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Ｆｅｂ. ２０２２ꎬ ４２(２): ２１０－２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３１ / ｇｕｉｈａｉａ.ｇｘｚｗ２０２００８０５５

黄梅ꎬ 李美君ꎬ 黄红ꎬ 等. 贵州省野生苦苣苔科物种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Ｊ] . 广西植物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２(２): ２１０－２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Ｍꎬ ＬＩ ＭＪꎬ ＨＵ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 Ｊ] .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０２２ꎬ ４２(２): ２１０－２１９.

贵州省野生苦苣苔科物种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黄　 梅ꎬ 李美君ꎬ 黄　 红ꎬ 张金权ꎬ 白新祥∗

( 贵州大学 林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

摘　 要: 该研究在建立贵州省野生苦苣苔科植物名录和地理分布数据库的基础上ꎬ对其物种多样性及地理

分布格局进行研究ꎮ 通过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ꎬ从物种组成、特有性、水平分布、垂直分布和相似性等方

面进行分析ꎬ并采用筛除算法确定贵州苦苣苔科植物分布的热点地区ꎮ 结果表明:(１)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

共计 ２ 族 ８ 亚族 ２８ 属 １５３ 种(含种下等级)ꎬ分布在 ７５ 个县级行政区ꎬ有 １２８ / ４５ 个中国 /贵州特有种ꎬ垂直

分布以 ９００~ １ ３００ ｍ 海拔段最为丰富ꎮ (２)通过计算省级相似性系数ꎬ发现贵州与广西的相似程度最高ꎬ最
后筛选得到 １０ 个热点县ꎬ共代表了 ７５％的苦苣苔科植物ꎮ (３)贵州省为典型的喀斯特高原山地ꎬ苦苣苔科

植物种类丰富ꎬ尤其是广义马铃苣苔属、广义报春苣苔属、广义石山苣苔属和蛛毛苣苔属等ꎬ有着较高的物

种多样性和区域特有性ꎮ 该研究可以为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参考ꎮ
关键词: 苦苣苔科ꎬ 贵州省ꎬ 相似性系数ꎬ 热点地区ꎬ 垂直分布ꎬ 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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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在全世界约有 １６０ 属

３ ８００ 余种ꎬ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南部、非洲、欧洲

南部、大洋洲、南美洲至墨西哥等热带至温带地区

(李振宇和王印政ꎬ２００５ꎻ许为斌等ꎬ２０１７ꎻ葛玉珍

等ꎬ２０２０ꎻ温放ꎬ２０２０)ꎮ 我国是苦苣苔科植物主要

分布中心之一ꎬ根据 Ｗｅｂｅｒ 分类系统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我国自然分布的苦苣苔科植物已记载有 ２ 族

１４ 亚族 ４５ 属 ７８６ 种(含种下等级)ꎬ１０ 个特有属ꎬ１１
个单型属(韦毅刚等ꎬ２０１０ꎻ符龙飞等ꎬ２０１９ꎻ陆昭岑

等ꎬ２０２０ꎻ温放等ꎬ２０１９ꎬ２０２０)ꎮ 我国苦苣苔科植物

只有台闽苣苔 [ Ｔｉｔａｎ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 Ｈｅｍｓｌ.)
Ｓｏｌｅｒ.]属于大岩桐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 Ｇｅｓｎｅｒｉｏｉｄｅａｅ)并

自成 一 族 [ 台 闽 苣 苔 族 ( Ｔｒ. Ｔｉｔａｎｏｔｒｉｃｈｅａｅ Ｔ.
Ｙａｍａｚ. ｅｘ Ｗ. Ｔ. Ｗａｎｇ)]ꎬ其余都隶属于长蒴苣苔亚

科(Ｓｕｂｆａｍ.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ｏｉｄｅａｅ) (洪欣等ꎬ２０１９ꎻ辛子

兵等ꎬ２０１９ꎻ杨丽华等ꎬ２０１９)ꎮ 我国苦苣苔科植物

绝大部分分布于桂、滇、黔、粤、川等省(区)的热带

以及亚热带区域ꎬ主要生于各种裸露的岩壁、喀斯

特和丹霞地貌的石缝中、林下阴湿处或者岩溶洞穴

入口处(温放ꎬ２００８)ꎮ
贵州省地理位置特殊ꎬ地形地貌复杂ꎬ喀斯特

地貌发育典型ꎬ高原山地居多ꎬ生境异质性程度

高ꎬ气候温暖湿润ꎬ为苦苣苔科植物的生长提供了

多样化的生境ꎮ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ꎬ贵
州省野生苦苣苔科植物资源较为丰富ꎬ且绝大多

数为岩生种类ꎬ具有独特的观赏性以及较高的物

种多样性和区域特有性ꎮ 对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

的研究侧重于一些重要类群在区域尺度开展的资

源调查和区系研究ꎬ尤其是近几年有较多的新类

群发表ꎬ但现有的研究与苦苣苔科植物资源大省

地位严重失衡ꎮ 近年来随着苦苣苔科植物野外调

查和分类学的不断发展ꎬ尤其是分类系统的修订

和新类群等相关研究相继发表ꎬ使得贵州省苦苣

苔科植物种类不断激增ꎬ使学界对苦苣苔科植物

的认识和研究造成了混乱与困扰ꎬ因此ꎬ很有必要

对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研

究ꎮ 同时ꎬ随着近年来贵州省“大生态”战略的实

施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ꎬ尤其是伴随着交通条件的

改善使得野外调查的可达性进一步增强ꎬ考虑到

苦苣苔科植物分布的狭域特征ꎬ因此ꎬ开展县级尺

度下的文献资料整理和野外调查工作对摸清贵州

省苦苣苔科植物本底资源尤为重要ꎮ 本研究以贵

州省苦苣苔科植物为研究对象ꎬ结合最新的研究

成果ꎬ建立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名录ꎬ从物种组

成、特有性等方面对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的物种

多样性进行分析ꎬ进而探讨其地理分布特征及热

点地区ꎬ分析苦苣苔科植物分布的重要区域ꎬ对今

后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野外调查、保护和

开发利用具有科学指导意义ꎮ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名录确定

通过查阅«贵州植物志» (第 ４ 卷)、«中国植

物志»(第 ６９ 卷)、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第 １８ 卷)、«中国

苦苣苔科植物» «华南苦苣苔科植物» «贵州维管

束植物编目»和«中国石蝴蝶属植物»等专著及贵

州省各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和中国数字植物

标本馆等基础资料(李永康ꎬ１９８８ꎻ王文采ꎬ１９９０ꎻ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李振宇和王印政ꎬ２００５ꎻ韦毅刚

等ꎬ２０１０ꎻ罗扬等ꎬ２０１５ꎻ邱志敬和刘正宇ꎬ２０１５)ꎬ
以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发表的硕博士论文、期刊论

文中报道的贵州新类群进行补充ꎮ 本文的贵州省

苦苣苔科植物名录采用 Ｗｅｂｅｒ 分类系统(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符龙飞等ꎬ２０１９)ꎬ对其属、种的中文名、
拉丁学名进行整理、校对和修订ꎬ最终确定比较完

整的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编目ꎮ
１.２ 地理分布数据的收集及数据校正

通过收集有关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数据ꎬ
建立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数据库ꎬ数据

来源主要包括(１)植物志书:«贵州植物志» (第 ４
卷)、«中国植物志» (第 ６９ 卷) 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第 １８ 卷)ꎻ(２)学术专著:«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华南苦苣苔科植物»«贵州维管束植物编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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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蝴蝶属植物»等ꎻ(３)学术论文: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发表的有关记录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的学

术期刊和学位论文ꎻ(４)标本数据:中国数字植物

标本馆的标本记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ｖｈ. ｏｒｇ. ｃｎ)ꎻ(５)
贵州省各级自然保护区科考集ꎮ 先提取上述资料

中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信息ꎬ然后进一步筛选、
整理和汇总ꎬ为了提高数据的精确性ꎬ删除重复记

录和采自引种栽培区域的标本数据ꎬ并对地理数

据进行校正和新旧地名转换ꎬ如 ＣＶＨ 上的小河区

并入花溪区、水城县更改为水城区、清镇县更改为

清镇市等(参考 ２０２０ 年贵州省行政区划)ꎬ最终建

立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的地理分布数据库ꎬ数据

库包括的属性有属名、种名、特有性、分布区域等ꎮ
该数据库地理精度统一转换为县级行政单元ꎮ

基于建立的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数

据库ꎬ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软件将物种分布数据与贵州

省行政区划图进行关联ꎬ采用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ｒｅａｋ ( Ｊｅｎｋｓ)
分割方法对物种丰富度进行分级ꎬ绘制贵州省苦苣

苔科植物县级尺度的物种丰富度地理分布图ꎮ
１.３ 热点地区的确定

在贵州省苦苣苔科物种名录及地理分布数据

库的支持下ꎬ基于物种丰富度进一步运用 Ｄｏｂｓｏｎ
筛除算法来确定贵州苦苣苔科植物分布的热点地

区ꎮ 具体步骤为首先选取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县ꎬ
然后将该区域中包含的物种从总名录中剔除ꎬ再
选取剩余物种丰富度排序最高的县ꎬ重复以上筛

选步骤直至将所有物种都剔除完后ꎬ最后筛选得

到的县的集合为贵州苦苣苔科植物的热点地区ꎬ
即包 含 物 种 丰 富 度 最 高 且 最 为 互 补 的 区 域

(Ｄ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７ꎻ 张晓龙ꎬ２０１４ꎻ张殷波等ꎬ
２０１５ꎻ徐翔等ꎬ２０１８)ꎮ 在筛选过程中ꎬ如果遇到包

含物种数相同的县ꎬ则优先选择面积较小的县ꎬ目
的是为了得到用最小的土地面积涵盖最多该科物

种丰富度的区域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贵州苦苣苔科植物物种名录及数量的变化

本研究确立的贵州省野生苦苣苔科物种名录

共记载 ２ 族 ８ 亚族 ２８ 属 １５３ 种(含种下等级)ꎬ占中

国苦苣苔科植物总物种数的 １９.４７％(韩孟奇ꎬ２０１８ꎻ
Ｃ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彭涛和徐婷ꎬ２０１９ꎻ杨加文和蔡磊ꎬ
２０１９ꎻ 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汤 升 虎 等ꎬ ２０２０ꎻ 徐 婷ꎬ

２０２０)ꎬ包含中国 /贵州特有种分别为 １２８ / ４５ 种(附
录 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ｉｈａｉ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在线发表)ꎮ
近几年ꎬ我国苦苣苔科植物新类群出现了激增ꎬ以
及亚科之下族、属的系统位置发生较大的变动和重

新界定(Ｗｅ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ａꎬ ｂꎬ ｃꎻ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 ２０１４)ꎮ 目前ꎬ贵州

苦苣苔科植物编目不断更新ꎬ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８２ 种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９６ 种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６ 种 (李永康ꎬ
１９８８ꎻ王文采ꎬ１９９０ꎻ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李振宇和王

印政ꎬ２００５)ꎬ而后查阅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的相关文

献陆续发现很多新记录种及新种ꎬ如都匀马铃苣苔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ｙｕｎｅｎｓｉｓ)、白云岩蛛毛苣苔(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ａ)、小黄花石山苣苔(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ｌｕｔｅｏｆｌｏｒｕｓ)
等ꎬ数量上升到 １５３ 种(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２０ꎻ Ｆ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ａꎬ ｂꎻ 苏兰英等ꎬ２０１９ꎻＣ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李飒等ꎬ２０２０ꎻ Ｘ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２.２ 贵州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

２.２.１ 物种多样性分析 　 贵州分布的苦苣苔科植

物主要是附生型ꎬ绝大多数种类分布在喀斯特和

丹霞地貌ꎬ附生于岩石表面的腐殖质层或岩石缝

中ꎬ少数种类生长在富含腐殖质的林下环境ꎮ 贵

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的族、亚族、属和种多样性高ꎬ
有 ２ 个族ꎬ分别为盾座苣苔族 ( Ｔｒ. Ｅｐｉｔｈｅｍａｔｅａｅ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 和 芒 毛 苣 苔 族 ( Ｔｒ. 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ｏｒｅａｅ
Ｎｅｅｓ)ꎬ８ 个亚族ꎬ 分别为独叶苣苔亚族 ( Ｓｕｂｔｒ.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ａｅｉｎａｅ Ａ. Ｗｅｂｅｒ ＆ Ｍｉｃｈ. Ｍöｌｌｅｒ)、尖舌苣

苔亚族(Ｓｕｂｔｒ. Ｌｏｘｏｔｉｄｉｎａｅ Ｇ. Ｄｏｎ)、盾座苣苔亚族

(Ｓｕｂｔｒ. Ｅｐｉｔｈｅｍａｔｉｎａｅ ＤＣ. ｅｘ Ｍｅｉｓｎ)、凹柱苣苔亚族

(Ｓｕｂｔｒ.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ｎａｅ Ａ. Ｗｅｂｅｒ ＆ Ｍｉｃｈ. Ｍöｌｌｅｒ)、珊
瑚苣 苔 亚 族 ( Ｓｕｂｔｒ. Ｃｏｒａｌｌｏｄｉｓｃｉｎａｅ Ａ. Ｗｅｂｅｒ ＆
Ｍｉｃｈ. Ｍöｌｌｅｒ)、细蒴苣苔亚族 ( Ｓｕｂｔｒ. Ｌｅｐｔｏｂａｅｉｎａｅ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长蒴苣苔亚族(Ｓｕｂｔｒ.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ｉｎａｅ
Ｇ. Ｄｏｎ)、 肿蒴苣苔亚族 ( Ｓｕｂｔｒ. Ｌｏｘｏｃａｒｐｉｎａｅ Ａ.
ＤＣ.)ꎬ共有 ２８ 属 １５３ 种ꎬ占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总属

数 /总种数的 ６２.２２％ / １９.４７％ꎮ 其中有 ２ 个中国单

型属在贵州有分布ꎬ 即筒花苣苔属 ( Ｂｒｉｇｇｓｉｏｐｓｉｓ
Ｋ.Ｙ. Ｐａｎ) 和粉毛苣苔属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ｉａ Ｃ. Ｐｕｇｌｉｓｉ)ꎮ
中国特有种和贵州特有成分丰富ꎬ将特有种数占

贵州省该科总种数的比例定义为特有率ꎬ得出中

国特有种特有率为 ８３.６６％ꎬ贵州特有种特有率为

２９.４１％ꎬ种数在 １０ 种以上的属有 ７ 个ꎬ总计 １１４
种ꎬ占贵州省苦苣苔科总数的 ７４.５１％ꎬ是贵州省

苦苣苔科植物的主要组成部分(表 １)ꎮ

２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１　 贵州苦苣苔科植物属种数和特有种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属名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贵州
总种数的

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

中国特有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贵州特有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Ｇｕｉｚｈｏｕ

中国特有种
特有率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

贵州特有种
特有率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Ｇｕｉｚｈｏｕ /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

异叶苣苔属 Ｗｈｙｔｏｃｋｉａ ３ １.９６ ３ １ １.９６ ０.６５

尖舌苣苔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１ ０.６５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盾座苣苔属 Ｅｐｉｔｈｅｍａ １ ０.６５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凹柱苣苔属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１ ０.６５ １ １ ０.６５ ０.６５

珊瑚苣苔属 Ｃｏｒａｌｌｏｄｉｓｃｕｓ １ ０.６５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横蒴苣苔属 Ｂｅｃｃａｒｉｎｄａ １ ０.６５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线柱苣苔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２ １.３１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马铃苣苔属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３０ １９.６１ ３０ １５ １９.６１ ９.８０

筒花苣苔属 Ｂｒｉｇｇｓｉｏｐｓｉｓ １ ０.６５ １ ０ ０.６５ ０.００

漏斗苣苔属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１ ０.６５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半蒴苣苔属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１９ １２.４２ １８ ４ １１.７６ ２.６１

石蝴蝶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１２ ７.８４ １２ ５ ７.８４ ３.２７

报春苣苔属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２１ １３.７３ ２０ ５ １３.０７ ３.２７

汉克苣苔属 Ｈｅｎｃｋｅｌｉａ ４ ２.６１ ２ １ １.３１ ０.６５

石山苣苔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１２ ７.８４ １０ ８ ６.５４ ５.２３

长蒴苣苔属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４ ２.６１ ４ ０ ２.６１ ０.００

圆唇苣苔属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１ ０.６５ １ ０ ０.６５ ０.００

异唇苣苔属 Ａｌｌ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１ ０.６５ １ ０ ０.６５ ０.００

大苞苣苔属 Ａｎｎａ ２ １.３１ ２ １ １.３１ ０.６５

斜柱苣苔属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４ ２.６１ ３ ０ １.９６ ０.００

芒毛苣苔属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３ １.９６ １ ０ ０.６５ ０.００

吊石苣苔属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１０ ６.５４ ７ １ ４.５８ ０.６５

光叶苣苔属 Ｇｌａｂｒｅｌｌａ ３ １.９６ ３ １ １.９６ ０.６５

蛛毛苣苔属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１０ ６.５４ ６ ２ ３.９２ １.３１

旋蒴苣苔属 Ｄｏｒｃｏｃｅｒａｓ ２ １.３１ １ ０ ０.６５ ０.００

喜鹊苣苔属 Ｏｒｎｉｔｈｏｂｏｅａ １ ０.６５ 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粉毛苣苔属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ｉａ １ ０.６５ １ ０ ０.６５ ０.００

长冠苣苔属 Ｒｈａｂｄｏｔｈａｍｎｏｐｓｉｓ １ ０.６５ １ ０ ０.６５ ０.００

２.２.２ 相似性系数分析 　 采用相似性系数法对两

个地区植物相似性进行比较分析ꎬ其表达式如下:
相似性系数 ＝ ２ｗ / ( ａ＋ｂ)ꎮ 式中:ａ 为 ａ 地物种总

数ꎻｂ 为 ｂ 地物种总数ꎻｗ 为两地共有物种数ꎮ 在

植物区系地理的比较研究中ꎬ通常用属、种相似性

系数(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作为相似性程度最基本

的数量指标来分析不同区域植物区系间的亲缘关

系(杨林等ꎬ２０２０)ꎮ 在对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与

其他地区(种数≥３０ 种的省、市、区)的共有种进

行统计的基础上ꎬ计算出相似性系数(表 ２)ꎮ
研究表明ꎬ贵州苦苣苔科植物与广西的相似

程度最高ꎬ 相似性系数为 ２５.３７％ꎮ 因为贵州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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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贵州省与其他省级行政区共有种相似性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省级行政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共有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似性系数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６０ ２５.３７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３２ ２５.３０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２２ ２３.４０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４９ ２２.５３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５ １８.６６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９ １７.５１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３ １４.１３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９ ９.６３

西藏 Ｔｉｂｅｔ ６ ６.００

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地带ꎬ桂黔相邻的地区

属于红水河流域(杨林等ꎬ２０２０)ꎬ有着同类型喀斯

特石灰岩地貌和气候类型ꎬ而且相邻地区物种丰

富度都相对较高ꎬ因此ꎬ共有种类较多ꎮ
２.３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

２.３.１ 水平分布 　 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相关资料对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数据进行统计ꎬ得
出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物种分布较广ꎬ各州市均

有分布ꎬ其中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

南州)分布最为丰富ꎬ有 ７４ 种ꎬ其次为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５８ 种ꎬ其他依

次为遵义市 ４６ 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

简称黔东南州)３３ 种、铜仁市 ３０ 种、贵阳市 ２４ 种、
毕节市 ２８ 种ꎬ安顺市和六盘水市相对较少ꎬ分别

为 １７ 种和 １４ 种ꎮ
在县级尺度上ꎬ共有 ７５ 个县级行政区分布ꎬ

按照物种丰富度排序ꎬ得到≥１５ 种的县级行政区

共 １０ 个ꎬ包括荔波县、赤水市、兴义市、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道真县)、贵定县、贞丰

县、安龙县、江口县、罗甸县和兴仁市 (图 １: ａ)ꎮ
贵州特有种主要分布于 ３７ 个县级行政区ꎬ特有率

较高的地区在全省范围内呈现出离散的分布格局

(图 １:ｂꎬ ｃ)ꎮ
植物的区系分化强度可以用区系分化率的大

小ꎬ即种数 /属数比值进行描述ꎬ比值越大区系分

化率越小(张殷波等ꎬ２０１５)ꎮ 部分地区物种丰富

度较高ꎬ但是属数量低ꎬ故区系分化率较低ꎬ贵州

省区系分化率最低的区域主要为荔波县、道真县

(图 １:ｄ)ꎮ 对比相同物种丰富度ꎬ属数量越多ꎬ种
属比越小ꎬ区系分化率越高ꎬ反之亦然ꎮ
２.３.２ 垂直分布 　 野生苦苣苔科植物在贵州省垂

直分布特征比较明显ꎬ按 ４００ ｍ 为一个梯度ꎬ划分

为 ７ 个海拔段(赵熙黔和安明态ꎬ２０１５)ꎬ即:Ｈ１
(１４８ ~ ５００ ｍ)、Ｈ２(５００ ~ ９００ ｍ)、Ｈ３(９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Ｈ４(１ ３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Ｈ５(１ ７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Ｈ６(２ １００ ~ ２ ５００ ｍ)、Ｈ７(２ ５００ ~ ２ ９００ ｍ)(表 ３ꎬ
图 ２ꎬ图 ３)ꎮ

由图 ２ 可知ꎬ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在垂直分布

上 Ｈ３ 海拔段属 /种数分布最多ꎬ共计 ２４ 属 ９９ 种ꎬ
其物种数占全省总数的 ６４.７１％ꎮ 总体来看ꎬ较低

海拔段属种分布较丰富ꎬ当海拔达到 Ｈ３ 时达到最

大值ꎬ随后物种数和属数逐渐减少ꎮ 由图 ３ 可知ꎬ
不同属在不同海拔阶段分布差异较大ꎬ如马铃苣

苔属的物种数量从 Ｈ１ 海拔段增加至 Ｈ３ 海拔段后

开始不断减少ꎬ报春苣苔属和半蒴苣苔属主要分

布于低海拔阶段ꎬ当海拔超过 ９００ ｍ 时随着海拔

的升高ꎬ逐渐减少ꎮ
通过统计各海拔段物种数量ꎬ并用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

似性系数来计算相似性系数(赵熙黔和安明态ꎬ
２０１５ꎻ凌少军等ꎬ２０１７)ꎬ其表达式如下:Ｃ ｊ ＝ ｊ / (ａ＋ｂ－
ｊ)ꎬ式中:Ｃ ｊ为相似性系数ꎻａ、ｂ 分别为 Ａ、Ｂ 海拔段

的苦苣苔科植物种类数量ꎻｊ 为两海拔段共有的苦

苣苔科植物数量ꎮ 由表 ４ 可知ꎬ２１ 组相似性数据

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１２ ７ꎬ其中最小值为 ０ꎬ最大值为

０.５２７ ８ꎮ 不同海拔段之间相距越远ꎬ生态环境差

异越大ꎬ物种组成相似性系数越小ꎬ反之亦然ꎮ 如

Ｈ１ 与 Ｈ７ 的相似性系数为 ０ꎬ最低海拔与最高海拔

分布的物种所适应的环境不同ꎬ无共同物种分布ꎮ
中低海拔分布的物种最多但绝大多数具有特有

性ꎬ共同物种较少ꎬ因此其相似性系数并不是

最高ꎮ
２.４ 热点地区

采用筛除算法(Ｄｏｂｓｏｎꎬ １９９７ꎻ 张晓龙ꎬ２０１４ꎻ
张殷波等ꎬ２０１５)对贵州省野生苦苣苔科植物分布

的热点地区进行筛选ꎬ当包含物种数累计达到 ７５％
时共筛选得到 １０ 个县ꎬ分布 １１１ 种苦苣苔科植物ꎬ
包含荔波县、赤水市、兴义市、贞丰县、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贵定县、道真县、盘州市和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ꎮ 其中荔波县分布有 ５１ 种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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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物种丰富度ꎻ ｂ. 特有种丰富度ꎻ ｃ. 特有种 / 所有种比值ꎻ ｄ. 种数 / 属数比值ꎮ
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ꎻ ｂ.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ｃ.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 ａｌ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

图 １　 县级尺度下贵州野生苦苣苔科植物丰富度分布格局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ｓｃａｌｅ

表 ３　 不同海拔段的属种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海拔段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
代号
Ｃｏｄｅ

属数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属种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４８~ ５００ Ｈ１ １４ ４４ ０.３２
５００~ ９００ Ｈ２ １９ ８４ ０.２３
９００~ １ ３００ Ｈ３ ２４ ９９ ０.２４
１ ３００~ １ ７００ Ｈ４ ２４ ５９ ０.４１
１ ７００~ ２ １００ Ｈ５ １６ ３３ ０.４８
２ １００~ ２ ５００ Ｈ６ １２ ２２ ０.５５
２ ５００~ ２ ９００ Ｈ７ ６ ７ ０.８６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县级行政区ꎮ
分布 ２ 种的有 ９ 个县ꎬ剩下的县级区域只分布 １ 种

图 ２　 贵州苦苣苔科植物垂直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苦苣苔科植物ꎬ且仅在该区域有分布ꎬ如文采后蕊

苣苔 (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ｗｅｎｔｓａｉｉ)、 万山金盏苣苔 (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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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琦润石蝴蝶 (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ｑｉｒｕｎｉａｅ)
等ꎮ 当包含物种数累计达到 １００％时共筛选得到 ３９
个热点县ꎬ包含苦苣苔科植物 １５３ 种(图 ４)ꎮ

图 ３　 苦苣苔科植物不同海拔段优势属(≥１０)差异
Ｆｉｇ.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 １０)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图 ４　 基于筛除算法确立的贵州省苦苣苔科
植物分布的热点地区

Ｆｉｇ. ４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物种多样性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ꎬ是南方喀斯特中心区

域之一ꎬ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ꎮ 不同

类型的地貌环境和气候条件为苦苣苔科植物的生

长提供了多样的生境ꎮ 据统计ꎬ贵州省苦苣苔科

植物共有 ２ 族 ８ 亚族 ２８ 属 １５３ 种ꎬ占中国苦苣苔

科植物总属数的 ６２.２２％ꎬ总种数的 １９.４７％ꎬ 是中

表 ４　 贵州省不同海拔段苦苣苔科植物物种相似性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海拔段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Ｈ２ Ｈ３ Ｈ４ Ｈ５ Ｈ６ Ｈ７

Ｈ１ ０.４０６ ６ ０.２５４ ４ ０.１９７ ７ ０.０６９ ４ ０.０４７ ６ ０.０００ ０

Ｈ２ ０.４６４ ０ ０.２６５ ５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８１ ６ ０.０１１ １

Ｈ３ ０.４３６ ４ ０.２２２ ２ ０.１３０ ８ ０.０３９ ２

Ｈ４ ０.４１５ ４ ０.２４６ ２ ０.０６４ ５

Ｈ５ ０.５２７ ８ ０.１４２ ９

Ｈ６ ０.３１８ ２

国苦苣苔科植物重要的分布中心之一ꎬ中国特有

种和贵州特有种种类丰富ꎮ 广义马铃苣苔属、广
义报春苣苔属、半蒴苣苔属、石蝴蝶属、石山苣苔

属、蛛毛苣苔属和吊石苣苔属为贵州省的优势属ꎬ
共计 １１４ 种ꎮ 物种数排名前二的广西和云南ꎬ其
属数占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总属数分别为 ７３.３３％
和 ７５.５６％ꎬ与贵州的属数差异不大ꎬ但两省(区)
的物种数占中国总种数的比例远高于贵州省ꎬ分
别为 ４０.７１％和 ３５.８８％ꎬ由此可见ꎬ贵州省苦苣苔

科植物资源的野外调查工作和研究还不够深入ꎬ
可能存在大量新类群未被发现ꎮ 随着交通条件的

改善以及各类旅游区和景区开发ꎬ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野外调查工作的难度ꎬ在目前贵州省苦苣苔

科植物地理分布现状的基础上ꎬ进一步加强对该

科植物的野外调查和系统研究ꎬ将是今后一段时

间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物种多样性工作的重点ꎮ
３.２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地理分布格局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分布十分广泛ꎬ据统计

在 ７５ 个县级行政区均有分布ꎬ集中分布在黔南

州、黔西南州和遵义市ꎬ有 １２８ / ４５ 个中国 /贵州特

有种ꎮ 苦苣苔科植物对生境要求较特殊ꎬ因此ꎬ该
科植物的多样性格局可以间接地反映一个区域生

物多样性丰富度的状况ꎮ 分析特有苦苣苔科植物

在每一区域内所占比例ꎬ可以得到特有比例非常

高的一些重要区域在贵州省呈现出离散的分布格

局ꎬ尤其是一些物种丰富度很低的地区特有种比

例却很高ꎬ这一结果与筛除算法得到 １００％物种时

的热点地区相吻合ꎮ 虽然这些区域的物种多样性

较低ꎬ但是分布了一些区域特有种ꎬ因此ꎬ不可替

代性和补充贡献率较高ꎬ为了进一步提高野生苦

苣苔科植物的保护效率ꎬ这些区域的保护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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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得到提升ꎮ 当包含物种数累计达到 １００％时ꎬ
共筛选得到 ３９ 个热点县ꎬ包含苦苣苔科植物 １５３
种ꎬ在县级尺度上ꎬ荔波县、兴义市和赤水市等为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集中分布区域ꎬ其中ꎬ荔波县

成为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种类分布最丰富的县ꎮ
在垂直分布上ꎬ主要分布海拔为 ５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ꎬ最
大峰值在 ９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 海拔段ꎮ 如贵州省的报春

苣苔属、半蒴苣苔属大部分物种分布在海拔 ９００ ｍ
及以下ꎬ石山苣苔属多分布于海拔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处ꎬ而马铃苣苔属则海拔分布跨度大ꎬ在海拔

３００ ~ ２ ６００ ｍ 之间均有可能出现ꎮ
贵州与广西的相似程度最高ꎬ可能因为贵州

省大部分种类分布于南部ꎬ与广西相邻ꎬ地貌特征

与气候类型都非常相似ꎬ但数据显示ꎬ相似性系数

总体较低ꎬ可能是调查不够全面ꎬ还存在大量的新

类群和共有种未被调查到ꎻ又或许是各省独特的

地理环境和温暖湿润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为野生苦

苣苔科植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多样的生境条件ꎬ
使得贵州、广西、云南等地的苦苣苔科植物具较高

的区 域 特 有 性ꎬ 如 盘 州 马 铃 苣 苔 (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ｐａ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威 宁 短 檐 苣 苔 ( Ｏ. ｐａｎｋａｉｙｕａｅ
ｖａｒ.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ｎｓｅ)、卵瓣马铃苣苔(Ｏ. ｏｖａｔｉｌｏｂａｔａ)等
在贵州省仅分布于海拔 １ ７００ ｍ 以上ꎮ 因此ꎬ高山

深谷形成的生境隔离可能促进了苦苣苔科物种的

形成与维持(韦毅刚等ꎬ２００４)ꎮ 为了进一步提高

贵州省苦苣苔科物种多样性ꎬ应加强对热点地区

以及特有性较高的区域进行系统考察ꎬ同时需重

视文献资料未覆盖的区域ꎬ对适宜该科植物分布

的小生境地带进行全面调查ꎬ如常绿阔叶林林下、
石灰岩岩壁上、洞穴、天坑、峡谷、近水地带等ꎮ
３.３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苦苣苔科植物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ꎬ在进行

野外调研时发现ꎬ少部分苦苣苔科植物种类呈现

较大居群ꎬ但有部分种群逐渐变小ꎬ这是由于大部

分苦苣苔科植物适宜的洞穴、石灰岩岩壁、峡谷等

特殊生境遭到了破坏ꎬ种群很难恢复ꎬ还有一部分

具有药用价值的种类被人类大量采挖ꎬ造成居群

破坏ꎬ导致种群日趋减少甚至消亡ꎬ所以自然环境

的保护对野生苦苣苔科植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ꎮ 因此ꎬ应该对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保

护引起重视ꎬ尽快完善苦苣苔科植物的分布情况

及种群现状信息ꎬ加强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调查

和科学研究ꎬ准确把握资源分布、数量、生长状态

等ꎬ确定优先保护类群和优先保护区域ꎬ防止物种

消失ꎻ了解重要区域内该科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状

况和面临的威胁ꎬ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ꎬ积极开

展对苦苣苔科植物热点地区内的人民群众进行科

普宣传和教育工作ꎬ采用以就地保护为主ꎬ迁地保

育为辅的指导原则来开展有效的保护工作ꎬ减少

和消除人为干扰ꎬ从而提高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

保护成效ꎮ
苦苣苔科植物株型多样、花色绚丽、花朵结构

精巧等ꎬ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ꎬ深受人们的青睐ꎮ
贵州省苦苣苔科植物种类丰富、适应类型多、一年

四季几乎都有花开ꎬ种内往往产生各种各样的形

态变异ꎬ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ꎬ但几乎都处于野生

状态ꎬ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ꎮ 绝大部分种类

喜生于潮湿的石灰岩岩壁、石缝、峡谷ꎬ还有一部

分喜生于密林下阴湿处ꎬ可借鉴其自然环境下的

生长特性与岩石及其他岩生观赏植物进行搭配ꎬ
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景观ꎮ 一些叶大株高花朵艳丽

的种类ꎬ如半蒴苣苔(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ｓｕｂｃａｐｉｔａｔａ)、荔波

报 春 苣 苔 (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ｌｉｂｏｅｎｓｉｓ )、 牛 耳 朵 ( Ｐ.
ｅｂｕｒｎｅａ)等ꎬ以其耐荫的特性可作为林下花境、荫
生地被等ꎬ丰富了植物群落层次结构ꎮ 总而言之ꎬ
该科植物是假山造景、盆花和花境等特色景观的

优良材料ꎬ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ꎬ因此ꎬ建议深入

研究苦苣苔科植物的种质资源ꎬ引种驯化观赏价

值较高的种类ꎬ使美丽的野生苦苣苔科观赏植物

走出深山ꎬ应用到花卉产业中ꎮ

参考文献:

ＣＡＩ Ｌꎬ ＧＵＯ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Ｒ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ｐａ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３９３ (３): ２８７－２９１.

ＤＯＢＳＯＮ ＡＰꎬ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ＪＰꎬ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Ｗ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７５: ５５０－５５３.

ＦＵ ＬＦꎬ ＬＩ Ｓꎬ ＸＩＮ Ｚ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ｎｇ’ｓ ａｎｄ Ｗｅｂｅｒ’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２６(１): １１８－１３１. [符龙飞ꎬ 黎舒ꎬ 辛子兵ꎬ 等ꎬ
２０１９.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中王文采旧分类系统与 Ｗｅｂｅｒ 新
分类系统的名实更替 [Ｊ]. 广西科学ꎬ ２６(１): １１８－１３１.]

ＦＵ Ｑꎬ ＧＵＯ Ｙꎬ ＨＵＡＮＧ 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ａ.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ｏｖａｔｉｌｏｂａｔａ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ｎｎ Ｂｏｔ Ｆｅｎｎꎬ ５６: ２５９－２６５.

７１２２ 期 黄梅等: 贵州省野生苦苣苔科物种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ＦＵ Ｑꎬ ＸＩＡ Ｙꎬ ＧＵＯ 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ｂ.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ｏｄｏｎｔｏｐｅｔａｌａ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ꎬ １２４: １－９.

ＦＡＮ ＺＷꎬ ＣＡＩ Ｌꎬ ＹＡＮＧ Ｊ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ｌｕｔｅｏｆｌｏｒｕｓ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ꎬ １５７: １６７－１７３.

ＧＥ ＹＺꎬ ＸＩＮ ＺＢꎬ ＬＩ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４０(１０): １４９１－１５０４. [葛玉珍ꎬ 辛
子兵ꎬ 黎舒ꎬ 等ꎬ ２０２０. 广西苦苣苔科植物濒危程度和优

先保护序列研究 [Ｊ]. 广西植物ꎬ ４０(１０): １４９１－１５０４.]
ＧＵＯ ＺＹꎬ ＬＩ ＺＹꎬ ＸＩＡＮＧ ＸＧꎬ ２０１８.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ｙｕｎｅｎｓｉｓ

(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Ｎｏｒｄ Ｊ Ｂｏｔꎬ ３６(９): １－７.

ＧＵＯ ＺＹꎬ ＷＵ ＺＷꎬ ＸＵ Ｗ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ａ
(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ｈｙｔｏＫｅｙｓꎬ １５３: ３７－４８.

ＨＡＮ ＭＱꎬ ２０１８.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Ｄ].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韩孟奇ꎬ ２０１８. 中国石蝴蝶属(苦苣苔科)的
分类学研究 [Ｄ].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ＨＯＮＧ Ｘꎬ ＬＩ Ｓꎬ ＣＡＩ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２６(１): １７－３６. [洪欣ꎬ 黎
舒ꎬ 蔡磊ꎬ 等ꎬ ２０１９.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物种中文名的选
定 /拟定原则建议初探 [Ｊ]. 广西科学ꎬ ２６(１): １７－３６.]

ＬＩ Ｓꎬ ＴＡＮＧ ＳＨꎬ ＲＥＮ ＱＦꎬ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ＩＩ)
[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ｃｉꎬ ３８(３): １－５. [李飒ꎬ 汤升虎ꎬ 任启飞ꎬ
等ꎬ ２０２０. 贵州苦苣苔科植物新种资料(３) [Ｊ]. 贵州科
学ꎬ ３８(３): １－５.]

ＬＩ ＹＫꎬ１９８８.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Ｖｏｌ. ４ [Ｍ].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５８１－６７２. [李永康ꎬ １９８８. 贵州植物志:
第 ４ 卷 [Ｍ].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５８１－６７２.]

ＬＩ ＺＹꎬ ＷＡＮＧ ＹＺꎬ ２００５.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Ｈｅ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李振宇ꎬ 王印政ꎬ ２００５.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Ｍ].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ＬＩＮＧ ＳＪꎬ ＭＥＮＧ ＱＷꎬ Ｔ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ｏ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８): ８０７－８１５. [凌少
军ꎬ 孟千万ꎬ 唐亮ꎬ 等ꎬ ２０１７. 海南岛苦苣苔科植物的地

理分布格局与系统发育关系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５(８):
８０７－８１５.]

ＬＵ ＺＣꎬ ＮＧＵＹＥＮ ＫＳꎬ ＰＨＡＮ Ｋ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ａ
ｒａｒｅ ｇｅｎｕｓ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４０(１０): １４４５－１４４９. [陆昭岑ꎬ ＮＧＵＹＥＮ
ＫＨＡＮＧ ＳＩＮＨꎬ ＰＨＡＮ ＫＥ ＬＯＣꎬ 等ꎬ ２０２０. 苦苣苔科凹柱

苣苔属在越南的发现及水晶凹柱苣苔的补充描述
[Ｊ]. 广西植物ꎬ ４０(１０): １４４５－１４４９.]

ＬＵＯ Ｙꎬ ＤＥＮＧ ＬＹꎬ ＹＡＮＧ ＣＨꎬ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４０６ －
４１２. [罗扬ꎬ 邓伦秀ꎬ 杨成华ꎬ ２０１５. 贵州维管束植物编
目 [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４０６－４１２.]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ＤＪꎬ ２０１４.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 [ Ｊ].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Ｂｕｌｌ Ｓｉｎｇａｐꎬ ６６(２): １９５－２０５.

ＭÖＬＬＥＲ Ｍꎬ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ＤＪꎬ ＮＩＳＨＩＩ 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２３: １－３６.

ＭÖＬＬＥＲ Ｍꎬ ＷＥＩ ＹＧꎬ ＷＥＮ 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Ｙｏｕ ｗｉｎ ｓｏｍｅ
ｙｏｕ ｌｏｓｅ ｓｏｍ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６ ( １): ４４ － ６０. [ ＭÖＬＬＥ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ꎬ 韦毅刚ꎬ 温放ꎬ 等ꎬ ２０１６. 得与失: 苦苣苔科
新的属级界定与分类系统———中国该科植物之变迁
[Ｊ]. 广西植物ꎬ ３６(１): ４４－６０.]

ＰＥＮＧ Ｔꎬ ＸＵ Ｔꎬ ２０１９. Ｏｐｉｔｈａｎｄｒ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ꎬ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Ｊ]. Ｍｏｌ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ꎬ
１７(８): ２７２４－２７２７. [彭涛ꎬ 徐婷ꎬ ２０１９. 贵州苦苣苔科一
新记录种———皱叶后蕊苣苔 [Ｊ]. 分子植物育种ꎬ １７(８):
２７２４－２７２７.]

ＱＩＵ ＺＪꎬ ＬＩＵ ＺＹꎬ ２０１５.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邱志敬ꎬ 刘正宇ꎬ ２０１５. 中
国石蝴蝶属植物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ＳＵ ＬＹꎬ ＰＥＮＧ Ｔꎬ ＺＨＡＯ Ｚ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９ ( ８ ): ９９７ －
１００６. [苏兰英ꎬ 彭涛ꎬ 赵志国ꎬ 等ꎬ ２０１９. 苦苣苔科石山
苣苔属一新种———重庆石山苣苔 [Ｊ]. 广西植物ꎬ ３９(８):
９９７－１００６.]

ＴＡＮＧ ＳＨꎬ ＬＩ Ｓꎬ ＹＡＮＧ Ｊ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ｃｉꎬ
３８(１): １－７. [汤升虎ꎬ 李飒ꎬ 杨加文ꎬ 等ꎬ ２０２０. 贵州苦

苣苔科植物名录 [Ｊ]. 贵州科学ꎬ ３８(１): １－７.]
ＷＡＮＧ ＷＣ (ＷＴ)ꎬ １９９０.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６９: １２５ － ５８１. [王 文 采ꎬ
１９９０. 中国植物志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６９: １２５－５８１.]

ＷＡＮＧ ＷＣ ( ＷＴ )ꎬ ＰＡＮ ＫＹꎬ ＬＩ Ｚ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Ｍ ] / / ＷＵ ＺＹꎬ ＲＡＶＥＮ ＰＨ.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ꎻ Ｓｔ. Ｌｏｕｉｓ: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８: ２４４－４０１.

ＷＥＢＥＲ Ａꎬ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ＤＪꎬ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ｒｉｔ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 (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Ｊ]. Ｔａｘｏｎꎬ ６０ ( ３):
７６７－７９０.

ＷＥＢＥＲ Ａꎬ ＷＥＩ ＹＧꎬ ＰＵＧＬＩＳＩ 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ｂ. Ａ ｎｅ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２３: ４９－６７.

ＷＥＢＥＲ Ａꎬ ＷＥＩ ＹＧꎬ ＳＯＮＴＡＧ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ｃ.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ｒｉｇｇｓｉａ ｉｎｔｏ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２３: ３７－４８.

ＷＥＩ ＹＧꎬ ２０１０.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８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６０６ －
６４５. [韦毅刚ꎬ ２０１０. 华南苦苣苔科植物 [Ｍ]. 南宁: 广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６０６－６４５.]

ＷＥＩ ＹＧꎬ ＷＥＮ Ｆꎬ ＣＨＥＮ Ｗ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ꎬ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ｕ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ｏｉｄ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Ｊ ]. Ｅｄｉｎｂ Ｊ Ｂｏｔꎬ
６７(１): １６１－１８４.

ＷＥＩ ＹＧꎬ ＺＨＯＮＧ ＳＨꎬ ＷＥＮ ＨＱꎬ ２００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 Ｒｅｓｏｕｒꎬ ２６: １７３－１８２. [韦毅刚ꎬ 钟树华ꎬ 文和群ꎬ
２００４. 广西苦苣苔科植物区系和生态特点研究 [Ｊ]. 植物
分类与资源学报ꎬ ２６: １７３－１８２.]

ＷＥＮ Ｆꎬ ２００８.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温放ꎬ ２００８. 广西苦
苣苔科观赏植物资源调查与引种研究 [Ｄ]. 北京: 北京
林业大学.]

ＷＥＮ Ｆꎬ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４０
(１０). [温放ꎬ ２０２０. 苦苣苔科植物介绍 [Ｊ]. 广西植物ꎬ
４０(１０).]

ＷＥＮ Ｆꎬ ＬＩ Ｓꎬ ＸＩＮ Ｚ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ｓｔ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２６(１): ３７－６３. [温放ꎬ 黎舒ꎬ 辛子兵ꎬ
等ꎬ ２０１９. 新中文命名规则下的最新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名
录 [Ｊ]. 广西科学ꎬ ２６(１): ３７－６３.]

ＷＥＮ Ｆꎬ ＷＥＩ ＹＧꎬ ＦＵ Ｌ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Ｂ/ ＯＬ]. Ｔｈｅ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ｔｔｐ:/ / ｇｃｃｃ.ｇｘｉｂ.ｃｎ / ｃｎ / ａｂｏｕｔ－６８.ａｓｐｘ. [温
放ꎬ 韦毅刚ꎬ 符龙飞ꎬ 等ꎬ ２０２０.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名录
[ＥＢ/ ＯＬ].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保育中心ꎬ ｈｔｔｐ:/ / ｇｃｃｃ.
ｇｘｉｂ.ｃｎ / ｃｎ / ａｂｏｕｔ－６８.ａｓｐｘ.]

ＸＩＮ ＺＢꎬ ＦＵ ＬＦꎬ ＬＩ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ｗ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２６(１): １０２ － １１７. [辛子兵ꎬ 符龙飞ꎬ 黎舒ꎬ 等ꎬ
２０１９.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系统历史变化———兼论
该科植物在我国合格发表的新分类群与国家级分布新记
录情况分析 [Ｊ]. 广西科学ꎬ ２６(１): １０２－１１７.]

ＸＩＮ ＺＢꎬ ＦＵ ＬＦꎬ ＨＵＡＮＧ Ｚ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ｃｈｉ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ꎬ ６５(２): １８１－１８６.

ＸＵ Ｔꎬ ２０２０. Ａ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ａ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ａｏｌ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Ｄ].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徐婷ꎬ ２０２０.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苦苣苔科植物分类学研究 [Ｄ]. 贵阳: 贵州师范
大学.]

ＸＵ ＷＢꎬ ＧＵＯ Ｊꎬ ＰＡＮ 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７
(１０): １２１９－１２２６. [许为斌ꎬ 郭婧ꎬ 盘波ꎬ 等ꎬ ２０１７. 中国
苦苣苔科植物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 Ｊ]. 广西植物ꎬ
３７(１０): １２１９－１２２６.]

ＸＵ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ＨＹꎬ ＸＩＥ Ｔ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６(７): ６７８－６８９. [徐翔ꎬ 张化永ꎬ 谢
婷ꎬ 等ꎬ ２０１８. 西双版纳种子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垂直格局
及机制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６(７): ６７８－６８９.]

ＹＡＮＧ ＪＷꎬ ＣＡＩ Ｌꎬ ２０１９. Ｆｏｕｒ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２６
(１): ８６－８８. [杨加文ꎬ 蔡磊ꎬ ２０１９. 贵州苦苣苔科植物 ４
新记录种 [Ｊ]. 广西科学ꎬ ２６(１): ８６－８８.]

ＹＡＮＧ Ｌꎬ ＪＩＡＮＧ ＹＬꎬ ＹＡＮＧ Ｃ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ｎｄｄｒｏｂｉｕｍ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Ｊ]. Ｓｅｅｄꎬ
３９(２): ５７－６２. [杨林ꎬ 姜运力ꎬ 杨成华ꎬ 等ꎬ ２０２０. 贵州
石斛属植物种类资源研究 [Ｊ]. 种子ꎬ ３９(２): ５７－６２.]

ＹＡＮＧ ＬＨꎬ ＦＥＮＧ Ｃꎬ ＸＵ Ｍ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ｏｉｄｅａｅ (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ｕｎｄｅｒ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Ｊ Ｔｒｏｐ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Ｂｏｔꎬ ２７
(５): ５４８－５５７. [杨丽华ꎬ 冯晨ꎬ 徐梅珍ꎬ 等ꎬ ２０１９. 新分
类系统下长蒴苣苔亚科(苦苣苔科)细胞学研究概述
[Ｊ].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ꎬ ２７(５): ５４８－５５７.]

ＺＨＡＯ ＸＱꎬ ＡＮ ＭＴꎬ ２０１５. Ｗｉｌｄ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Ｍ].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赵熙黔ꎬ 安明态ꎬ ２０１５. 贵阳市野生兰
科植物资源 [Ｍ].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ＺＨＡＮＧ ＸＬꎬ ２０１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张晓龙ꎬ ２０１４. 中国野生兰科植物地理分布
格局研究 [Ｄ]. 太原: 山西大学.]

ＺＨＡＮＧ ＹＢꎬ ＤＵ ＨＤꎬ ＪＩＮ Ｘ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 Ｓｃｉ Ｂｕｌｌꎬ ６０(２): １７９－１８８. [张殷波ꎬ 杜昊东ꎬ
金效华ꎬ 等ꎬ ２０１５. 中国野生兰科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地理
分布 [Ｊ]. 科学通报ꎬ ６０(２): １７９－１８８.]

(责任编辑　 周翠鸣)

本文附录请到本刊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 ｃｈ / ｒｅａｄｅｒ / ｃｒｅａｔｅ＿ｐｄｆ.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ｏ＝
２２０２０５＆ｆｌａｇ＝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ｇｘｚｗ＆ｙｅａｒ＿ｉｄ＝２０２２)下载ꎮ

９１２２ 期 黄梅等: 贵州省野生苦苣苔科物种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