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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嘎山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多样性与海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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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ꎻ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ꎻ ３. 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ꎬ 四川 康定 ６２６０００ )

摘　 要: 贡嘎山是横断山脉海拔最高的一座大山ꎬ是研究山地植物多样性和海拔分布的理想地区ꎮ 为了探

讨贡嘎山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组成及海拔分布特点ꎬ该研究基于野外考察、标本采集鉴定及文献

考证ꎬ对贡嘎山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进行统计和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贡嘎山地区有石松类植物 ３ 科 ４ 属

２５ 种ꎬ蕨类植物有 ２３ 科 ５６ 属 ２９１ 种ꎮ ( ２) 主要的珍稀濒危植物有 ６ 种ꎬ分别是高寒水韭 ( Ｉｓｏëｔｅｓ
ｈｙｐｓｏｐｈｉｌａ)、松叶蕨(Ｐｓｉｌｏｔｕｍ ｎｕｄｕｍ)、桫椤(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小叶中国蕨(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ｌｂｏｆｕｓｃａ)、玉龙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ｇｌａｃｉａｌｅ)和扇蕨(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ｐａｌｍａｔｏｐｅｄａｔｕｓ)ꎮ (３)优势科为鳞毛蕨科(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７５ 种、水
龙骨科(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５６ 种、凤尾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５４ 种和蹄盖蕨科(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３７ 种ꎻ优势属为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４５ 种、鳞毛蕨属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２４ 种、蹄盖蕨属 (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２４ 种和瓦韦属 (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１９ 种ꎮ
(４)区系以温带成分为主ꎬ有 ２８６ 种(９３.７７％)ꎮ 随着海拔的上升ꎬ石松类和蕨类的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加ꎬ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海拔段的物种多样性最高ꎬ为 ２０ 科 ４６ 属 １９２ 种ꎬ３ ０００ ｍ 以上物种多样性逐渐下降ꎬ４ ５００ ｍ
以上仅分布有 ４ 种蕨类植物ꎮ 此外ꎬ该研究还发现ꎬ随着海拔的升高ꎬ中国－喜马拉雅成分逐渐增加ꎮ
关键词: 区系ꎬ 贡嘎山ꎬ 濒危物种ꎬ 温带成分ꎬ 海拔分布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２２)０２￣０２２０￣０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Ｕ Ｊｉａｙｕ１ꎬ２ꎬ ＪＩＡＮＧ Ｙｏｎｇ３ꎬ ＷＡＮＧ Ｙｕ３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ｈｕａ１ꎬ２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ｃｈｕｎ１∗

(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３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Ｋａｎｇｄｉｎｇ ６２６０００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ｅａｋ ｏｆ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ｓ ａ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ｉｔ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３１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６０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２６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２)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ｓｉ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ｓｏëｔｅｓ ｈｙｐｓｏｐｈｉｌａꎬ Ｐｓｉｌｏｔｕｍ ｎｕｄｕｍꎬ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ꎬ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ｌｂｏｆｕｓｃａꎬ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１－１９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１８７２６５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１８７２６５１)]ꎮ
第一作者: 胡佳玉(１９９７－)ꎬ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植物学ꎬ(Ｅ￣ｍａｉｌ)ｈｕｊｉａｙｕ＠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ꎮ

∗通信作者: 张宪春ꎬ博士ꎬ研究员ꎬ研究方向为植物学ꎬ(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ｘｃ＠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ꎮ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ｇｌａｃｉａｌｅ ａｎｄ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ｐａｌｍａｔｏｐｅｄａｔｕｓ. (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ｎ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ｆｏｕ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７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５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５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３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ｆｏｕ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ｒｅ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４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２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２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１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８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９３.７７％)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 ０００ ｔｏ ３ ０００ ｍꎬ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ｍ ｗｈｅｒｅ １９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６０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２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ꎬ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３ ０００ ｍꎬ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ｒｎｓ ｆｏｕｎｄ ｏｖｅｒ ４ ５００ ｍ. Ｗｈｅｎ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ｂ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ꎬ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横断山脉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自然环

境和生态系统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应俊生和张志

松ꎬ１９８４ꎻ李锡文和李捷ꎬ１９９３ꎻ钟祥浩ꎬ１９９８)ꎮ 青

藏高原－喜马拉雅－横断山脉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丰

富的高山植物区系(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横断山脉不

仅是高山植物起源和分化的摇篮ꎬ而且是喜马拉

雅和青藏高原物种多样性的主要来源(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由于受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因素的影响ꎬ
横断山脉地区被认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中最脆弱的地区之一(Ｂｏｕｆｆｏｒｄꎬ ２０１４)ꎮ
贡嘎山位于横断山脉东北段ꎬ是横断山脉最

高峰ꎬ拥有完整的垂直植被带谱(李文华等ꎬ１９９８ꎻ
沈泽昊等ꎬ２００１)ꎮ 很多研究者认为ꎬ海拔是影响

物种丰富度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Ｂｒｏｗｎꎬ ２００１ꎻ
李瑞年等ꎬ２０１３)ꎮ 由于山体面积大ꎬ海拔落差高

达 ６ ０００ ｍꎬ地质活动频繁ꎬ气候条件复杂多样ꎬ贡
嘎山的植被类型和植物种类极其丰富ꎮ 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是森林群落的重要组成成分ꎬ孔宪需和

张丽兵(１９９６)曾报道贡嘎山地区有蕨类植物 ４０
科 ９３ 属 ３９９ 种ꎮ 但是ꎬ近 ２０ 年来ꎬ随着分子系统

学研究的深入ꎬ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科属概念发

生了很大变化(ＰＰＧꎬ ２０１６)ꎮ 并且ꎬ近年来许多研

究者对贡嘎山有了更深入的野外调查ꎬ增加了一

些物种的分布记录ꎬ对以往一些标本的错误鉴定

也进行了纠正ꎮ 因此ꎬ有必要基于最新的物种名

录对该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进行区系分析ꎮ
本研究通过对贡嘎山地区多次的野外考察ꎬ

标本采集与鉴定ꎬ基于最新的分类系统ꎬ对贡嘎山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名录进行统计ꎬ探讨该地

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区系成分ꎬ并对不同海拔

段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成分进行分析ꎬ为贡嘎山

国家自然保护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泸定

县、康定县、九龙县和石棉县境内ꎮ 地理位置为

１０１°２９′—１０２° １２′ Ｅ、２９° ０１′—３０° ０５′ Ｎꎬ总面积

４０９ １４３ ｈｍ２ꎮ 贡嘎山主峰也是四川省最高峰ꎬ海
拔７ ５５６ ｍꎬ其周围有 ４５ 座 ６ ０００ ｍ 以上的山峰ꎮ
贡嘎山地区地质构造活动频繁ꎬ随着山体的抬升ꎬ
河流东西两坡形成高差近 ５ ０００ ｍ 的峡谷ꎮ

四川省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属于温

带高原气候ꎬ随着海拔梯度升高ꎬ出现了亚热带、
暖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寒带和极地带气候ꎮ 在

夏季ꎬ贡嘎山地区受东亚季风和南亚季风的影响ꎬ
会有丰富的降水ꎬ降水量会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大ꎮ
正是这种局部气候多样化的特点ꎬ为该地区形成

复杂的植物区系提供了可能ꎮ

２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２.１ 数据获取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期间ꎬ我们对贡嘎山地区进行

多次野外考察ꎬ对贡嘎山地区境内 ４ 个县大部分

地区进行了重点调查ꎬ包括康定县的折多山、沙德

镇、新都桥、榆林乡、子梅村、雅家梗ꎻ泸定县的海

螺沟、燕子沟、南门关沟、小河子沟ꎻ石棉县的草

科、唐家沟、草科乡、田湾乡ꎻ九龙县的磨子沟、洪
坝乡、汤古乡等ꎬ共采集植物标本 ６ ３３８ 号ꎮ 通过

对这些标本进行鉴定ꎬ参考«中国植物志» «四川植

物志»(孔宪需等ꎬ１９８８)、«横断山区维管植物»
(王文采等ꎬ １９９３) 与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等相关资料并下载了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的相关记录ꎬ采用最新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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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类和蕨类植物分类系统 ＰＰＧ Ｉ (２０１６)ꎬ结合有关

类群的最新研究成果ꎬ如将扇蕨属(Ｎｅｏｃｈｅｉｒｏｐｔｅｒｉｓ)
和盾蕨属 (Ｎｅｏ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等归入瓦韦属 (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整理出贡嘎山地区石松类和蕨

类的 科 属 名 录 ( 附 表 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ｉｈａｉ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在线发布)ꎮ
２.２ 分析方法

２.２.１ 区系地理成分划分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类

型的划分参照吴征镒等 ( ２００６ꎬ２０１１) 和陆树刚

(２００４)的方法ꎮ 其中ꎬ热带亚洲－热带美洲间断分

布、中亚分布、旧世界温带分布这 ３ 种类型在贡嘎

山地区没有分布ꎬ因此贡嘎山地区只划分为 １２ 种

分布类型ꎮ 在统计分析中ꎬ忽略大部分分布亚型ꎬ
仅保留了东亚分布型的 ３ 个变型:东亚广布(Ｓ￣Ｊ￣Ｈ
型)、中国－日本变型( Ｓ￣Ｊ 型)和中国－喜马拉雅变

型(Ｓ￣Ｈ 型)ꎮ 同时ꎬ结合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的

比值(Ｒ / Ｔ 比值)衡量区系的热带或温带属性(彭
华ꎬ１９９６ꎻ冯建孟和徐成东ꎬ２００８)ꎮ
２.２.２ 海拔区域划分 　 由于«中国植物志»所记载

的物种海拔信息为全国分布海拔ꎬ对贡嘎山地区

植物垂直分布格局分析不具有统计意义ꎬ因此通

过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下
载该地区 ４ 个县(康定县、泸定县、九龙县、石棉

县)的所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采集记录ꎬ并结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贡嘎山维管植物本底调查考察队野

外标本采集记录ꎬ对每个物种采集地的海拔进行

统计ꎮ 海拔划分参照王志恒等(２００４)的方法ꎬ将
贡嘎山地区由高到低依次分为若干个海拔段ꎬ以
５００ ｍ 为一个海拔段ꎬ由于该地区 １ ０００ ｍ 以下地

区面积较小ꎬ且采集记录较少ꎬ因此只统计海拔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的数据ꎬ虽然贡嘎山主峰海拔高达

７ ５５６ ｍꎬ但能够分布到海拔 ４ ５００ ｍ 以上的物种

很少ꎬ因此将海拔 ４ ５００ ｍ 以上作为一个海拔段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科、属和种类组成

贡嘎山地区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２６ 科 ６０ 属

３１６ 种(表 １)ꎬ其中石松类植物 ３ 科 ４ 属 ２５ 种ꎬ蕨
类植物 ２３ 科 ５６ 属 ２９１ 种ꎮ 按照周喜乐等(２０１６)
的统计ꎬ中国分布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４０ 科 １７８
属 ２ ２７０ 种ꎬ贡嘎山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别占

全国科的 ６５％、属的 ３３.７１％和种的 １３.９２％ꎮ

３.１.１ 科的区系特征　 优势科的确定以科在贡嘎山

分布的种数大于 ２０ 为标准ꎬ贡嘎山地区优势科为鳞

毛 蕨 科 (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 ７５ 种、 水 龙 骨 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５６ 种、凤尾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５４ 种

和蹄盖蕨科(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３７ 种ꎮ 这 ４ 个优势科ꎬ包
含了 ２８ 属和 ２２２ 种ꎬ占总科数的 １５.３８％、总属数的

４６.６７％、总种数的 ７０.２５％ꎮ 其中:鳞毛蕨科 ４ 属 ７５
种ꎬ为世界分布型ꎻ水龙骨科 ４ 属 ７５ 种ꎬ为泛热带分

布型ꎻ凤尾蕨科 ９ 属 ５４ 种ꎬ为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

分布型ꎻ蹄盖蕨科 ５ 属 ３７ 种ꎬ广布全世界热带至寒

温带各地ꎬ以热带、亚热带山地为多ꎮ 含有 １０ ~ １９
种 的 科 有 石 松 科 (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 卷 柏 科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铁角蕨科(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金星蕨

科(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ꎬ共 ８ 属 ２８ 种ꎻ含有 ２ ~ ９ 种的

科有 １０ 科ꎻ仅有 １ 种的科有 ８ 科ꎮ
３.１.２ 属的区系特征 　 优势属的确定以属在贡嘎

山分布的种数大于 １５ 为标准ꎬ共有 ４ 个优势属ꎬ
包括 １１２ 种ꎬ占该地区总数 ３５.４４％ꎮ 其中: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４５ 种ꎻ鳞毛蕨属(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２４ 种ꎻ
蹄盖蕨属(Ａｔｈｙｒｉｕｍ)２４ 种ꎻ瓦韦属 １９ 种ꎮ 孔宪需

(１９８４)在«四川蕨类植物地理特点»一文中提出

的“耳蕨－鳞毛蕨类植物区系”基本反映了这一地

区的类群特点ꎮ 关于特有属的组成ꎬ孔宪需和张

丽兵(１９９６)认为贡嘎山有 ７ 个特有属ꎬ但近年来

系统生物学的研究表明ꎬ该地区已无特有属ꎬ其
中: 中 国 蕨 属 ( Ｓｉ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 归 入 粉 背 蕨 属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ꎻ水鳖蕨属( Ｓｉｎｅｐｈｒｏｐｔｅｒｉｓ)归入铁角

蕨属(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ꎻ滇蕨属(Ｃｈｅｉｌａｎｔｈｏｐｓｉｓ)归入岩蕨

属(Ｗｏｏｄｓｉａ)ꎻ玉龙蕨属 ( Ｓｏｒｏ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归入耳蕨

属ꎻ假钻毛蕨属 ( Ｐａｒａｄａｖａｌｌｏｄｅｓ) 归入骨碎补属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ꎻ扇蕨属、宽带蕨属(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ｉａ)归入瓦

韦属ꎮ
３.１.３ 珍稀濒危植物　 贡嘎山地区分布有 ３１６ 种石

松类和蕨类植物ꎬ按照董仕勇等(２０１７)对中国石

松类和蕨类植物红色名录评估的结果ꎬ贡嘎山地

区没有极危(ＣＲ)和濒危(ＥＮ)的物种ꎬ但有 １４ 种

易危(ＶＵ)或近危(ＮＴ)物种:皱边石杉(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ｃｒｉｓｐａｔａꎬ易危 ＶＵ)、高寒水韭( Ｉｓｏëｔｅｓ ｈｙｐｓｏｐｈｉｌａꎬ易
危 ＶＵ)、松叶蕨(Ｐｓｉｌｏｔｕｍ ｎｕｄｕｍꎬ易危 ＶＵ)、脉纹鳞

毛蕨(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ｌａｃｈｏｏｎｇｅｎｓｉｓꎬ易危 ＶＵ)、川滇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ꎬ易危 ＶＵ)、中华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ꎬ近危 ＮＴ)、垫状卷柏(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ｐｕｌｖｉｎａｔａꎬ
近危 ＮＴ)、 绒毛阴地蕨(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 ｌａｎｕｇｉｎｏｓｕｍꎬ 近

２２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１　 贡嘎山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属、种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卷柏科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水韭科 Ｉｓｏëｔａｃｅａｅ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松叶蕨 Ｐｓｉｌｏｔａｃｅａｅ
瓶尔小草科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ａｃｅａｅ
紫萁科 Ｏｓｍｕｎｄａｃｅａｅ
膜蕨科 Ｈｙｍ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里白科 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瘤足蕨科 Ｐｌａｇｉｏｇ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桫椤科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鳞始蕨科 Ｌｉｎｄｓａｅａｃｅａｅ
碗蕨科 Ｄｅｎ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２
１２
１
６
１
３
３
４
１
１
１
１
３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冷蕨科 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铁角蕨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金星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岩蕨科 Ｗｏｏｄｓｉａｃｅａｅ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球子蕨科 Ｏｎｏｃｌｅａｃｅａｅ
乌毛蕨科 Ｂｌｅｃｈｎａｃｅａｅ
肿足蕨科 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ａｃｅａｅ
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肾蕨科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ｄａｃｅａｅ
骨碎补科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水龙骨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９
２
１
４
１
５
２
１
１
４
１
１
１０

５４
７
１２
１２
５
３７
２
１
２
７５
１
３
５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 ６０ ３１６

危 ＮＴ)、桫椤(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ꎬ近危 ＮＴ)、毛足铁

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ｂｏｎａｔｉａｎｕｍꎬ近危 ＮＴ)、灰背铁线蕨

(Ａ. ｍｙｒｉｏｓｏｒｕｍꎬ 近 危 ＮＴ)、 玉 龙 蕨 (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ｇｌａｃｉａｌｅꎬ 近 危 ＮＴ )、 石 莲 姜 槲 蕨 (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ꎬ 近 危 ＮＴ )、 虎 尾 蒿 蕨 ( Ｔｏｍ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ｆａｌｃａｔａꎬ近危 ＮＴ)ꎮ 通过野外调查ꎬ我们认为贡

嘎山地区分布的高寒水韭、松叶蕨、桫椤、小叶中

国 蕨 ( 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ａｌｂｏｆｕｓｃａ )、 玉 龙 蕨 和 扇 蕨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ｐａｌｍａｔｏｐｅｄａｔｕｓ)等 ６ 种应该加以重点保

护ꎬ其中桫椤在贡嘎山的分布为其最西北边界ꎬ并
且在形态上有一定的变异ꎬ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

究和加强保护ꎮ
３.２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地理分布类型

由于采用的分类系统不同ꎬ以及近年来对于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属的划分变化较大ꎬ因此本

文在划分地理成分时以种为单位进行讨论ꎬ更能

准确反映其区系特性(表 ２)ꎮ 在贡嘎山地区物种

的 １２ 个分布类型中(图 １):热带成分共 １９ 种ꎬ占
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６.２３％ꎻ温带成分共 ２８６ 种ꎬ
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９３.７７％ꎬ其中主要成分为

东亚成分ꎬ共 １６６ 种ꎬ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５４.４％ꎮ
世界 广 布 种 有 １１ 种ꎮ 主 要 有 扁 枝 石 松

(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ｕｍ )、 节 节 草 (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铁线蕨(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ｕｓ￣ｖｅｎｅｒｉｓ)、

欧 洲 凤 尾 蕨 ( Ｐｔｅｒｉｓ ｃｒｅｔｉｃａ )、 冷 蕨 ( Ｃｙｓ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ｆｒａｇｉｌｉｓ) 和 肾 蕨 (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 等ꎮ Ｇｏｏｄ
(１９７４)认为世界广布种对生境选择要求较低ꎬ在
全球分布广泛ꎬ不能体现地理分布的代表性ꎮ 因

此ꎬ我们在计算区系成分比例时往往不包括世界

广布型ꎮ
热带分布种有 １９ 种ꎮ 其中:泛热带分布有 ４

种ꎬ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１. ３１％ꎬ如蜈蚣草

(Ｐｔｅｒｉｓ ｖｉｔｔａｔａ)、变异铁角蕨(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ｖａｒｉａｎｓ)等ꎻ
旧大陆热带分布的有乌蕨(Ｏｄｏｎｔｏｓｏｒ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鞭叶铁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２ 种ꎻ热带亚洲－
热 带 大 洋 洲 分 布 的 有 笔 管 草 (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ｄｅｂｉｌｅ )、 柄 叶 瓶 尔 小 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ｍ)、毛叶假蹄盖蕨(Ｄｅｐａｒｉａ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ｉｉ)３ 种ꎻ热带亚洲－热带非洲分布的仅肿足

蕨(Ｈｙｐｏｄｅｍａｔｉｕｍ ｃｒｅｎａｔｕｍ)１ 种ꎻ热带亚洲分布的

有 ９ 种ꎬ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２.９５％ꎬ如黑足金

粉蕨 (Ｏｎｙｃｈｉｕｍ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ｍｍｏｉｄｅｓ) 和尖裂假瘤蕨

(Ｓｅｌｌｉｇｕｅａ ｏｘｙｌｏｂａ)等ꎮ
贡嘎山地区以温带成分种类最多ꎬ达 ２８６ 种ꎮ

其中:北温带分布的有 １０ 种ꎬ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

的 ３. ２８％ꎬ 如 问 荆 (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 羽 节 蕨

( Ｇｙｍｎｏｃａｒｐｉｕｍ ｊｅｓｓｏｅｎｓｅ )、 卵 果 蕨 ( Ｐｈｅｇｏｐｔｅｒｉ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ｌｉｓ) 和荚果蕨 (Ｍａｔｔｅｕｃｃｉａ ｓｔｒｕｔｈｏｐｔｅｒｉｓ) 等ꎻ
温带亚洲分布的有 ６ 种ꎬ 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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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贡嘎山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ｏｎ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１.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１ —

２.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４ １.３１

３.旧大陆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２ ０.６６

４.热带亚洲－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３ ０.９８

５.热带亚洲－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１ ０.３３

６.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９ ２.９５

热带成分小计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６) １９ ６.２３

７.中亚西亚至地中海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Ｗｅｓｔ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１ ０.３３

８.东亚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６６ ５４.４

８.１ 东亚广布(Ｓ￣Ｊ￣Ｈ) ５２ １７.００

８.２ 中国－日本(Ｓ￣Ｊ) １４ ４.５９

８.３ 中国－喜马拉雅(Ｓ￣Ｈ) １００ ３２.７９

９.东亚－北美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 ０.９９

１０.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６ １.９７

１１.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０ ３.２８

１２.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 ３２.７９

温带成分小计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７－１２) ２８６ ９３.７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１６ １００

１.９７％ꎬ如珠蕨(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ｍｍａ ｒａｄｄｅａｎａ)、西北铁角

蕨(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ｎｅｓｉｉ)和北京铁角蕨(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ｅ)等ꎻ
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有桂皮紫萁(Ｏｓｍｕｎｄａｓｔｒｕｍ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ｅｕｍ)、绒紫萁 (Ｃｌａｙｔｏｓｍｕｎｄａ ｃｌａｙｔｏｎｉａｎａ)
和稀叶珠蕨(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ｍｍａ ｓｔｅｌｌｅｒｉ)３ 种ꎻ中亚、西亚

至地中海分布的仅欧洲金毛裸蕨(Ｐａｒａｇｙｍ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ｍａｒａｎｔａｅ)１ 种ꎻ温带成分的主要成分是东亚分布类

型ꎬ多达 １６６ 种ꎬ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５４.４％ꎬ是
贡嘎山地区最主要的分布类型ꎮ 东亚范围东至俄

罗斯远东及日本、韩国ꎬ西至唐古特区、横断山区和

青藏高原ꎬ南至泰国、老挝、越南北部ꎮ 东亚分布又

可以划分为 ３ 个变型:东亚广布(Ｓ￣Ｊ￣Ｈ 型)、中国－
日本(Ｓ￣Ｊ 型)、中国－喜马拉雅(Ｓ￣Ｈ 型)ꎮ 东亚分布

中又以中国－喜马拉雅分布数量最多ꎬ达 １００ 种ꎬ占
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３２.７９％ꎻ其次为东亚广布ꎬ共
５３ 种ꎬ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１７％ꎻ最后为中国－日
本分布ꎬ有 １４ 种ꎬ占非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４.８６％ꎮ

２. 泛热带分布ꎻ ３. 旧大陆热带分布ꎻ ４. 热带亚洲－热带大
洋洲分布ꎻ ５.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分布ꎻ ６.热带亚洲分布ꎻ
７. 中亚西亚至地中海分布ꎻ ８.１. 东亚广布ꎻ ８.２. 中国－日
本ꎻ ８.３. 中国－喜马拉雅ꎻ ９. 东亚－北美间断分布ꎻ １０. 温
带亚洲分布ꎻ １１. 北温带分布ꎻ １２. 中国特有ꎮ
２.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ꎻ ３.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ꎻ ４.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ꎻ ５.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ꎻ ６.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ꎻ
７.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Ｗｅｓｔ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ꎻ ８.１. Ｓ￣Ｊ￣Ｈꎻ ８.２. Ｓ￣Ｊꎻ
８.３. Ｓ￣Ｈꎻ ９.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ꎻ １１.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ꎻ １２.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图 １　 贡嘎山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布区类型占比
Ｆｉｇ.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Ｇｏｎｇｇ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中国特有分布类型在该地区计 １００ 种ꎬ占非

世界分布总种数的 ３２.７９％ꎬ如峨眉石杉(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ｅｍｅｉｅｎｓｉｓ)、康定石杉 (Ｈ. 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ｎｓｉｓ)、高寒水

韭、小叶中国蕨、川西金毛裸蕨 ( Ｐａｒａｇｙｍ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峨眉蹄盖蕨(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等ꎮ

Ｒ / Ｔ 值是植物区系中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的

比值ꎬ可 以 从 大 体 上 衡 量 区 系 的 性 质 (彭 华ꎬ
１９９６)ꎮ Ｒ / Ｔ 值的动态变化可以反映不同地区植

物区系随着气候变化的发生规律ꎮ 在相似纬度、
相似海拔地区ꎬ一个地区的 Ｒ / Ｔ 值越高ꎬ其热带成

分就越高ꎬ气候也更加温暖湿润ꎮ 贡嘎山的 Ｒ / Ｔ
值为 ０.０７６<１ꎬ表明该地区温带成分占明显优势ꎬ
具有强烈的温带性质ꎮ
３.３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海拔分布

物种多样性随海拔的变化规律一直是高山植

物区系的研 究 重 点ꎮ 例 如: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 Ｎｉｅｒｉｎｇ
(１９７５)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圣塔卡特岭娜山的研

究发现ꎬ中海拔地段物种多样性最高ꎻ王志恒等

(２００４)通过对高黎贡山种子植物物种丰富度沿海

拔梯度的变化研究发现ꎬ不同类群植物丰富度随

４２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海拔的升高先迅速增高ꎬ后缓慢下降ꎬ在中海拔区

段物种丰富度最高ꎮ
统计贡嘎山不同海拔区段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分布数量ꎬ由图 ２ 可知ꎬ在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海拔区

段ꎬ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分布数量较少ꎬ随着海拔的

升高ꎬ分布数量也随之增加ꎻ在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海

拔区段数量最多ꎬ共分布有 ２０ 科 ４６ 属 １９２ 种ꎬ占
总种数的 ６０. ８％ꎬ说明该区段物种多样性最高ꎮ
随着海拔升高至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ꎬ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分布数量开始缓慢下降ꎻ在海拔 ４ ５００ ｍ 最低ꎬ仅
有 ４ 种ꎬ 即 稀 叶 珠 蕨、 栗 柄 岩 蕨 ( Ｗｏｏｄｓｉａ
ｃｙｃｌｏｌｏｂａ)、 玉 龙 蕨 和 穆 坪 耳 蕨 (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ｅ)ꎬ其中除穆坪耳蕨一般生于高山草甸

外ꎬ其余均为岩生植物ꎮ
我们选择区系代表性明显的中国－喜马拉雅

成分(Ｓ￣Ｈ)分布型ꎬ对其在贡嘎山不同海拔区段分

布数量进行统计分析ꎬ结果表明 Ｓ￣Ｈ 成分数量随

着海拔升高而逐渐增加ꎬ在海拔区段 ２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物种数量最多ꎬ随后开始缓慢下降(图 ３ꎬ图 ４)ꎮ

图 ２　 不同海拔梯度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数量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区系分析表明ꎬ贡嘎山地区的石松类

和蕨类植物的地理成分主要为东亚分布ꎬ东亚分

布成分中又以中国－喜马拉雅分布成分占比最大ꎮ
这与贡嘎山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伍杰等ꎬ２０１２)ꎬ表明本地区与喜马拉雅地区的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具有较近的地理亲缘ꎮ
本研究物种的垂直分布分析显示ꎬ贡嘎山石

松类和蕨类植物在垂直分布上呈现出先增加后减

图 ３　 不同海拔梯度中国－喜马拉雅成分数量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图 ４　 不同海拔梯度中国－喜马拉雅成分占比
Ｆｉｇ.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少的特点ꎬ在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 的海拔段上物种数目

最为丰富ꎮ 中国－喜马拉雅成分的物种在垂直分

布上也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规律ꎬ说明贡嘎山中海

拔地段更适合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生长ꎬ这可能是

由于与低海拔和高海拔相比ꎬ中海拔的热量和水

分环境都更充足ꎮ 因此ꎬ中海拔地段物种丰富度

最高ꎮ
贡嘎山地区之前报道的蕨类植物多达 ４０ 科

９３ 属 ３９９ 种(孔宪需和张丽兵ꎬ１９９６)ꎬ而本研究

统计的结果是 ２６ 科 ６０ 属 ３１６ 种ꎬ二者相差悬殊ꎮ
科、属数目相差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本文采用的

是 ＰＰＧ Ｉ ( ２０１６) 分类系统ꎬ而孔宪需和张丽兵

(１９９６)采用的是秦仁昌分类系统ꎮ 在 ＰＰＧ Ｉ 系统

里ꎬ科和属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ꎬ如阴地蕨科被

并入瓶尔小草科ꎬ中国蕨科、铁线蕨科、裸子蕨科

５２２２ 期 胡佳玉等: 贡嘎山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多样性与海拔分布



和书带蕨科被并入凤尾蕨科ꎬ蕨科被并入碗蕨科ꎬ
以及槲蕨科、剑蕨科、睫毛蕨科被并入水龙骨科ꎻ
中国蕨属被归入粉背蕨属ꎬ水鳖蕨属被归入铁角

蕨属ꎬ滇蕨属被归入岩蕨属等ꎮ 前后两次统计的

物种数目相差较大ꎬ应归咎于标本的不同鉴定以

及一些物种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ꎬ如睫毛卷柏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ｊｕｇｏｒｕｍ) 是松穗卷柏 ( Ｓ. ｌａｘｉｓｔｒｏｂｉｌａ)
的错误鉴定ꎬ毛叶铁角蕨( 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ｐｒａｅｍｏｒｓｕｍ)
归并到西南铁角蕨(Ａ. 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ｃｕｍ)以及泸定蹄盖

蕨( 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ｌｕｄｉｎｇｅｎｓｅ) 应该是川滇蹄盖蕨 ( Ａ.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ｉｉ)的异名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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