1
.

4%
,

色可见

这些科在本区系中是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
。

地地 区 名 称称 种数数 种系密度
...

、、 贵州禁烤沪息然堡护区区
1 8 222 3 2

.

111

江江西大岗山料料 6 111 1 0
.

000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777安安徽黄山 〔弓〕〕 9 777777777777777

广广西苗 ) LI白〔6 〕〕 8 000 5
.

222

. 种系密度为 种 / 百平方公里

二 马养俊
,

大岗山植物名录 ( 未正式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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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系除了上述含有 6 种以上的科在

属
、

种数中的比例较大外
,

含 1 一 2 种的

科有 21 科
,

占总科数的 53
。

8%
,

含 3 一 4 种

的科有 7 科
,

占总科数的 17
。

9 %
,

这些科在

区系成分分析中亦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

值得注意的是本区的这个类群除了在

系统位置上
厂“
被认为是 比较进化的 科 有

其代表外
,

如骨碎补科 ( D a v a l l i a c e a e
)
、

水龙骨科
、

榭碳科 ( D r y n a r i a c ae e )
、

禾叶

藏 科 ( G r a m m i t a e e a e )
、

茹 科 ( M a r -

S i l e a o ae e
)

、

槐叶茹科 ( S a l v i n i a e e a e
)

、

满江红科 ( A z o l l a c e a e )
,

被认为是 比较

原始的科也很容易找到其代表
,

如
:

石杉

科 ( H u p e r z i a e ae e
)

、

石松科
、

卷柏科
、

木

贼科
、

里白科 ( G l e i o h e n i a o e a e )
、

海金

沙科 ( L gy
o id ac ae 。 ) 等

,

且这 些 原始的

科在本区还 占有较大的比重
,

虽然不能用

这些来强调其起源古老
。 ,

但 至少可以

表 2 含有 巧种以上科的统计表

}梵
净山 }币几爵百夏

科 名 !

—
l

—
卜一

一一
~

} 属 / 种 }属 / 种 }属 / 种

鳞毛旅科
一旦业 g p t e r i d a e e a e

}
穴去晋科
P o l y P o d运 e e a e

~

碑盔藤丽…一-一
,

一
.

A t h y r i a e e a e

一

藻夏藤科一
一

—
~

一
-

T h e l y P t e r i d a e e a e

1选/ 7 0 0

2 7 / 1 5 0

1 9 / 4 0 0

2 0 / 3 0 0

卷柏科
S e l a g i n e l la e e a e

6 / 3 1

1 0 / 2 2

8 / 1 3

8 / 1 2

1 / 1 1 l / 5 0

2 0 / 1 7 0 0

5 0 / 6 0 0

1 9 / 5 5 0

2 7 / 6 0 0

1 / 7 0 0

凤尾濒利
、

P t e r i d a e e a e

中国藤科
S i n o P t e r i d a e e a e

1 / 1 1

4 / 7

_

画 }亘巫

铁角戴科
A s P l e n ia e e a e l / 7

铁线顽科
A d i日 n t a C e a e

1 / 6

1 1 / 6 0

8八5 0

1 / 4 0

5八4

1 4 / 3 0 0

1 5 / 7 0 0

1 / 2 0习

石松利
·

L y e o P o d ia e e a e
4 / 5 6 / 4 0

膜旅科 444 / 555 1 4 / 7 999

说
,

在早期地史中
,

这些原始的科在这里得到过发展
,

更值得提出的是处于上述比较进化和原

始科之间的一些科在这里也有一定数量的种类出现
,

如鳞始蔗科 ( L in d sa ea c胆 e
)

、

孩 科

( P t er i d i a c ea e )
、

凤尾蔽科 ( P t e r i d a e ea e )
、

中国旅科 ( S i n o P t e r i d a o ea e )
、

铁 线 荻 科

( A d i a n 七a e ea e )
、

蹄盖威科 ( A t h y r i a o ea 。 ) 等
,

在秦氏 6 2科的系统中 [ “ 〕
,

本区有 3 9科
,

且在

系统中的排序似乎是均匀分布
,

从这点上推 断
,

本区自古至今对床类的系统发育具有比较好

的条件
,

使得本区在系统发育或进化关系上存在着 比较连贯的关系
。

属的分析 梵净山的蔗类植物中
,

属的分布有 21 个类型和变型 仁7 一 a l
。

以热带成分占优

势
。

热带分布的有 53 属
,

占总属数的 6 3
。

9 %
,

其中又以 泛热带成分 ( 占2 6
。

5 % ) 为最多 ( 表

3 )
。

这 些热带分布的属严格限于热带分布的极少
,

多数是由热带扩散到亚热带
,

甚至温带分

布的属
,

如海金沙属
,

露威属 ( 材云co :d’ u 。 )
、

瓶蔗属 ( T r ic ho 刚肥
; )

、

碗 蔗 属 ( D助” -

二
a e 、 , ,。 )

、

鳞始玻属 ( : ` n。: a e。 )
、

粉背旅属 ( , ,
e o r ` ,。 , , e r。 ) 等

,

其次为热带亚洲分布

( 占1 2% )
,

如碎米获属 ( C h e i l o s o r i a )
、

金粉肤属 ( O , 夕 e h泣。份 )
、

圣获属 ( D i e t夕 o c l i n e )
、

复叶耳放属 ( A ar c加 io d se )
、

石韦属 〔尸 i脚
: :’a )等

,

其它一些热带成分在本区也可以找到

其代表
。

温带成分中
,

北温带成分比例较大
,

占9
.

6 %
,

如问荆属 ( E妙 is fe
o m )

、

阴地燕属 ( S ce P
,

t e r t’d i u二 )
、

紫茸厥属 ( 0 : m u n d a )
、

卵果蔗属 ( P h e 夕o P t e r i S )
、

英果蔗属 ( 对b t 才e u c c ia )
、

岩蔽属等
,

其它温带成分虽然所占比例较小
,

但亦有其代表分子
。

梵净山族类植物区系虽然有 83 属 ;但除了有一个中国特有属黔蔽属 (尸吞
a
解阳P h leb fo P :

s̀)

外 〔。 」 ,

没有一个本地特有属
,

且属内种系贫乏
,

其中在梵净山仅有 i 种的属有 4 3属
,

占总属数

的51
.

9 %
,

有 2 一 3 种的属有 27 属
,

占韶
。

3%
,

含 6 种以土的属只有表 4 中的少数 8 属
,

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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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属共“ 种
,

占总种数的3 6
。

3 %
。

种我绝构 在小范围内
.

且种类

清楚的地区最重要
、

最基本的研究

应是在种的分布区的基础上进行
,

归根到底是以种为研究对象的
。

本区 1 82 种玻类植物中以 东 亚

成分 ( 含中国一喜 马拉雅和中国一

日本变型 ) 和 中国特有 成 分 为 主

体
,

前者 10 0种
,

占总种数的 5 4
。

4 %
,

其中
,

中国一 日 本 成 分 50 种
,

占

2 8
。

6 %
,

分布在梵净山的这一成分

在我国的分布绝大多数 限 于 长 江

以南
,

如 全 缘 贯 众 ( C r州 。 m `。 m

f a l c a t o m ( L
·

f ) P r e s l )
、

革 叶

耳蔗 ( P o l少
: t i c h u m 义 i P h o P h y l l

-

“ tn D i e l s )
、

阔鳞鳞毛 获 ( D r y -

o P t e r 5̀ c h a m P i o n “ ( B en t h
.

) C
.

C h r
. e x C h i n g )

、

光 脚 金 星 威

( P a r a t h e
l夕 P t e r `5 j a P o ” c̀ a

(B
a k

·

)

o h i n g )
、

J! l肠蔗 ( D I P la 之 i o P s is

c a ” a l
e r 她。 a 0

.

C h r .

) 等
,

少数可

分布 到 长 江 以北
,

如 尖 羽 贯 众

( C y r t o m i o m h o o k e r ia n a
介

r e s l )

C
.

C h r .

)
、

黑 鳞耳蔗 ( P o l y s才宕
-

c h
“ m “ a k i o o i T a g a w a

)
,

有些在

中国贝IJ只限于云南
、

四川
、

贵州三

省
,

如 峨 眉 介 蔗 ( D r 夕 o a t h夕 r i -

u 仍 “ . i j
u r c a t “ m ( aB k

·

) o h i n g )
,

极少数可向南延伸至越南北部
,

如

柳叶剑获 ( L o 二 o g ar m m e : a l i c i
-

f o 忿̀a ( M ak i n o ) M a k i” o )
、

石韦

( P y r r o s i a l i n口“ a ( T h u n b
.

)

万、 r w ee l ) 等 2 种 . 中国喜马拉 雅

变型 22 种
,

占2 1
。

1 %
,

梵净山这一

成分在 中国境内主要分 布 西 南 地

区
,

如 三 角 瓶 蔗 ( 介ic h o m “ 南

表3 属
,

种分布类型 ( 变型 ) 统计表

111
.

世界分布布 1 444 1 6
`

999 333 1
.

666

222
.

泛热带分布布 2 222 2 6
.

5555555

aZZZ
.

热带亚洲
、

大洋洲和南美洲洲 111 1
.

222 111 0
。

555

间间断断断断断断
ZZZ b

.

热带亚洲
、

非洲和南美洲洲 222 2
。

444 111 0
。

555

间间断断断断断断

333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断 222 2
.

444 111 0
。

555

444
.

旧世界热带分布布 444 4
.

888 333 1
.

666

444a
.

热带亚洲
、

非洲和大洋洲洲 111 1
。

2222222

间间断断断断断断

555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洲 111 1
。

222 222 1
。

000

666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洲 444 4
.

8888888

666 a
.

华南
、

西南到印度和热带非非 111 1 2222222

洲洲间断断断断断断

666 b
.

热带亚洲和东非间断断 111 1
.

2222222

777
.

热带亚洲洲 1 000 1 2
.

000 999 4
。

999

777 a
.

爪哇
,

喜马拉雅
、

华南
、、

222 2
。

吐吐吐吐

西西南星散散散散散散

777 b
.

热带印度至华南南 222 2
。

4444444

d777
.

热带至华南 ( 华西南 ))))))) 888 4
`

444

888
.

北温带带 888 9
。

666 444 2
.

222

sss d
.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断 111 l
。

222 111 0
。

555

sss e
.

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断 222 2
。

心心心心

999
.

东亚和北美间断断 111 1
.

222 333 1
。

666

1110
.

旧世界温带带带带 222 1
.

000

1110 a
.

地中海
、

西亚至东亚间断断断断 111 0
。

555

号号号号号号号

1110 c
.

欧亚和南非间断断 111 1
。

2222222

1114
.

东亚分布布 222 2
。

444 2 888 1 5
.

444

1114 a
.

中国一喜马拉雅雅雅雅 2 222 1 2
.

111

1114 b
.

中国一日本本本本 5 000 2 7
,

555

1115
,

中国特有有 111 1
,

222 谧444 2 4
。

222

“
一

”
表示本区没有此分布类型 ( 变型 )

ra d i c a . 忿 S w
。

)
、

阔叶麟毛肤 ( M i c ro l` p 她 p l
a t y p h y l la ( D姐 ) J

.

s m
.

( P * e r i s d i c * y l i ” a H o ok
.

)
、

球盖蔗 ( P e ra . e 川 a c y a 才夕 c o id e s D o n )
、

、

掌 叶 凤 尾 获

喜马拉推麟毛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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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yo Pt r e枯 动 all i eh fa” a

( Sr Pn e g) . Hyl a n dr e)
,

或除了

西南地区外
,

有时可延伸至广

西
、

湖北等与西南地区邻接的

地区
,

如披针问荆 ( E q叮se 卜

。 。 d i f f
o s 。 。 D

.

D on )
、

黑

足金粉藏 ( O n 夕 e 人i u卿 c o ” t i -

g 。 “ 优 ( W
a l l

·

) H o P 。
)

、

尖齿

拟 水 龙 骨 ( p o l夕夕O d ￡a s t “ m

表 4 含 5 种以上属的统计表

属属 名名 种数数 属 名名 种数数

卷卷柏属属 1 lll 铁角厥属属 了了

SSS e l a g i ” e l l aaaaa A SP le ” “̀ ,,,

凤凤尾藏属属 l 111 铁线藏属属 666

尸尸 t e
f

sssss A d f
a n t u仇仇仇

耳耳藤属属 l 111 复叶耳藏属属 666

PPP o l y s t i
e 几̀ 勿勿勿 刁 r口 ` 几” i o f d e sssss

贯贯众属属 888 瓦韦属属 666

CCC夕 r t o ” :
f

u ” ::::: L e P` s o r“ sssss

a 。夕。 t。 。 ( w
a l l

·

) C h i” g )
、

圣孩 ( D万c t夕 o c
l i” “ 夕: i f f i t h i M o o r e

)
,

亦有少数分布到华

南
、

华东地区
,

如紫柄放 ( P s e u d o P h e g o P了e r i s P夕 r r h o r a c h`s
( K z e .

) C h i n g )
、

干旱毛

蔗 ( C夕e l o s o r o s a r `d u s ( D o n ) T a g a w a
)

、

盾蔽 ( N e o
l

o P i s o r u s o o a t u s
( B e d d

.

) o h i n g )
,

真正的东南亚分布只有 2 8种
,

占1 5
.

4 %
,

如旱威 ( P e
l la

e a o i t`d a
( W

a l l
·

) B a k
.

)
、

大叶假

冷蔗 ( p s e o d o e 夕s 才。 夕t e r s̀ a 才k 。̀ 5 0 0 1` ( B e d d
·

) Oh i n g )
,

这一成分的种类在我国主要 分布

于长江以南
、

西南地区
,

亦有一些分布到秦岭以南地区
。

从以上事实说明梵净山 可 能 是 东

亚成分分布 中心的一部分
。

而且中国一 日本成分又 比中国一喜 马拉雅成分在数量上多出一倍

多
,

这又说明本区藏类植物区系亲缘性与梵净山以东的邻迸地区更为 密切
,

梵净山以 西地区

则次之
。

这一特点亦与梵净 山是武陵山脉的一部分而与横断山脉毗邻的事实相吻合
。

其次为中

国特有成分
,

共有 44 种
,

占总种数的 2 4
.

2 %
。

由于地史的和地质构造的原因
,

梵净山的中国特

有成分主要以长江以南的成分为主
,

22 种
,

占1 1
.

5 %
,

而这一些种类又多以华南
、

华东到达贵

州
,

向西再无分布的种类为多
,

如庐山石韦 ( p 夕 r r o s i a s h e a r e i i ( B a k
·

) o h i n g )
、

骨牌旅

( L e P `d o 夕r a “ m `f `5 d r 夕切 0 9 1
0 5 5 0 d̀ e s ( B a k

·

) C h i n g ) 等
,

亦有一 些从西南分布到这里的

西南特有种
,

1 3种
,

占7
.

1 %
,

如裸叶粉背族 ( A l e “ r i t o 夕萦e r l’s d u c
l o 。二 11 ( C h r i s t ) C h i n g )

、

灰背铁线荻 ( 通 d i a n t u m 仇夕 r i o s o r u o B a k
·

)
、

月芽铁线截 ( A d à n 考。协 e d e n t o l o m C h r i s t )
、

狭叶金粉孩 ( 0 。 夕c h i u m f e ” u i f
r o o s C h in g )

、

Jl l滇蹄盖截 ( A t h夕 r i o P s s̀ o a c 舟了n n o ` ( H o p e
)

0
.

C hr
.

) 等
,

这 些种类有时可延伸到湖北西部等西南的邻近地 区
,

这 13 种西南 特 有种中又

包含 4 种贵州特有种
,

其中 3 种可能局限于梵净山地区
,

从特有种的分析上也可以看出本区燕

类植物区系亲缘性梵净山以东地 区较之于西南地区关系更为密切
, 另外在中国特有种中有一

种为全国广布
,

分布到东北
、

华北一华中
、

华南
、

西南地区
,

其它 8 种则分布于秦岭以 南地

区
。

其它温带成分共有 5 个类型或变型
,

但种类极少
,

共有 10 种
,

占总种数的 5
.

6 %
。

热带成分占总种数的 1 4
。

4%
,

以热带亚洲为最多
,

共有 17 种
,

占总种数的 9
.

3 %
,

其中越 南

至华南分布变型 8 种
,

占4
.

4%
,

如深绿卷柏 ( se al gf , l al de
o d er le 讯“ 且 ie r

on )
、

细裂复叶

耳蔗 (刁 ar c h n o i d e s
ej

s t i” a
( H an o e ) o h i n g ) ; 真正的热带亚洲分布类型有 9种

,

占 4
.

。%
,

如

瓶截 ( T r sc h o胡 a , e s a u r i c u
l a才u二 B l

·

)
、

娱公草 ( P f e r i s 口“ 索a才a L
.

)
、

藤石松 ( L 夕 e o -

P o d了a s才r “ m c a s u a r i n o id e s
( S rP 叨 g ) H o l u b

.

)
、

疏叶卷柏 ( eS la夕 f n e l la r e切 o t i f
o

l i a

S rP i n g )
。

其它还有 5个热带分布类型或变型
,

共有 8 种
,

占 4
。

4 %
。

虽然除东亚和中国特有成分外
,

其它的温带成分和热带成分比例极小
,

但是从此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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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与其它地区相互比较表
.

地地 区 名 称称 经 度 ( E ))) 纬 度 ( N ))) 代表地区区 属相似性性
一

种相似性性
指指指指指指 标标 指 标标

西西 藏〔1 , 〕〕 7 7
。

一 1 0 3
...

2 6
.

一 3 6
。。

喜马拉雅地区区 4 9
。

555 1 1
。

222

云云南西双版纳〔1s 〕〕 9 9
.

5 5
,

一 1 0 1
0

5 0
,,

2 1
.

1 0 ,

一 2 2
.

4 0 ,,

西南热区区 4 2
`

555 1 3
.

666

秦秦 岭〔里̀ 〕〕 1 0 4
.

3 0 ,

一 1 1 2
0

5 2 ,, 3 2
.

5 0 ,

一 3 4
0

4 5
,,

长江以北北 5 0
。

333 2 1
.

999

江江西大岗山”” 1 1 4
.

3 0 ,

一 1 1 4
0

4 5
,,

2 7
0

3 0 ,

一 2 7
0

5 0 ,,

华 东东 8 0
.

777 5 7
。

999

海海 南〔且o , 1 卜〕〕 1 0 8
.

3 5 ,

一 1 1 4
.

4 5
,,

1 8
.

9
,

一 2 0
0

1 0
尹尹

华 南南 4 666 1 0
。

000

.
波兰学者施姆凯维奇引人属相似性指标

,
我们将其推广到种

,

其计算法
:

甲地属 ( 种 ) 相似性指标 = 甲乙对比两地共有属 ( 种 ) 〔除去世界属 ( 种 ) 〕
甲地的全部非世界属

X 1 0 0

并认为指标为 50以上时
,
则两个植物区系为亲近植物区系

,

本文按此法算得
。

* . 马养俊
,

大肖山植物名录 ( 未正式出版 》
。

窥探到本区与其它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具有一定的联系
。

三
、

与其他地 区的相互比较

我们选定华东地区的江西大岗山
,

华南的海南
,

西北的秦岭
,

西南的西藏高原以及热带

性的西双版纳作为 比较对象
,

笔者有意以为这几个地区分别代表华东
、

华南
、

长红以北和西

南等各个不同的地区
,

尽管海南与 中国大陆相隔较远
,

但据王伯孙
` “ ,

海南与广东截类植

物区系关系密切
,

在海南 n 4属中
,

有 1的属与广东共有
,

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华南地区还

是有一定意义的
。

另外
,
在这些相 比较的地区中

,

除了大岗山的面积与梵净山柑当外
二

其它

地区的面积要 比梵净山大得多
,

但相似性系数与面积无关
仁” 〕 ,

所以用上述地区进行相叔性

系数比较是合适的
,

经分析求得表 5
,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梵净山与华东地区的大岗山最为相似
,

其次为秦岭

和西藏
,

其它地区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

四
、

区系特征

( 1 ) 种系宙度大
,

成分多样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有戴类植物 18 2种
,

隶属于含3属 3 ,科
。

种 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 3 2
.

1种
,

比其他地区 ( 见表 1 ) 要大得多
。

从属和种的分布类型上看

可以 分别划分为 21 和 1宁个分布类型 ( 变型 )
。

( 2 ) 沮带性段
,

. 泛北极区系的 ~ 却分
,
与热带区系成分有一定的亲缘联系 梵净山蔗

类植物区系
,

热带属占63 冷%
,

到种一级热带成分仅有林
.

4 %
,

而温带成分则占绝对优势
。

( 3 ) 特有砚象叨皿 从属的分析上看
,

这里没有本地区的特有属
,

但有 玉种申国特有

属 , 从特有种上看
,

这里有 44 种中国特有种
,

占总种数的24
.

2 %
,

其中有 1 3种西南地区特有

种
,

4 种又被认为是贵琳特有种
,

有 3 种甚至是梵净山地区的特有种
。
与我国其它地区相比

较特有现象是显著的
。

( 4 ) 东盆 ( 含中国一喜马拉稚和中国一日本 ) 成分分布中心的 . 娜分
,

后中 . ~ 奋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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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净山 自然保护区威类植物区系

雅和中国一日本成分交汇中心的一部分 本区 18 2种威类植物中
,

有 1 00 种属于东亚分布类型

或其变型
,

占总种数的 55 %
,

这是因为两个东亚变型成分在本区交汇
,

使本区这种成分的种

类聚增的原因
,

因此而成为中国一喜马拉雅和中国一 日本成分交汇 中心的一部分和东亚成分

分布中心的一部分
。

( 5 ) 属内种系贫乏 梵净山蔽类植物区系除少数几属外
,

属内种系贫乏
,

在本 区含 1

种的属有 43 属
,

占总属数的 5 1
.

9 %
,

含 2 一 3 种的属占3 2
.

3 %
。

( 6 ) 与华东地区关系密切 从种的分析
_

L看
,

中 ifI] 一 日本成分比 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

多出一倍以
_

L ,
从相邻各地区 比较看

,

代表华东区的大岗山区系与之属相似性系数为 80
.

7 %
,

种相似性系数为57
.

9 %
,

而其它地区的这个指标则要小得多
,

因此本区蔗类植物区系与华东

地区关系密切
,

西南地区则次之
。

致谢 本文承徐永格教授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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