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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山风景地貌的植物区系研究 

刘蔚秋 李植华 刘兰芳 ，一 ＼ 

摘 要 描述了丹霞山柚物 区系n々特征，对其科、届 种进行系统分析，井 与邻近地区柑物区系作 

了剥 比研究、探刊了丹霞地貌对本 区植物区系组成成分的影响。丹霞山植物区系体现 了华夏植物 

区系的特征，其表征科有不少 同时 也是华夏 区系c}勺表征科。从属c}勺地理分布区类型来看， 以泛热 

带分布属的 比例最高，其次为热带亚洲分布属、东亚分布属及北 帮分 布属。 霞 IJI植物区系相 

对其纬度来-兑热桁性较强，过与其特定的地貌特征柏关。 另外 本区的苔衅植物较为丰富，掘初 

步统讣共有 27科 7O届、其巾石生性苔藓分布尤其广泛。 

关键词 f： 重±竖盟： 望堕至 j垃匡耋型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lora of the tourist landform 

of Danxiashan，Guangdong，China 

Liu W eiqiu Li Zhihua Liu Lanfang 

(Departn~nt Biolog)|_Sun f UnieeeslO- Guangzhou 5 r0275)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ra of Danxiashan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the flora Or Danxiashan and the landf0rm are discussed．Characteristic farallies Of the flora am 

alsothe basic elements ofCathaysianFlora．Thisindicatesthattheflora ofDanxiashan embodyiesthe 

character of elements of Cathaysian Flora． Phytogeographically,447 genera of seed plants in 

Danxlashan are classified to 13 distribution types according to W u Zbe ng_Yi's Areal-tyl~s of 

ChineseGenera ofSeed Plant ．Themaingeographical elements arePantroplc(28．05％)，TropicalAsia 

(14．64％)and Old World Tropic(10．99％l Compar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flora wjth the neigh- 

booting ar~ts shows that the flora ofDanxiasha n poss∞ses more tropical nature than the other On∞ at 

similar situation．This character canbe explainedbythe effectoflandform． 

Key words Danxiashan；danxia landform；flora；areal_1ypc 

1 自然地理条件概述 

广东省北部韶关市的仁化、曲江两县境内的丹霞山风景名胜区位于 25。l N， i13。45 E，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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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景区是指包括长老峰 海螺峰和宝球峰在内的I}l块，总面积 32 kmL 丹霞山是 由自垩纪J￡l勺红色砂 

岩和砂砾岩构成，区内峭壁林立，沟壑纵横，地形起伏多变，为典型的“顶平 身陡，麓缓 的丹霞地 

貌。丹霞山起源于中新生代构造的丹霞盆地，由于喜马拉雅运动使丹霞盆地整体上升，形成 了海拔 ． 

600m左右的红岩高原，经长期的风化侵蚀和重力崩塌作用，出现丁山峰和低谷，地形反差加大，最 

后形 成了悬 崖蛸壁、 山峰斑峙的丹霞地貌 ⋯ 。 

由于各种坡面形态不同，因此各地土壤覆盖状况差异很大。山顶土层较薄，一般为 20～50 cm， 

圾状悬崖和山麓缓坡： 层较 厚，一般为 3O～]00 cm，而悬崖陡坡则多为光岩秃壁。 土壤属红壤类 

型，pH值 4．6～6．6，表层有机质含量 2,6％ ～6，5％ 丹霞山地处中亚热带，届暖湿的亚热带季风气 

候，年均气温 】9,6℃，积温 7 180℃，极端最高气温 39．】℃，极端摄低气温-5．4℃，冬季偶有小雪， 

霜期约 68 d，年均降雨量 1 640mm，有明显的干湿季，降雨集中在 3～9月，年均相对湿度为8】％ 

2 植物区系分析 

2．1 苔藓植物区系 

经初步鉴定，丹霞山共有苷藓植物 170种，其中苔类 22种，隶属于 12科，】3属；藓类植物 148种， 

隶属于 25科，57届。丹霞山苔类植物的科 属，种分别 占全国苔娄植物总科 属，利-的 23．5％， 

9．03％，2．49％，其种系较为贫乏。藓类植物千f1对来醯比较丰富，从 成分来看，除世界广布科 

外 ，亚 热 带科 最 多， 也是 群落 中最 占优势 的成 分， 盘̈ 牛 毛 藓科 (Ditriehaceae)、 『{}『尾 藓利 

【D Jcranaceae)， 自 发 藓 科 (Leucobryaceae)， 风 尾 藓 科 (Fissidentaceae)， 缩 【̈ 藓 科 

(Ptychomitriaceae)，卷柏藓科 (Racopilaceae)，羽藓科 (Thuidiaceae)等；也有一些温带的科，这 

些温带科除丛藓科 (Pottiaceae)和I提灯藓科 (Mniaceae)外，种类，数量都 比较少。值得一提 的 

是．丹霞山地区丛藓科怕植物较多，这和丹霞地貌中具有许多裸露的砂砾岩有关，因为丛藓科植物有 

不少是石生性的。另在山谷地带，由于环境温暖潮湿，敞亦有一些热带至南亚热带分布的科存在，如 

蔓 藓科 (Meteoraceae)，平藓 科 (Neckeraceae)，犏 藓科 (Sematophyllaceae)等 ， 在 山谷棘 地 中， 

树生的蔓藓生 鹾十分茂盛。它们悬挂在树干和树枝上，构戚丁南亚热带常绿林景观的一部分。 

与邻近地区的苔藓植物比较：鼎湖山有苔类 】9科，28届  ̈，与丹霞山共有的有 9科，10属， 

藓类 26科，58属，与丹霞山兆有的有 21科，31届；黄山共有苔类 20科，34属，与丹馥山井有的 

有 7科，7属，藓类 60科，125属。与丹霞山共有的有 20科，30届 “ 。显然，丹霞 山的苔藓植物 

区系与鼎期山更为接近，这主要是固为黄山纬度较高，温带成分特别是东亚成分较多，而丹霞山和鼎 

湖山则具较多热带及亚热带成分。 

2，2 蔗类植物区系 

丹霞山的蕨类植物共有 22科，30属，54种，其科．属、种数占世界总数的百分 比分别为 35。4％， 

7．0％、0,5％， 占中国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44，2％，15。1％ 2．6％。 

丹霞山蕨类植物的 22科中，仅含 1属J1勺科就有 18科，其中有 10科只有 1届 1种。5种以上的 

科 有 卷 柏 科 (Selaginellaceae， 】属 6种 )，凤 尾 蕨科 (Pteridaceae， J属 5种) 铁 线蕨 科 

(Adiantaceae，】属 5种)，水龙骨科 (PLeridaceae，5属 7种)，很显然，在本区中蕨类植物科内的 

届种比较贫乏。 

从其 区系成分来看，除去 4个世界广布届：石橙属 (Lygodium)、铁角蕨属 (Asptenium) 铁线 

蕨届 (Adiantum) 耳蕨届 (尸0 stichum)，热带一亚热带成分 占了一大半 (76，9％) 本区含 4种以 

上的届，如卷柏屉 (Setaginetla)、海金沙届 (Lygodium)，风尾蕨属 (PterLv)等均为热带一亚热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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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显然 热 带一亚 热带 成分 是本 区 的表 征成 分， 这 里也 有 一些 温带分 布 的属 蛔紫萁 屈 

(Osmunda) 狗脊属 (Woodwardia)、鳞毛蕨届 (Dryopteris)等，但其种的数量都 比较少 

2．3 种子植物区系 

丹霞I【l共有种子植物 144科，447属 817种 (包括变种及变型)，其科 属、种分别占中国种子 

植物总数的 47．68％ I8．02％ 3．33‰ 占世界总数的 25．9O％、3．5R％ 0．37％。本区裸子植物 

仅 5科 8属 10种 其属种多为南岭地区常见成分，种系并不丰富 但马尾松为较重要的群落组成部 

分 

2 3．1 科 的分析 

霞 l̈ 144个种子植物科中 含 1种的科有 30科 2～5种的科有 6O科，5--9种的科有35科， 

含 l0～l9种的科有 9科，含 20～29种的科有 6科 30种以上的科有 4科，本区系中含 l0种以上的 

利有 19科 它们是 樟科 (Lauraceae) 蔷 薇科 (Rosaceae) 茜 草利 (Rubiaceae)、 禾本 利 

(Gramineae) 大戟科 (Luphorbiaceae)、菊利 (Compositae)、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壳斗科 

(Fagaceae)、 桑 科 (Moraceae)、 山茶 科 (Theaceae) 莎 草 科 (Cyperaceae) 芸 香 利 

(Rutaceae) 葡萄科 (Vitaceae)、 马鞭 草科 (Verbenaceae)、 术 棒科 (Oleaceae)、紫 金 牛科 

(Myrsinaceae)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桃金娘科 (Myrtaceae) 遗 

i9个利包含有 186届，408种 分别 占本区系总的科 届、种的 12．93％ 41．61％．49．94‰ 它们 

是本 的优势科 代表丁本区植物群落的组成特征 但有些在本医中种数较多的科 它们在中国及世 

界厦系中所占柏比例却不大、如：蔷薇科、禾本科、菊科、蝶形花科、莎草科等，它们都是一些世界 

广布帕大科， 因此，它们并不能体现本 区的区系特色。 

确定一个地区的表征科，耍综合考虑几方面的固素，即一十医系的表征科应在世界医系中占确较 

大比重，同时，该科的植物在群藩组成中应有较大的重要值，并且应含有较多的种数，根据这个原 

州 、 我 们 确定 丹 霞 山地 区 植物 区 系 的 表征 科 应 为： 猕 猴桃 科 (Act~nidiaceae)．安 乜香 剃 

(Styracaceae) 盘缕梅科 (Hamamelidaceae)、山茶科、 忍冬科 山矾 科 (Symplocaceae) 壳-"1· 

利、葡萄科、术樨科、冬青科 (Aquifoliaceae) 芸香科、桑科、荨麻科 (Urticaceae)．樟科、紫金 

牛利，本医的表征利 有不少同时也是华夏区系的表征科，如山萘科、猕猴桃科．金缕梅科、樟科、 

冬青91、“i矾利、安息香科等，这从一个侧而证实了华夏区系统一性的正确性。 

2—3-2 属fi々分析 表1 

闩霞fJJ共有种子植物 447届 约 

占我国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15。l5％ ， 

属内种fl勺差异为 1～15种。根据届内 

所含种数的多少 将其分为4个等级 

(表 1) 

由表 可 钶l 本 区系 种 子植 物届 

巾、仅一种怕属占了一大半，J0种 

上的属仅两属：榕属 (Ficus14种 

1变种 ) l栎屉 (QuercuslO种) 

根据戈征锚和中科院昆明分院生 

十 

Table 1 FIoristic slatislics ofseed plants genera 

类群 

Groups 

倥一种的届 小届(2～4种)巾辞屈0—9种)大同 (10剃r 上) 

Genera ofone Small genera Middle genera Big genera(more 

species (2_4 species) (5-9 species) than l0 species) 

态室所 《巾国种子植物届的分布区类型》 ，可将丹霞iif 447属种子植物划分为 13个分布区型及 

13个变 (表 2) 统 结果表l 丹霞⋯植物区系中的泛热带分布属占fl勺比例最大，选 【1 5属，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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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系非世界广布届总数 (下同)的28．05％，其次是热带亚洲分布属 (60届，占 14．64％)。 

下 _i就各个分布 区型分别进行探 讨 

【1)世界分布型 本医系中，世界分布型的属有 37届，它们多是一些中生的草本或灌术t如堇 · 

菜属 (Viola)、蓼属 (Polygonum)．珍珠菜属 (上 smTachmJ、悬钩子属 (Rubus)、苔草属 (Carex) 

等，养木较少 

(2J泛 热带分布型 指主产于东 表2 丹霞山种子揸物区系的分布医类型 

西两半球的热带地区的届 在丹霞山 !!：：!：：：! ：!： !：：：：：!!：：：竺!：：!!：： 
的区系巾，废类型占有最大比例，达 布置类型 屈Nu mb种e[煳o r 。 P占er总ce届nt age or 
115届 占 28．05％．并且属该分布 型的 A丁  ̈ (species) _n[a。genera(％J 

属中，不少也是本区植被中的建群种或 I世界分布c。sm。polite,n 37(72) f 
c州  

优势种，如本区最大的属桔屉即为该分 2泛热带分布Pantropic I 15 f24R) 28 05 

布型。另外．属于该分布型的冬青属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问断分布 ⋯ 

删 ： 二R 屈(
apanea)、安息香屉(Styrax)、香l楠 Old World Tropic ⋯～ 

屈(Randia)等，在植被构成中也占有重 
． 

。(5 0) ．07 

要的地位，而巴豆届 (Croton)、算盘子 6 滞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却 
，， 、 1  ̂

属 (Gtoclffdion)、紫珠屉 (c 吖 )．大 丁mp ’ ia＆Tr0P 。 Ⅲ龆 ⋯ - ⋯ 

戴儡(Euph。 柳等则是林下灌术及革： ： ‘ 。 ：0Ⅲ(8 8) ： 4．6： 
本的主要成分 9求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 钔 1 0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E 把 “ ＆NorthAmerica 

分布 在本区系中，属该分布型的 。 嚣 m市pe I1 07) 68 

有 届， 种，占总属数 _ ％，其 嚣蠹 嘉 c ) m24 
中一些届是本区森林组成的重要成 I4东亚分布hskrnAsia 38f5Il 9

．27 

分， 如木 姜子属 (Litsea)和柃屉 15中国特有分布ChineseEndemic 6f6) 1 46 

(Eurya)等，它们的现代分布中心 竺：!!! ：!： ： !竺： 
在华夏地区，而其原始的种类都集中于华南地区，因此被认为是当地起源。 

(4)古 热带分布 本区的该分布型共有 45届，占总属数的 10．99％，其 中草本届 15届，藤本 

届 9属 木本属 21届，在森林的各层均有分布，其 中有些屉在本 区的林中较 常见 如悔桐花{iii 

(Pfttosporum)，蒲桃 屉 (Syzygium)，野桐 届 (Matlotus)，八角枫 属 (Atangium)和酸藤 子属 

(Emhetia)等，它们反映了东半球热带植物区系的广泛联系 

(5 J热带亚洲一热带大洋洲 分布 本区有该分布型 29属，占总属数的 7．07％，如樟届 

(Cinnamomum)，山龙眼届 (Heticia)，崖藤属 (Tetra．etigma)，野牡丹屈 (Mefastoma)等。 

(6)热带亚洲一热带非洲分布 本区的该分布型共有 22属，占总数的 5．36％，该类型的属在 

本区姒草本为主，仅有步量濉木和藤本，木本属只有水团花屑一属 (Adina) 

(7)热带亚洲分布 本区朐该分布型共有 60届，占总数的 l4。64％，除泛热带分布外，本分布 

型 占有晟大九勺比侧，是构成本区森林植被的优势成分之一 本分布型属的不少种都是本区林地『l勺建群 

种 ， 耍̈ 黄 杞 (Engelhardtia chryso，印is)、 荷 木 (Schima,~perba)、 杨 梅 蚊 母树 (Distytiun r 

myricoides)等。在该分布型巾，藤本届有 9届，草本属 18属，术本届 33届，在森林的各层中均 占 

有主耍地位。但是本区的纯亚洲热带属是很少纳，大多是热带一亚热带分布屉．这与本区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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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热 带与 中亚热带的交汇处 有关。 

(8)北温带分布 它们主要分布于亚热带地区，有些分布至热带或温带。丹霞山该分布型共有 

4l属， 占总数的 10．00％，其巾不少是本林区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如槭属 (Acer，4种)、蔷薇属 

(Rosa、4种) 栎属 (Quercus，10种) 杜鹃花届 (Rlrododendron，4种)等。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本区陵分布型共有 29属，占总数的 7．07％，主要有石楠属 

《Photinia)、 山 蚂 蜱 届 (De．~modium)． 胡 枝 子 属 (Lespedeza)、 锥 栗 属 (CastanopMs)、 柯 属 

《Lithocarpus)等，主 要是木本 的属种，在森林 的构成 中起 着较为重 要的作用。 

(10)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地 中海区、 西亚和中亚分布 本区区系中，属前者的有 1l属，占总 

数 的 2．68％ ， 主要 有 火棘 届 (Pyracantha) 女贞 属 (Ligustrum) 马 甲子 属 (Patiurus)、窃 衣属 

( rJ )等，属后者的仅黄连木属 (Pistacia)一属，说明本 区植物与地中悔区的联系是十分微弱 

的。 

(11)东亚分布及 1 国特有分布 本区的东亚分布属共有 38届． 占总数的 9．27％，中国特有分 

布的有 6属，占总数的 1．46％。本区属这两类分布型的届除猕猴桃属 (Actinidia)含 5种 外，其 

余 多 为 单 型 届 或 寡 种 属 ， 如 大 血 藤 届 (Sargentodoxa)、 南 天 竹 屈 fNandina)、 槠 术 属 

(Loropetalum)、 枫荷届 (Sen it'quidanrbar)，喜树属 (Camptotheca)、青檀属 (Pterocettis)等， 

有不少是起源较古老的届、反映了华夏区系的古老性． 

3 与邻近植物区糸的关系 

丹霞 L L1位于广东省北部， 地理座标为 25。1 N， 113。45 E 本文选择它南面的黑石 顶区系 (24。 

30 N， 111。53 E)、古E口区系 (23。06 N，114。47 E)，与其纬度相近的车八 岭区系 (24。4l 

N， 114。10 E) ， 八 宝 !上l区系 (24 30 ～24。48 N， 112。56 ～113。04 E)  ̈、大 东 山区 系 

【24。50 ～25。00 N，112。37 ～1I2。47 E)． 及位于它北面的武夷IJI区系 (27。33 ～27。54 N， 

117。27 ～117。51 E) 、饺木溪 区系 (28。50 --28。54 N，110。22 ～110。27 E) 做对 比 

表3 丹霞山植物区系与拿陋 植物区系科 属、种情况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ofDanxiashanflorato neighbourflora 

表 3列出了这些邻近植物医系与丹霞山植物区系 有科．屉、种的情况及其属的相似性指标和种 

干H似性系数 (维管植物)，萁中属的于f1似性指标 两地共有的非广布的属数 ／丹霞山的非广布届总数 

×100％，种的相似性系数 =两地共有种数／丹霞山的总种数 x 100％。 

由表巾的统计 齐果球看、在属的水平上．丹霞山区系与车八岭、武夷山区系相似性较大。在剥·的 

水平上。 霞山植物区系与武夷山、黑石顶区系最接近，而币̈大东山，佼术溪的差异摄太。佼木溪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 0 广 西 植 物 J9卷 

位置最北，比丹霞山要靠北 3。 5O ，靠西 3 2{] ，与丹霞山的距离最远，因此其植物区系与丹霞 __I 

植物区系的相似性蛀低 在表中，丹霞山与武夷山的植物区系显示出较大的相戗性，这是由于武夷 山 

的植物种数较多，故使相似性系数偏高。大东山、车八岭和八宝山与丹霞山的纬度十分接近，经度相 ． 

差 电不大，但大东山和丹霞山植物区系的相似性系数却较低。由于大东山植物区系维管植物总数仅 

941种，因此统计起来，其相似性系数可能会偏低，但位于其南面的古田区系的维管植物总数 不多 

(I 127种)，但其属 种相似性系数相对来说却要高得多 。 

下而我们再从属的分布区类型的百分比进行分析，表 4列出了丹霞山及其邻近地区种子植物非r 

布届舶分布区类型的组成情况。 

表4 丹最山及其孳 i宙也区植物区系的分布区类型百分比组成 

Table 4 Percentage ofgenera arealtypesofDanxiashan and itsneighbourilor,,t 

iL：z l X,-x 表示 a b两地各分布区娄型同敛的百分比之差的绝对倩的加和． 

从表 4可 作出这样的判断，丹霞山植物区系的热带性明显强于纬度相近的大东 J̈、八宝lⅢI和车 

八Il争。而与古田和黑石顶区系相近，而纬度较高的武夷山则与大东山、八宝1 JI和车八岭区系较相近。 

丹霞山海拔高度不高，会使其整个区系的热带性增强，但是从丹霞山区系有而与其近纬度地区却没有 

球末哥科、牛桂藤科、山榄科、肉实科、蛇菰科等热带性较强的科这种现象来看，这种热带性程度的 

差异不完全是由于海拔的因素，应该还有别的固素起作用 从这些热带性强的科在本区的分布情况来 

看，它们均分布于沟谷地带。丹霞地貌的地势陡峭，河谷深切，在其沟谷地带、由于水湿条件极好， 

且山势陡峻、淘各地带的小气候相x,tN闭、因此有可能孕育出一批热带性较强的分类群、从而圳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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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系的热带色彩。武夷⋯的海拔平均达 1 200 m，也同样有区系热带性偏强的情况，吴鹏程在研究 

武夷』Il的叶附生苔类的时候．发现武夷山的叶附生苔类特别丰富．仅次于海南岛和西双版纳．这是与 

其地理位置不相符台的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武夷山是由花岗岩构面，不属丹霞地貌．但其地貌 

外形年̈ 丹霞地貌很丰H似．具有 ⋯势陡峭，河谷深切，沟谷纵横的特点，其坡度 30。～40 ，最大可 

达 80。，且武夷山有九 曲溪环绕．河流切割侵蚀强烈，高差悬殊，这一点也与丹霞地貌很相似。因 

此，武夷山的植物区系雨l丹霞山舶植物区系同样具有热带性较强的特点 

另外 ，在丹霞山植物 区系 中还有两种特有植物丹霞南烛 (Lyonia danxiaensisMiau et W．Q。 

Liu)川 和丹霞梧桐 (FirmianadanxiaensisHuse etH。S。Kiu)。。 。丹霞梧桐在本区分市较广．在 

有些地区的悬崖上甚至有纯林分布，但在丹霞山以外的地区未见分布，说明它是本区特定的地貌所孕 

育出来『1匀特有种。这也说明本区地貌对植物具有一定影响 

4 结 除 

(1)丹霞山的植物区系以热带一亚热带成分为主，亦具有一定数量的东亚特有成分．但缺少典型 

的热带科属，其表征科主要是热带一亚热带分布的科，／ID：猕猴桃科、安息香科、金缕梅科、山茶 

科、山矾科、冬青科等，它们同时也是华夏区系的表征成分。 

(2j丹霞山地貌对植物区系具有较明显的影响，由于丹霞 山地貌具有河谷深切．沟谷纵横的特 

点．沟谷中小气候封闭．温湿条件优越，使得本区的植物医系相埘于其地理位置来说，热带性成分所 

占的比重明显偏大，丹霞⋯的山体具有大量的裸露岩石，使得本区的石生性苔藓得到充分的发展 

(3)在文中，弓f入 r一个公式 zI x 一xd 以综合表达两地区区系屉的分布区类型rI勺柑异性，根 

据统 结果来看，此公式埘于比较两地区植物区系分布区类型胸总体相异性是有效的且克服了困不同 

厦系届种丰富度不同而带来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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