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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兰科植物多样性及其区系地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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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北植被尤其是鄂西地区，在近代以来备受植物学家的关注。 该研究基于植物标本、文献资料与

野外调查成果，整理出湖北兰科植物名录，结合湖北的地形与气候特征分析了湖北兰科植物的分布格局、区
系及多样性特征。 结果表明：湖北兰科植物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东北及东南部山区，以鄂西山地最为丰

富，中南部江汉平原最少，９００～ １ ２００ ｍ 中海拔地段丰富度最高；物种多样性由南至北、由西至东呈递减趋

势，鄂西南与鄂西北之间具有最大相似性；除拟兰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ｏｉｄｅａｅ）外的 ５ 个亚科湖北均有分

布，计有 １５ 族 ５４ 属 １４１ 种，单种属和寡种属分别占总属数的 ５０．００％和 ３３．３３％；湖北兰科植物东亚分布成

分占 ４０．４３％，中国特有种占总种数的 ４１．８４％，东亚区系主体突出，中国特有成分所占比例较大，其中中

国—日本成分占优势；温带属性较强，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特征明显，有 ２５ 个热带分布属及 ２７ 个温带分布

属，热温比为 ０．９３，种级水平的热带分布类型占 ８．５１％，温带分布类型占 ９１．４９％；一些稀缺种在台湾与湖北

的间断分布，表明两者植物区系有较强的关联性；湖北兰科植物区系与西南及横断山区联系密切，是与东部

地区植物区系交流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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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是有花植物中最大的

科之 一， 约 有 ７３６ 属 ２８ ０００ 种 （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ｈｕｓｚ ＆
Ｂｙｎｇ， ２０１６），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温
带地区种类较少，中国有 １８７ 属１ ４４７种（张殷波

等，２０１５）。 兰科植物是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花
部构造高度特化，在植物界的系统演化上被称为

最进化、最高级的类群（路安民，１９９９），其中部分

种类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人为采集利用强度的

增加及气候活动的变化，对兰科植物的生存环境

造成了持续的影响。 《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的保护植物物种中，９０％以上

为野生兰科种类，是植物保护中的“旗舰”类群（黄
启堂等，２００９）。

湖北植被研究近代以来受到很多植物学家的

重视。 湖北蕲春的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１５７８）所
著《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天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石
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白及 （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等兰科植

物；１８８４—１８８９ 年，爱尔兰植物学家奥古斯汀·亨

利 Ａ． Ｈｅｎｒｙ，在鄂西宜昌等地采集了大量标本

（Ｓｅａｍｕｓ Ｏ’ Ｂｒｉｅｎ，２０１１）；１９００—１９１１ 年，英国人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２９）多次在鄂西采集植物资源与标本。
武汉大学植物标本馆成立以来，该校研究人员钟

心煊、孙祥钟、戴伦膺等于湖北境内采集了大量植

物标本。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成立后，陈
封怀、郑重、赵子恩等在省内采集了丰富的标本。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 年，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北京

植物研究所、武汉药检所等对鄂西北神农架地区

进行大规模植物考察，采集植物标本 １ 万余号。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北京植物研究所、武汉植物研究所、
武汉大学生物系等国内科研单位和美国国立树木

园、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等美国植物研究机构

组成中美联合科学考察队到神农架进行植物考

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本底资源

调查人员在当地采集了 １ 万多份维管植物标本

（廖明尧，２０１５）。 这些植物采集活动为湖北的植

物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湖北植物大全》收
录兰科植物 ５１ 属 １２９ 种（郑重，１９９３），《湖北植物

志》收录兰科植物 ４６ 属 １０３ 种（傅书遐等，２００２）。
费永俊等（２００４）对大别山、大洪山、神农架等山区

进行兰科种群调查，记载了 ３２ 属 ５１ 种兰科植物的

生态分布特征。 熊高明等（２００３）对神农架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所在群落的特征开展了研

究。 在近期野外调查中于鄂西发现的湖北新分布

种川滇叠鞘兰 （ Ｃｈａｍａｅ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ｉｎｖｅｒｔａ）、筒距兰

（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ａ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前者分布于滇西及川西

南，后者分布于川、滇、陕、甘的横断山区；近期发

现的湖北新记录直立山珊瑚（Ｇａｌｅｏｌａ ｍａｔｓｕｄａｉ）、
长轴白点兰（Ｔ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 ｓａｒｕｗａｔａｒｉｉ）则分布于湖

南、安徽、福建、台湾等省（区）；２０１６ 年于鄂西发

现的宝岛鸢尾兰（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ｐｕｍｉｌａ）只在台湾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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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这种跨界分布现象显示了湖北兰科植物区系

的多样性与特殊性。 陈之端等（２０１２）认为，中国

西南地区和台湾植物的间断分布是东亚生物地理

学上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课题，并对间断分布的

成因进行了探讨。 郑重（１９８３）认为，湖北植物区

系有很大的过渡性特征。 那么，华中地区的湖北

在这种间断分布格局中起了什么作用？ 湖北在中

国兰科植物区系中处于什么地位？ 基于以上问

题，我们对湖北兰科植物的分布格局、多样性特征

及其区系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地跨 ２９°
０５′～ ３３°２０′ Ｎ 及 １０８°２１′ ～ １１６°０７′ Ｅ，与江西、湖
南、重庆、河南等地区毗邻。 全省国土总面积为

１８．５９ 万 ｋｍ２，山地、丘陵、平原湖区分别占总面积

的 ５６％、２４％、２０％。 全省地势大致为东、西、北三

面环山，中间低平，略呈向南敞开的不完整盆地。
西北山地处于秦巴山地的东缘，西南为云贵高原

大娄山和武陵山的东北延伸部分，东北部有位于

豫、鄂、皖边境的桐柏山、大别山脉，东南角为幕阜

山脉。 境内除长江、汉江干流外，湖泊众多，为“千
湖之省”，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上（郑重，１９８３）。
全省除高山地区外，大部分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 鄂西山地因为地形复杂，水热条件适宜，加
上地处东部丘陵与西部高原、亚热带与温带的过

渡区，保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极其丰

富，历来受到国内外植物学者的关注。
１．２ 数据整理与研究方法

本课题参考湖北省兰科植物分布的文献资料

（傅收遐等，２００２；朱兆泉和宋朝枢，１９９９；郑重，
１９８０，１９９３；廖明尧，２０１５；郎楷永等，１９９９；陈心启

等，１９９９；吉占和等，１９９９）、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植

物标本馆（ＳＮＪ）与北京国家植物标本馆（ＰＥ）的兰

科植物标本鉴定数据，对鄂西神农架地区的兰科

植物种类及分布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整理出湖

北兰科植物名录及其分布数据，对湖北省兰科植

物多样性及区系地理进行了系统分析。 各属、种

数同时参考了 Ｃｈａｓ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研究文献，科以

下分类排列按照德累斯勒 １９９３ 系统 （ Ｄｒｅｓｓｌｅｒ，
１９９３）。 世界属的区系类型依据吴征镒（１９９１）和

吴征镒等（２００６）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划分方法，种的区系类型根据各种的实际分布区

参考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北兰科植物多样性特征

湖北野生兰科植物有 ５４ 属 １４１ 种 （附表）。
其中中国特有种 ５９ 种，分别占中国兰科植物 １８７
属、１ ４４７种及 ６０１ 个特有种（张殷波等，２０１５）的

２８．８８％、９．７４％与 ９．８２％。 兰科植物分布以鄂西山

地最为丰富，以神农架山脉为中心的兴山、巴东、
房县等山区县兰科植物多样性较高。
２．１．１ 各分类单元的多样性 　 按照德累斯勒 １９９３
系统（陈心启和吉占和，１９９８），在兰科的 ６ 个亚科

中，除拟兰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ｏｉｄｅａｅ）外湖北均

有分布，有 １５ 族，其中 ７ 个族各有 ２ 个亚族。
红门兰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 Ｏｒｃｈｉｄｏｉｄｅａｅ）有 ２ 族 １２

属 ３０ 种。 其中兰族（ ｔｒｉｂ． Ｏｒｃｈｉｄｅａｅ） １１ 属 ２９ 种，
芋兰族 （ ｔｒｉｂ． Ｎｅｒｖｉｌｌｉｎａｅ） １ 属 １ 种；鸟巢兰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 Ｎｅｏｔｔｉｅａｅ）２ 族 ９ 属 ２１ 种，其中斑叶兰族

（ ｔｒｉｂ． Ｇｏｏｄｙｅｒｉｎａｅ ） １２ 种， 鸟 巢 兰 族 （ ｔｒｉｂ．
Ｎｅｏｔｔｉｅａｅ）９ 种；杓兰亚科（ｓｕｂｆａｍ．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ｏｉｄｅａｅ）
１ 族 １ 属 １０ 种；树兰亚科（ｓｕｂｆａｍ．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
９ 族 ２５ 属 ７０ 种， 其 中 贝 母 兰 族 （ ｔｒｉｂ．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ｉｎａｅ ） ３ 属 ５ 种， 柄 唇 兰 族 （ ｔｒｉｂ．
Ｐｏｄｏｃｈｉｌｉｎａｅ ） １ 属 １ 种， 布 袋 兰 族 （ ｔｒｉｂ．
Ｃａｌｙｐｓｏｉｎａｅ） ４ 属 ５ 种，蕙兰族（ ｔｒｉｂ． Ｃｙｍｂｉｄｉｅａｅ） ２
属 ９ 种，三花兰族（ ｔｒｉｂ． Ｔｒｉｐｈｏｒｅａｅ）２ 属 ３ 种，湿兰

族（ ｔｒｉｂ． Ａｒｅｔｈｕｓｅａｅ） ５ 属 １９ 种，石斛族（ ｔｒｉｂ． Ｄｅｎ⁃
ｄｒｏｂｉｅａｅ）３ 属 １５ 种，天麻族（ ｔｒｉｂ．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ｅａｅ）２ 属

２ 种，沼兰族（ ｔｒｉｂ． 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 ３ 属 １１ 种；万代兰

亚科（ｓｕｂｆａｍ． Ｖａｎｄｏｉｄｅａｅ）１ 族 ７ 属 １０ 种。
５ 个亚科中，树兰亚科的族、属、种均最多，３

种分类单元均占比在一半以上。 兰族属数最多，
有 １１ 属。 ５４ 属中种类较多的依次是虾脊兰属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１４ 种，杓兰属（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１０ 种，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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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属（Ｌｉｐａｒｉｓ）８ 种，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８ 种，兰属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７ 种。 虾脊兰属的种数占世界种数的

６．４８％，中国种数的 ２５．９３％，杓兰属占世界种数的

１９．６１％，中国种数的 ３０．３％。 １ 属 １ 种、２ ～ ５ 种、
５ ～ ９ 种、１０ 种以上分别有 ２７ 属、１８ 属、７ 属、２ 属，
占总属数的 ５０．００％、３３．３３％、１２．９６％、３．７０％。 单

种属占到总属数的一半以上，少种属约占三分之

一。 湖北是华中地区兰科植物最丰富的省份。
２．１．２ 生活型与生境　 中国野生兰科植物地生兰占

４９．２０％、附生兰占 ４５．８２％、腐生兰占 ４．９８％（张殷波

等，２０１５）。 与之相比，湖北的地生兰比例（７０．２１％）
更高，附生兰（２６．２４％）与腐生兰比例变少（图 １）。
湖北靠近温带地区，植物区系表现出较明显的温带

特征。 附生兰需要适宜的环境湿度与温度，且水平

地带性分布具有极高的纬向地带性（郭子良和王龙

飞，２０１３）。 湖北附生兰科植物超过 １ ／ ４，说明水热

环境较好，植被保存较为完整，生长环境中空气湿

度较大，但是湖北位于中、北亚热带过渡区，冬季较

为寒冷的气候已不适于很多附生兰科植物生存。
兰科植物生境的类型主要有林下土生环境、出露的

山坡草丛、岩石环境（有少量土层岩石上、石缝或裸

露的岩壁上）、树上、朽木等。
２．１．３ 花期特征 　 许多兰科植物对昆虫传粉具有

高度依赖性与专一性（张自斌，２０１４）。 植物开花

盛期与传粉者的传粉活动是否一致和访花频率、
传粉效率密切相关。 郑桂灵等（２０１０）认为，所有

杓兰属（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种类都是自交亲和物种，但
在自然条件下都必须依赖传粉媒介才能成功结

实。 如图 ２ 所示，湖北兰科植物花期以 ５、６、７ 月

最多，１—２ 月开花的植物最少，大多数兰花在 ４—
９ 月开花。 花期集中在夏季，有利于兰科植物花期

与昆虫活动活跃期相协同。

图 １　 湖北兰科植物的生活型与生境类型
Ｆｉｇ． １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２．２ 地理区系

２．２．１ 属级水平的分布区类型　 １５ 种属的分布区类

型中湖北兰科有 １３ 个，其中属数较多的类型有 ４
个：热带亚洲－澳洲有 １０ 属，北温带、热带亚洲都为

８ 属，东亚分布类型为 ９ 属，特有分布有 ２ 个属（表
１）。 湖北兰科植物 ５４ 属中，热带属有 ２５ 个，占总属

数的 ４６．３０％，温带属有 ２７ 个，占总属数的 ５０．００％，

热带属与温带属的比值（Ｒ ／ Ｔ）为 ０．９３，湖北兰科植

物区系表现为温带属性，同时 Ｒ ／ Ｔ 值与 １ 接近显示

了湖北植物区系的明显过渡特征。 Ｒ ／ Ｔ 值能大体反

映植物区系的性质，Ｒ ／ Ｔ 值愈大，热带性质愈强；反
之，比值愈小则温带性质愈强（田怀珍等，２０１３）。
２．２．２ 种级水平的分布区类型

２．２．２．１ 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根据湖北兰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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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湖北兰科植物花期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Ｈｕｂｅｉ

表 １　 湖北兰科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Ｈｕｂｅｉ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率
Ｒａｔｅ

包含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

１． 广布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２ ３．７０ ９

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３ ５．５６ ２２

４． 旧热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４ ７．４１ ５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１０ １８．５２ ２７

７． 热带东南亚至印度－马来
西亚，太平洋诸岛（热带
亚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８ １４．８１ １２

８． 北温带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８ １４．８１ ３３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７．４１ ７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４ ７．４１ ８

１４． 东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９ １６．６７ １６

１５．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２ ３．７０ 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

的分布情况，参考吴钲镒等（２００６）属的分布类型

划定种的分布区类型（表 ２）。 热带分布和温带分

布类型分别有 １２ 和 １２９ 种，分别占总数的 ８．５１％
和 ９１．４９％，其中东亚分布与中国特有合计 １１６ 种，
占全部种数的 ８２．２７％， 东亚分布类型之和 （含中

表 ２　 湖北兰科植物种级水平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Ｈｕｂｅｉ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率
Ｒａｔｅ
（％）

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１ ０．７１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１ ０．７１

７． 热带东南亚至印度－马来西亚，太平洋
诸岛（热带亚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１０ ７．０９

８． 北温带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２ １．４２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７１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３ ２．１３

１１． 温带亚洲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４ ２．８４

１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Ｗｅｓｔ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２ １．４２

１３． 中亚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１ ０．７１

１４． 东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５７ ４０．４３

１５．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５９ ４１．８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４１ １００．００

表 ３　 湖北兰科中国特有种的分布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ｕｂｅｉ

序号
Ｎｏ．

类型
Ｔｙｐｅ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１ Ｃ ６ １０．１７

２ Ｃ， Ｅ ８ １３．５６

３ Ｓ， Ｃ １ １．６９

４ Ｓ， Ｃ， Ｅ ７ １１．８６

５ ＳＷ， Ｃ ２５ ４２．３７

６ ＳＷ， Ｃ， Ｅ ５ ８．４７

７ ＳＷ， Ｃ， Ｅ， Ｓ ２ ３．３９

８ ＳＷ， Ｃ， Ｎ ２ ３．３９

９ ＳＷ， Ｃ， Ｓ ３ ５．０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９ １００．００

　 注： 西南（ ＳＷ）、华中（ Ｃ）、华东（ Ｅ）、华南（ Ｓ）、华北（ Ｎ）。
下同。
　 Ｎｏｔｅ： Ｓ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国特有）具有绝对优势。 东亚分布型 ５７ 种中，喜
马拉雅—中国—日本分布的有 １５ 种， 占 ２６．３２％，

２３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表 ４　 湖北各区域兰科植物生活型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ｂｅｉ

比较项目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ｔｅｍ

西南山区
ＳＷ ｒｅｇｉｏｎ

西北山地
ＮＷ Ｍｔ．

东北部山区
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东南部山区
ＳＥ ｒｅｇｉｏｎ

中南部平原
ＳＣ ｒｅｇｉｏｎ

陆生种比例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ｒａｔｉｏ ０．６７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８２

附生种比例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ｒａｔｉｏ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０９

腐生种比例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ｅ ｒａｔｉｏ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９

总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９６ １０７ ２５ ２４ １１

图 ３　 湖北省各地区兰科植物丰富度与 ＩＵＣＮ 等级分布示意图　 ＣＲ． 极危； ＥＮ． 濒危； ＶＵ． 易危； ＮＴ． 近危； ＬＣ． 无危。
Ｆｉｇ．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Ｃ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Ｅ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ＶＵ．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ＮＴ．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ＬＣ．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喜马拉雅—中国分布的有 １４ 种，占 ２４． ５６％，中
国—日本分布的有 ２８ 种，占 ４９．１２％，中国—日本

分布的种类是中国—喜马拉雅分布的两倍。
２．２．２．２ 中国特有种的分布区类型　 将湖北分布的

中国特有的 ５９ 种兰科植物的分布类型按西南

（ＳＷ）、华中（Ｃ）、华东（ Ｅ）、华南（ Ｓ）、华北（Ｎ） ５
类进行划分，统计出 ９ 种分布区类型组合（表 ３）。
分布较多的有 ＳＷ⁃Ｃ、Ｃ⁃Ｅ、Ｓ⁃Ｃ⁃Ｅ。 据中国特有种

３３４１１１ 期 杨林森等： 湖北兰科植物多样性及其区系地理特征



分布类型分析，湖北兰科植物区系与中国西南的

区系联系最为密切，与华东、华南分布具有一定的

联系，与北方区系成分的共有种最少。
２．３ 湖北省兰科植物分布格局

２．３．１ 水平分布格局 　 湖北省兰科植物的分布不

仅与地形格局相关，而且与气候也有密切的关系。
湖北省是南北气候过渡带，除高山地区外，大部为

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降水充沛、冬冷

夏热、雨热同季的特点。 省年平均气温 １５ ～ １８ ℃，
南部高于北部、东部高于西部。 年均降水量约

１ ２００ ｍｍ，但全省各地有较大差异，由西北向东南

递增，其中鄂西北十堰 ８２８ ｍｍ，鄂东南黄石１ ５００
ｍｍ，西南部的恩施１ ０１３ ｍｍ，东北部的黄冈１ ３４５
ｍｍ。 在中国农业气候区划中，湖北大部分地区为

北亚热带，而西南部恩施地区为中亚热带，冷季气

温比省内其他地区高（刘明光，１９９７）。
湖北兰科植物的生活型变化特征是：在西南→

西北→东北→东南的次序上，陆生兰科植物所占比

例先增加后减少，而附生兰科植物正好相反，先减

少后增加（表 ４）。 西北部的陆生种类比例最多，附
生种类比例最小，由此说明，西北部的温带性最明

显。 省内兰科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总趋势是由南

至北减少，四大山区的物种丰富度高，中南部平原

地区最少（图 ３）。 处于鄂西南与鄂西北过渡区域的

神农架物种多样性高，与其较完整的垂直分布带及

植被保存度较高有关。 中部的荆门、荆州、孝感、武
汉等地兰科植物种类较少，与这一带处于江汉平

原，长江水道穿境而过，人口稠密，土地利用程度

高，天然林少等有关。 各区域东亚分布型占有较大

比重，尤其东北部大别山区达到 ７２％。 湖北西南部

的中国－喜马拉雅类型比中国—日本类型成分明显

增多，其他区域植物区系则以中国—日本植物区系

占更大比例。 湖北西南部的兰科植物区系与中国

西南区系有更紧密的联系。
用 Ｃｚｅｈａｎｏｗｓｋｉ 于 １９１３ 年提出的相似性系数

公式。
Ｓｃ＝ ２ｃ ／ （Ａ＋Ｂ） （１）
式中，Ａ 为甲地区全部种数，Ｂ 为乙地区全部

种数，ｃ 为两个地区共有种数。
计算湖北省 ５ 个地区之间的植物多样性相似

性系数（表 ５）。 表 ５ 结果表明，西南、西北山区相

似性最高，地域相近两地区之间有较高的相似性，
两地远离则相似性系数值小。

表 ５　 湖北各地区的兰科植物多样性相似性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ｂｅｉ

西南
山区

ＳＷ Ｍｔ．

西北
山地

ＮＷ Ｍｔ．

东北部
山区

ＮＥ Ｍｔ．

东南部
山区
ＳＥ Ｍｔ．

中南部
平原

ＳＣ ｐｌａｉｎ

西南山区
ＳＷ Ｍｔ．

西北山地
ＮＷ Ｍｔ．

０．７３

东北部山区
ＮＥ Ｍｔ．

０．４１ ０．３３

东南部山区
ＳＥ Ｍｔ．

０．３８ ０．３２ ０．５７

中南部平原
ＳＣ ｐｌａｉｎ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６１ ０．５１

图 ４　 湖北兰科植物海拔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ｌｏｎｇ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２．３．２ 垂直分布 　 按每种植物的海拔分布区域录

入表格，以 １００ ｍ 的整倍数值统计该点出现的物

种数，由此根据海拔与对应的物种数绘制垂直分

布图（图 ４）。 湖北兰科植物物种多样性在 ９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最丰富，在 １ １００ ｍ 附近达到峰值，有 ９４
种，占总种数的 ６８．８％。 有 ５０％ 以上的兰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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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 ７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 海拔区段。 兰科植物多样性

随海拔的分布曲线呈单峰分布，在较高海拔地段

物种数随高度升高物种减少的幅度变缓，可能原

因在于高海拔山区人为活动更少，原生植被保存

更为完整。 卢绮妍和沈泽昊（２００９）研究结果显

示，鄂 西 神 农 架 维 管 植 物 多 样 性 峰 值 出 现 在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海拔，与之相比，湖北兰科植物多

样性海拔分布峰值稍低。
２．４ 与国内各省区共有种的分析

湖北兰科植物与国内各省、区共有种数一般

是由近及远递减，而往西南与东南方向的云南、台
湾有例外。 可能原因在于，台湾是海岛山地地形，
兼具亚热带与热带气候，兰科植物相当丰富；云南

由南至北有热带、亚热带、山地温带气候，是我国

兰科植物最丰富的地区，是中国兰科植物的分布

中心。 共有种多并不一定对应高的植物区系相似

性。 用公式（１）计算湖北与各省区的相似性系数

值，与四川、湖南、安徽、河南、甘肃、陕西、浙江的

系数值达到或超过 ０． ４０，与四川系数值最高，达
０．４７。 甘肃、浙江与湖北并不接壤，却有较高的兰

科植物区系相似性。

３　 讨论

３．１ 湖北植物区系的过渡特征明显

湖北地跨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之间（吴征镒，
１９９１），西部的低山至中山分布有中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北亚热带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山地

温带性落叶阔叶林、寒温性针叶林等丰富的植被

类型，是亚热带、温带植物的聚集区域。 湖北兰科

植物热带属与温带属数量接近，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湖北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也与湖北的

地理区位相应。 种的分布区系具有很大的特化性

与灵敏度，以低一级的生物类群作分布区系分析，
能较好的表现当地植物区系的基本属性。 从种的

分布区系来看，温带类型占了 ９１．４９％，以温带成

分为主。 应俊生等（１９７９）认为鄂西地区可能是温

带植物区系、分化发展的集散地之一。
湖北兰科植物与四川相似性最高，除与周边

接壤省区有较高的区系相似性，与甘肃东南、浙江

也有较高的相似性，除了具有相似生境与植被的

原因，还可能与湖北地理上处在东部西部之间，成
为两者间物种交流通道有关。 从植物区系上，川
东－鄂西地区与西南地区没有阻隔，有学者把鄂西

作为西南地区一个组成部分（叶建飞等，２０１２）。
由此可知湖北虽属中部省份，在植物区系上与西

南地区有着极大的关联。 中国西南地区是兰科植

物的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 （郭子良和王龙飞，
２０１３），而湖北正处由此向东及向北迁移发展的过

渡带。
中国湖北兰科植物与日本共有种为 ５４ 种，中

国—日本成分占东亚类型中的一半，显示湖北兰

科植物区系与日本植物区系有较大的相似性。 与

南方的越南共有种为 ２４ 个，表明与热带植物区系

有一定的关联性。 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尼泊

尔、印度有 ２９、３０ 个共有种，呈现了与西喜马拉雅

山脉植物区系的较大关联。 中国西南—横断山区

是中国兰科植物的分布、起源中心，华中植物区系

受到其强烈的影响，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向北发展

也对湖北有较大的影响。 华中植物区是喜马拉

雅—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过渡带，中国湖北地

区是三者之间互相影响的重要纽带。
３．２ 湖北与台湾植物区系的关系

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植物区系上有很大的相似

性（陈之端等，２０１２；应俊生和徐国土，２００２）。 台

湾有兰科植物 ３５７ 种（郎楷永等，１９９９；陈心启等，
１９９９；吉占和等，１９９９），湖北与台湾兰科共有种数

为 ５６ 种，两者的相似性系数为 ０．２２。 近期的调查

中，在台湾分布的宝岛鸢尾兰（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ｐｕｍｉｌａ）、
长轴白点兰（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 ｓａｒｕｗａｔａｒｉｉ），在湖北西部

有分布。 鸢尾兰属（Ｏｂｅｒｏｎｉａ）有 １５０ ～ ２００ 种，分
布中心在热带亚洲南部及东南部，也分布于太平

洋西南岛屿、澳大利亚至热带非洲等地，中国有 ３３
种（陈心启等，２００９）。 台湾盆距兰 （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分布于台湾、福建、湖北及我国西南地

区，生于 ５００ ～ ２ ５００ ｍ 山林树干上。 这些物种在

湖北的分布，进一步证明台湾与大陆中西部间断

分布现象。 中国台湾山区与鄂西地区、日本中部

山区的植被垂直带有较大的相似性（应俊生等，
１９７９；叶建飞等，２０１２）。 台湾与湖北西部亚高山

５３４１１１ 期 杨林森等： 湖北兰科植物多样性及其区系地理特征



区域冬季气温都处于 ０ ℃ 以下，有相似的山地气

候条件，是两地有较多相同物种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观点认为，新近纪以来台湾中央山脉和中国西

南至东喜马拉雅地区形成相似的低至中、高山生

境，及第四纪冰期及间冰期的出现是间断分布形

成的原因（陈之端等，２０１２）。 某种程度上，华中地

区的湖北是大陆西南与福建、台湾等东部地区的

物种交流的中转站或过渡区域。
３．３ 东亚属性与特有性

湖北兰科植物的东亚分布型和中国特有种比

例分别为 ４０．４３％与 ４１．２６％，后者与全国兰科植物

中国特有种比例（４１．５３％）持平。 湖北省兰科特

有种比例占 ４．２０％，华中植物区兰科植物特有种

比例占 １３．１５％。 祁承经等（１９９５）对华中植物区

种子植物的研究显示，华中植物区的东亚型种类

占 １６． ３５％， 中 国 特 有 种 数 占 区 内 总 种 数 的

６３．１５％，华中区特有种数比例达 ２４．９８％。 可见，
湖北兰科植物与华中种子植物区系均表现出强烈

的东亚特征与特有性，后者的特有性特征更加明

显。 应俊生和陈梦玲（２０１１）认为，湖北西部种子

植物的中国特有种比例（５８．４％）明显高于其他地

区，说明这一地区是一个古老区系，是在第四纪冰

期后迅速活化的历史演变结果。 邓涛（２０１５）通过

对 ２３ 个东亚特有的植物代表支系的分子分类研

究，认为现代东亚植物区系是中新世中期到晚期

起源和发展起来的，其间经过了较大气候变化及

其引起的植物区系变迁。 吴征镒等（２００５）通过对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分析，认为中国东亚植物区

系具有古老性与完整性，中国不仅是一个保存中

心，也是一个起源和分化中心。 处在中国大陆中

部的湖北植物区系不仅由于地理格局受到周边现

代植物区系的影响，同时与历史时期地质变迁、气
候变化与植被迁移有关。

４　 结论

水平方向而言，湖北省 １４１ 种兰科植物主要

分布在西南、西北、东北及东南部的山区，由南至

北、由西至东物种多样性总体上呈递减趋势。 垂

直分布以中海拔 ９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地段最丰富。 种的

区系以东亚区系成分与中国特有成分为主，占
８０％以上，中国—日本成分更占优势，并有明显的

温带属性。 属的区系成分中热带属与温带属相

当，表现了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特征。 湖北是浙江、
台湾等东部地区与四川、云南等西南横断山区域

植物多样性迁移交流的中转地。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环保部和中

国科学院，２０１３），湖北兰科植物受到威胁的种类

（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四类）达 ５４．６１％。 但值得

注意的是，ＩＵＣＮ 的一些“无危”种在当地有可能受

到较大的威胁。 有必要做好地方受危物种的调查

与评估，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性极小种群的保

护。 湖北省兰科植物最丰富区域为神农架至鄂西

南山区，这片地域受危种也最多，应列为重点保护

地区。 在人类活动强度与频度极度扩大的信息时

代，加强对兰科植物采集的限制，保护兰科植物赖

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森林植被是关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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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湖北省兰科植物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ａｂｌｅ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序号
Ｎｏ．

属名
Ｇｅｎｕｓ 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拉丁学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ｙｐｅ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１

２

３

４

无柱兰属
Ａｍ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头序无柱兰 Ａｍ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无柱兰 Ａ． ｇｒａｃｉｌｅ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一花无柱兰 Ａ． 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大花无柱兰 Ａ． ｐｉｎｇｕｉｃｕｌ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５ 开唇兰属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金线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３

６

７

白及属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黄花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ｏｃｈｒａｃｅ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白及 Ｂ． ｓｔｒｉ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石豆兰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一挂鱼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 ２

广东石豆兰 Ｂ．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ｅ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 １，２

密花石豆兰 Ｂ．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 ２

毛药卷瓣兰 Ｂ． ｏｍｅｒａｎｄｒ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 １，２

斑唇卷瓣兰 Ｂ． ｐｅｃｔｅｎ⁃ｖｅｎｅｒｉ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 １，２

藓叶卷瓣兰 Ｂ． ｒｅｔｕｓ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 ２

１４ 虾脊兰属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泽泻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ａｌｉｓｍａｅｆｏｌｉ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５ 流苏虾脊兰 Ｃ． ａｌｐｉ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１６ 狭叶虾脊兰 Ｃ．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４

１７ 弧距虾脊兰 Ｃ． ａｒｃｕ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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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短叶虾脊兰 Ｃ． ａｒｃｕａｔａ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９ 肾唇虾脊兰 Ｃ．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０ 剑叶虾脊兰 Ｃ． ｄａｖｉｄ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１ 虾脊兰 Ｃ．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２ 钩距虾脊兰 Ｃ． ｇｒａｃｉｌｉｆｌｏｒ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３ 疏花虾脊兰 Ｃ． ｈｅｎｒｙ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４ 细花虾脊兰 Ｃ． ｍａｎｎ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５ 反瓣虾脊兰 Ｃ． ｒｅｆｌｅｘ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６ 三棱虾脊兰 Ｃ． ｔｒｉ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７ 峨边虾脊兰 Ｃ． ｙｕａ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２８

２９

３０

头蕊兰属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银兰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ｅｒｅｃ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金兰 Ｃ． ｆａｌｃ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头蕊兰 Ｃ．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３１

３２

叠鞘兰属
Ｃｈａｍａｅ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川滇叠鞘兰 Ｃｈａｍａｅ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ｉｎｖｅｒ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３

戟唇叠鞘兰 Ｃ． ｖａｇｉｎ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

３３ 独花兰属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独花兰 Ｃｈａｎｇｎｉｅｎ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３４ 金唇兰属
Ｃｈｒｙｓ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金唇兰 Ｃｈｒｙｓ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ｏｒｎａｔ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３

３５ 吻兰属
Ｃｏｌｌａｂｉｕｍ

台湾吻兰 Ｃｏｌｌａｂｉｕｍ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

３６ 杜鹃兰属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杜鹃兰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兰属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建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长叶兰 Ｃ．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 ２

蕙兰 Ｃ． ｆａｂｅｒ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多花兰 Ｃ．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春兰 Ｃ．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寒兰 Ｃ． ｋａｎｒａｎ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兔耳兰 Ｃ．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４４ 杓兰属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对叶杓兰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ｄｅｂｉｌｅ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４５ 毛瓣杓兰 Ｃ．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４６ 大叶杓兰 Ｃ． 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ｔ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４７ 黄花杓兰 Ｃ． ｆｌａｖ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４８ 毛杓兰 Ｃ．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４９ 紫点杓兰 Ｃ． ｇｕｔｔａｔ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５０ 绿花杓兰 Ｃ． ｈｅｎｒｙ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５１ 扇脉杓兰 Ｃ．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５２ 斑叶杓兰 Ｃ．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ｃｅ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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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离萼杓兰 Ｃ． ｐ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５４ 掌裂兰属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凹舌掌裂兰 Ｄａｃｔｙｌｏｒｈｉｚ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曲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细叶石斛 Ｄ．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美花石斛 Ｄ． ｌｏｄｄｉｇｅｓ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罗河石斛 Ｄ． ｌｏｈｏｈｅｎｓｅ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细茎石斛 Ｄ． 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石斛 Ｄ． ｎｏｂｉｌｅ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黄石斛 Ｄ． ｃａｔｅｎａｔ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广东石斛 Ｄ．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６３ 厚唇兰属
Ｅｐｉｇｅｎｅｉｕｍ

单叶厚唇兰 Ｅｐｉｇｅｎｅｉｕｍ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６４

６５

火烧兰属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火烧兰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ｈｅｌｌｅｂｏｒｉｎｅ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大叶火烧兰 Ｅ． ｍａｉｒｅ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６６ 虎舌兰属
Ｅｐｉｐｏｇｉｕｍ

裂唇虎舌兰 Ｅｐｉｐｏｇｉｕｍ 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腐生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ｅ ２

６７ 毛兰属
Ｅｒｉａ

马齿毛兰 Ｅｒｉａ ｓｚｅｔｓ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６８

６９

美冠兰属
Ｅｕｌｏｐｈｉａ

长距美冠兰 Ｅｕｌｏｐｈｉａ ｄａｂｉ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美冠兰 Ｅ．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７０

７１

山珊瑚属
Ｇａｌｅｏｌａ

毛萼山珊瑚 Ｇａｌｅｏｌａ ｌｉｎｄｌｅｙａｎａ 腐生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ｅ ２

直立山珊瑚 Ｇ． ｆａｌｃｏｎｅｒｉ 腐生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ｅ ６

７２

７３

盆距兰属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台湾盆距兰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宣恩盆距兰 Ｇ． ｘｕａｎｅｎｅｎｓｉ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７４ 天麻属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腐生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斑叶兰属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大花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ｂｉｆｌｏｒ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波密斑叶兰 Ｇ． ｂｏｍｉｅｎｓ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４

光萼斑叶兰 Ｇ． ｈｅｎｒｙ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小斑叶兰 Ｇ． ｒｅｐｅｎ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斑叶兰 Ｇ．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ａｌｉａ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绒叶斑叶兰 Ｇ．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８１ 手参属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西南手参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ｏｒｃｈｉｄ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８２ 玉凤花属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毛葶玉凤花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ｃｉｌｉｏｌａｒ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８３ 长距玉凤花 Ｈ． ｄａｖｉｄ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８４ 鹅毛玉凤花 Ｈ． ｄｅｎｔ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８５ 宽药隔玉凤花 Ｈ．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８６ 裂瓣玉凤花 Ｈ．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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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十字兰 Ｈ．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８８

８９

舌喙兰属
Ｈｅｍｉｐｉｌｉａ

扇唇舌喙兰 Ｈｅｍｉｐｉｌｉａ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裂唇舌喙兰 Ｈ． ｈｅｎｒｙ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９０ 角盘兰属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叉唇角盘兰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ｌａｎｃｅ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９１ 槽舌兰属
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短距槽舌兰 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９２ 瘦房兰属
Ｉｓｃｈｎｏｇｙｎｅ

瘦房兰 Ｉｓｃｈｎｏｇｙｎ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ｎ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羊耳蒜属
Ｌｉｐａｒｉｓ

镰翅羊耳蒜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ｂｏｏｔａｎｅｎｓｉ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福建羊耳蒜 Ｌ． ｄｕｎｎ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小羊耳蒜 Ｌ．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尾唇羊耳蒜 Ｌ． ｋｒａｍｅｒ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见血青 Ｌ． ｎｅｒｖｏｓ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香花羊耳蒜 Ｌ． ｏｄｏｒ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长唇羊耳蒜 Ｌ． ｐａｕｌｉａ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

长茎羊耳蒜 Ｌ． ｖｉｒ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４

１０１

１０２

钗子股属
Ｌｕｉｓｉａ

纤叶钗子股 Ｌｕｉｓｉａ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叉唇钗子股 Ｌ． ｔｅｒｅ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１０３ 沼兰属
Ｍａｌａｘｉｓ

沼兰 Ｍａｌａｘｉｓ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ｏ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１０４ 全唇兰属
Ｍｙｒｍｅｃｈｉｓ

全唇兰 Ｍｙｒｍｅｃ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０５ 风兰属
Ｎｅｏｆｉｎｅｔｉａ

风兰 Ｎｅｏｆｉｎｅｔｉ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鸟巢兰属
Ｎｅｏｔｔｉａ

尖唇鸟巢兰 Ｎｅｏｔｔ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腐生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２

大花对叶兰 Ｎ． ｗａｒｄ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巨唇对叶兰 Ｎ． ｃｈｅｎ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４

花叶对叶兰 Ｎ．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 ｖａｒ．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３

１１０

１１１

兜被兰属
Ｎｅｏｔｔｉａｎｔｈｅ

二叶兜被兰 Ｎｅｏｔｔｉａｎｔｈｅ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一叶兜被兰 Ｎ． 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１２ 芋兰属
Ｎｅｒｖｉｌｉａ

广布芋兰 Ｎｅｒｖｉｌｉａ ａｒａｇｏａ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鸢尾兰属
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狭叶鸢尾兰 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ｃａｕｌｅｓｃｅｎ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宝岛鸢尾兰 Ｏ． ｐｕｍｉｌａ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６

１１５ 红门兰属
Ｏｒｃｈｉｓ

广布红门兰 Ｏｒｃｈｉｓ ｃｈｕｓｕ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１６

１１７

山兰属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长叶山兰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硬叶山兰 Ｏ． ｎａ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１８ 钻柱兰属
Ｐｅ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ｉａ

蜈蚣兰 Ｐｅ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ｉａ ｓｃｏｌｏｐｅｎｄｒｉｆｏｌｉａ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１１９ 阔蕊兰属
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

小花阔蕊兰 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２０ 一掌参 Ｐ． ｆｏｒｃｅｐ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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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Ｎｏ．

属名
Ｇｅｎｕｓ ｎａｍ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拉丁学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ｙｐｅ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１２１ 阔蕊兰 Ｐ． ｇｏｏｄｙｅｒｏｉｄｅ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１２２ 鹤顶兰属

Ｐｈａｉｕｓ
黄花鹤顶兰 Ｐｈａｉｕｓ ｆｌａｖｕ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１２３ 石仙桃属
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云南石仙桃 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舌唇兰属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

二叶舌唇兰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对耳舌唇兰 Ｐ． ｆｉｎｅｔｉａｎ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密花舌唇兰 Ｐ． ｈｏｌ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舌唇兰 Ｐ．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尾瓣舌唇兰 Ｐ．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ｒｕｍ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小舌唇兰 Ｐ． ｍｉｎｏｒ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独蒜兰属
Ｐｌｅｉｏｎｅ

独蒜兰 Ｐｌｅｉｏｎｅ ｂｕｌｂｏｃ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毛唇独蒜兰 Ｐ．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ｎａ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美丽独蒜兰 Ｐ． ｐｌｅｉｏｎｏｉｄｅｓ▲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１３３ 朱兰属
Ｐｏｇｏｎｉａ

朱兰 Ｐｏｇｏ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３４ 萼脊兰属
Ｓｅｄｉｒｅａ

短茎萼脊兰 Ｓｅｄｉｒｅａ ｓｕｂｐａｒｉｓｈ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１，２

１３５ 绶草属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绶草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１３６

１３７

白点兰属
Ｔ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

小叶白点兰 Ｔ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长轴白点兰 Ｔ． ｓａｒｕｗａｔａｒｉｉ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２

１３８ 筒距兰属
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ａ

筒距兰 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ａ 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３

１３９

１４０

蜻蜓兰属
Ｔｕｌｏｔｉｓ

蜻蜓兰 Ｔｕｌｏｔｉｓ ｆｕｓｃｅｓｃｅｎ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２

小花蜻蜓兰 Ｔ．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１４１ 线柱兰属
Ｚｅｕｘｉｎｅ

线柱兰 Ｚｅｕｘｉ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ｕｍａｔｉｃａ 陆生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１，２

　 注： ∗ １． 中国植物志； ２． 湖北植物大全； ３． 神农架地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４． 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藏标本； ５．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植物标本馆； ６． 野外调查。 ▲ 模式标本采自湖北。
　 Ｎｏｔｅ： ∗ １．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 Ｈｕｂｅｉ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Ａｒｅａ； ４．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 Ｈｅｒｂａｒｉｕｍ ｏｆ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６．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ｕｂｅｉ．

２４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