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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花茶组植物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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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研究所 ) (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 )

摘要 世界产金花茶组植物 22种
,

其中我国 20 种
,

特有 18 种
.

仅产广西
.

其分布区在北纬 2 1
’

30, 一

2 3
0

4 0,
,

东经 10 6
0

4 0, 一 10 8
`

35
` ,

北界基木上与广西北热带半常绿季雨林
、

湿润雨林地带北界吻合
。

该组植物

分布于石灰 (岩 )土的 13 种
,

红壤的 7 种
。

它们出现的地段比较固定
,

天然林下
,

沟谷 或溪边 处
.

相对高度

10 一巧米 ; 峰丛圆注地底部和荫蔽的坡面下部
。

该组植物个体最多的地区 ( 几何中心 ) 一个在防城县
,

一个

在龙州县 ; 种类最多的地区 ( 最大变异中心 ) 一个也在龙州县
,

9 种
,

一个在扶绥县
,

了种
.

该分布区从南

到北分化成六个小分区
。

其垂直分布一般在海拔 70 0米以下
。

水平分布种的更替表现为
:

北纬 2 1
’

3 1
`

为小瓣

金花茶等五种 ; 北纬 22
’

1 0, 一 22
.

4 5’ 为鼻岗金花茶等八种更替 ; 北纬 2 2
’
5 0, 为顶生金花茶等三种更替 ; 北

纬 2 3
’

4 0, 为平果金花茶更替
。

金花茶分布幅度最宽
,

可由北纬2 1
’
3 1

`

到 2 2
`
5 5’

。

在土 山
,

东西以东经 107
.

30
尹

为界
,

以东为金花茶等四种
,

山西为小瓣金花茶等二种
。

关键词 金花茶组 ; 地理分布

一
、

金花茶组植物的分布 区

金花茶组 ( C a m e l l i a s e e t
.

e h r y s a n t h a C h a n g ) 植物
,

是世界珍贵
、

稀有的观 赏植物

和种质资源
,

目前 已有四种列为我国一级和二级保护植物
。

世界产金花茶组植物已报道的有 22 种
,

其中我国产20 种
,

特有 18 种
; 越南产四种

,

特有

二种 〔 ’ l
。

我国的种分布于广西南部
,

越南的分布于越南 北 部
,

整个分布区在地理上连成一

片
。

我国广
一

西金花茶组植物的分布区包括防城
、

宁明
、

凭祥
、

龙州
、

崇左
、

扶绥
、

大新
、

天等
、

岂宁
、

南宁
、

隆安
、

武鸣
、

平果
、

田东 14 个县 (市 )
、 ,

南端在防城县东兴镇
,

约为北纬21
0

30
` ,

北端在平果县海城乡
,

北纬23
“

40
` ; 西端在龙州县水口 乡

,

东经 10 6
0

40
, ; 东端 在 昌宁县五

塘乡
,

东经 1 0 8
0

3 5` ,

整个分布区跨纬度 2
0

1 0` ,

经度 1
“

5 5` 。

在地质上分布区大部份地区在古生代志留纪末期的广西运动 (加里东运动 )时强烈下陷
,

成为泥盆系至石碳系碳酸盐岩沉积区
,

印支运动后上升为陆地
。

但南部却为洼陷区
,

为陆相

沉积创造了条件
,

沉积了巨 厚的中生界
_ _

L三迭系和侏罗系的红色岩系
,

燕山运动后才上升为

陆
,

成为现今的十万大山和公母山
。

分布区东部防城至钦州一带在广西运动时未受影响
,

保

存残留海槽
,

晚古生界志留系的砂
、

页岩及砾岩地层发育
,

印支期花岗岩广泛出露
。

此夕卜

分布区中部的西大明山
,

在泥盆系的海浸中已成为孤立在海面中的孤岛或潜丘
,

基底层为寒

本文为 《广西金花茶种质资源考察
》成果的一部份

,

此项成果获广西工9 8 6年科伎 进步 二等奖
,

已列为 1 9 8了年国家级科

技戎果
:

汁项 目由广西环保局组织
,

广
`

西谊物研究所
、

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
、

广西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负贵
。

本文作者为

该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 ,

参加工作 的还有唐汉星
、

钟业聪
、

粱健英等 25 人
。

份

据说马山县有分布
,

但我们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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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系沉积岩
,

盖层为大面积的泥盆系砂
、

页岩和砾岩 [ “ 1 。

因此
,

分布区除 十 万大山
、

大青

山
、

公母山
、

西大明山及山前丘陵为砂
、

页岩
、

砾岩和花岗岩地层外
,

其余地区为碳酸盐岩

地层
。

分布区除 以碳酸盐岩发育成的各种岩溶地貌为特色外
,

同时还有由砂
、

页岩
、

砾岩和花

岗岩发育成的流水侵蚀地貌
,

两种地貌类型均有金花茶组植物出现
。

北部
,

属于广西弧西翼

外缘地区
.

表现为低峰丛圆洼地
,

槽谷和盆地
,

间有低山丘陵
,

海拔 1 00 一90 0米
。

西北部邻

接靖西高原
,

表现为石山山原及由砂
、

页岩构成的低
、

中山
,

地 面 海拔4 00 米左右
,

山峰海

拔 1 0 0 0米
。

山原东南面
,

又表现为低峰丛圆洼地和低峰丛槽谷和盆地
,

地面海拔 20 0米左右
,

峰顶海拔 5 00 一 6 00 米
,

至 中部左江沿岸下降为低峰林谷地
,

石 山 海拔一般为30 。米左右
。

左

江以南的地区
,

主要为流水侵蚀地貌
,

地势逐级上升
,

由盆地
、

台地
、

丘陵 经 低 山 过渡为中

山
,

东南面为十万大山
,

西南面为大青山和公母山
,

低平地区海拔 2 00 米左右
,

山峰海拔 5 00

一 1 0 0 0米
,

最高峰海拔 1 4 6 2米
。

至分布区东南边缘降为滨海平原
、

台地和丘陵
,

无高大的山

体
。

分布区主要受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
,

由于本区东南面有十万大山
,

东北边缘为广西弧

西翼
,

大部份地区处 于背风的位置
,

故雨量偏少
,

气候 比较干热
,

特别是河谷地区
。

但十万

大山的迎风区
,

雨量又特别丰富
,

成为广西多雨中心
。

低平地区的年平均温度为 2 2 ℃左右
,

少数地区不足 21 ℃
,

最冷月 (一月 ) 平均温度 12 一 15 ℃
,

最热月 (七月 ) 平 均 温 度 都在 28 ℃以

上 , 》 10 ℃的积温 7 5 0 0一 8 0 00 ℃
,

少数地区 69 60 ℃
。

年降水量一般 1 3 0 0 毫米
,

河谷地区不足

1 2 0 0毫米
,

十万大山东南面 28 22
.

7毫米
,

最高达38 27
.

7毫米
。

多数 地 区 雨 季较短
,

来临较

迟
,

每年 5 月才到达
,

9 月 已终止
,

10 月即锐减
,

春
、

秋旱严重
。

旱季长达 5 个月
。

但这些

地区空气湿度较大
,

年平均相对湿度 77 一 81 %
,

一月最低
,

也达 72 一78 %
,

岩溶地区春
、

秋

还多雾露
。

十万大山东南面虽然不那么干热
,

且雨季可提前至 4 月出现
,

但每年也有 3 个月

( n 月至次年 1 月 ) 的旱季
。

分布区由于地质构成不 同
,

金花茶组植 物 分 布 的土壤也不 同
,

岩溶地区的为石灰 (岩 )

土 , 砂
、

页岩和花岗岩地区的为红壤
。

石灰 (岩 )土有棕色石灰 (岩 )土
,

黑色石灰 (岩 ) 土和水化

棕色石灰 ( 岩 )土三种
,

每种土 都可 出现金花茶组植物
。

前二种类型分布于坡地
,

后种见于圆

洼地和谷地
。

水化棕色石灰 ( 岩 ) 土水分含量较高
,

表土层达 6 6
.

4 2一 7 7
.

4 3% ; 碳酸钙含量

偏低
,

表土层不到 2 %
,

一般为 0
.

9一 1
.

3% ; p H 值也偏低
,

表土层为 6
.

4
。

棕色石灰 ( 岩 )

土和黑色石灰 ( 岩 ) 土表土层含水量 44
.

15 一 4 8
.

0 3 %
,

碳 酸 钙含量 2
.

3一 3
.

0 %
,

p H 7
.

41 一

8
.

00
。

石灰 ( 岩 ) 土有机质含量较高
,

表土层一般为 6
.

3一 10
.

5 %
。

红 壤 发育在砂岩
、

页岩

和花岗岩上
。

有赤红壤
、

红壤和黄壤三种类型
,

金花茶组植物一般见于前两类
,

均呈酸性

反应
。

在森林植被下
,

赤红壤的表土层水分含量 2 9
.

8 9%
。

有机质含量 3
.

3一 5
.

8%
, p H 4

.

36

一 6
.

07
,

均低于石灰 ( 岩 ) 土气

分布区地带性植被为季节性雨林
,

可出现湿润性沟谷雨林
,

均属于热带森林的类型
,

但

由于处在热带的北缘
,

已带有过渡的特点
,

金花茶组植物作为下层组成成份出现于林下
。

目

前分布区现状植被以灌丛
,

草丛为主
,

森林植被保存较少
,

尤其原生性天然林
。

岩溶地区海

拔 7 0 0米 以下的范围
,

季节性雨林的代表类型为规木 ( B u r r e t i o d e n d r o n h s i e n m u
)
、

金 丝李

. 《
弃岗金花茶种质资源土墩调查报告

》

—
广西植物研究所陆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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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 c rin ia p a ue in e rv is

)
、

网脉核实 (D
ry p e t es p e e r rt ie u la ta

)林
,

肥牛树 (M
u r i e o 。 o e u m

s i n e n s e
)
、

假肥牛树 ( C l e i s t a n t h u s p e t e l o t i i )林
, 沟谷雨林 有 海南 风 吹 楠 (H

o r s
f i

e l d i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
、

人面子 (D
r a e o n t o m e l o n d a o

)林
,

东京桐 (D
e u t z i a n t h u s t o n k i n e n s i s

)
、

假肥牛树林
,

火焰花 ( S
a r a e a e h i n e n s i s

)
、

假肥牛树林
。

土山地区海拔 7 0 0米以下的范围
,

季

节性雨林代表类型为榄类 (C
a n a r i u m s p p

.

)
、

米老排 (M y t i l a r i s l a o e n s i s
)
、

山批把 ( E b e r
·

h
a r d t i a a u r a t a )林

,

箭毒木 (A
n t i a r i s t o x i e a r i s

)
、

人面子
、

乌榄 (C
a n a r i u m p i m e

l
a
)林

,

华坡垒 (H
o P e a e h i n e n s i s

)
.

榄类林
。

二
、

金花茶组植物的地理分布规律

( 一 ) 生态环境

根据金花茶组植物生长的土壤不 同
,

可区分为石灰 ( 岩 ) 土金花茶和酸性土金花茶两大

类
,

前者 13 种
,

分布于石灰岩山地 ( 石山区 ) ; 后者 7 种
,

分布于砂
、

页岩山地 ( 土山区 )

( 见表 )
。

在自然情况下
,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 同一种类的金花茶可 以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土壤

上出现
,

但在人工引种栽培下
,

原生长在石灰 ( 岩 ) 土上的种类引种到酸性土上也可以正常

生长
。

这两类土壤上的金花茶组植物的叶片
,

在灰份和元素成份 ( 尤其 C a 元素 ) 的 含量上

有着明显的差异
,

石灰岩基质上的灰份和钙元素比砂
、

页岩基 质 上的高0
.

8一 1 倍和 3 一 6

倍
。

两类土壤上的金花茶组植物对湿度
、

荫蔽度等生态环境既有着大体相似的要求
,

也存在

着差异
,

它们严格地按着这种特性进行分布
。

首先
,

它们正常的是出现于原生性的林内
,

为

林下灌木和小乔木
,

难以达到乔木 第二亚层以上的空间 ( 树高 8 米 以上 )
,

在遭受砍伐破坏

而退化成的次生林和灌丛也有分布
。

但是在经过火烧阶段而演变成的次生林和灌丛则绝少出

现
,

在草丛绝对没有分布
。

其次
,

在土 山区
,

它们一般分布于沟谷两旁和溪边处
,

相对高度

10 一15 米
,

以上部位则很少见到
,

并以稍见阳光的坡面较多
,

在林缘亦少见 , 在石山区
,

它们

出现于圆佳地底部以及湿度和荫蔽度较大的坡面
。

金花茶组植物不能忍受直射光的照射
,

在

无荫蔽的环境下出现的一些植株
,

生长不正常
,

叶色变黄
,

很快就会死亡
。

由此可见
,

金花茶

组植物主要对荫蔽条件要求较严格
,

要求光照度一般在 3 20 一 600 勒克司的范围 ( 9 月中旬—
n 月中旬

,

中午时左右测定 )
,

在更荫蔽 ( 光照度在 10 0勒克司 ) 的环境下 亦能正常生长发

育
。

林内湿度一般达 77 % 以上
,

最高可达 94 % ( 测定时间同上 )
。

第三
,

在土山区
,

金花茶

( C a m e
ll ia c h r y s a nt h a

) 对湿度条件要求较高
,

小瓣金花茶
、

薄叶金花茶较耐千旱
,

因此
,

同一的十万大山
,

前者只见于多雨的东南面
,

后者只见于干旱少雨的西北 面
。

在 石 山 区
,

凹脉金花茶对湿度条件要求最高
,

它只是在圆佳地底部才有分布
,

同时也最耐荫蔽
,

在中午时

分光照度不到 1 00 勒克司的环境下也能正常生长发育
,

但在边缘坡面上却不 见 分布
。

其它几

种石山区的金花茶恰相反
,

在圆洼地底部则罕见或不见分布
,

多出现于湿度和荫蔽度较好而

排水优良的边缘坡地
。

( 二 ) 水平分布
1
。

水平分布的纬向 变化
:
金花茶组植物分布区主要在北回归线以南

,

个别 稍 向北扩散

( 示意画 )
,

北界基本上和广西北热带半常绿季雨林
,

湿润雨林地带的北界 吻 合 f , J
。

在桂

西南
,

该地带北界位于右江北岸
,

即沿广西弧西翼外围经南宁盆地北缘丘陵
。

向北超越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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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C a m . 川 a 金花茶组植物的地理分布

序 { { 分 布

} 种 名
, -

一

—— —号 } 县 ( 市 )

防城
、

南宁
、

扶绥
、

隆安

防城
、

南宁
一
~

~ ~目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

, 户 ~
~ ~
`

.. , .. , .加. .

产山 ,

丁
一̀

.

~

一
. . ~

.

~ 一
~ . . .̀ ~ J. ` ~ ~ ~ . . . . ~ ~ .

.
, .

.一
. 目~

`
. . ..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2

一
3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丁
10

1 1

1 2

13

14

1 5

l 6

1 7

金花茶 C
.

e h r y s a n t h a

长柱金花茶 C
.

e h r y s a n t五a f o r m
.

l o n g i s t y l a

小果金花茶 C
.

m i e r o e a r p a

显脉金花茶 C
.

e u p h l e b i a

东兴金花茶 C
.

t u n g 五i n e n s i s

薄叶金花茶 C
.

e h r y s a n t h o i d e s

小瓣金花茶 C
.

p a r , i p e t a l a

舆岗金花茶 C
.

I o n g g a n g e n s i s

大样算岗金花茶 C
.

l o n g g a n g e n s i s v a r
.

g r a n d i s

直脉金花茶 C
.

l o n g g a n g e n s i s v a r
.

p a t e n s

柠檬黄金花茶 C
.

il nt o in a

倒卵叶柠檬黄金花茶 C
.

11也 o n i a f o r m
.

o b o v a t a

凹脉金花茶 C
.

i nr p r e s s i n e r v i s

淡黄金花茶 C
.

f l a v i d a

龙州金花茶 c
.

l o n g z h o u e n s i s

顶生金花茶 C
.

t e r m i n a l i s

毛瓣金花茶 C
.

p u b i p e t a l a

生 境

土山

土山

土山

土山

土山

土山

土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石山

一山一山一山一石一石一石王: …
一塑途些三里些型竺l 一

-

一
-

一
一

一
- -

竺!
,

竺些堕望竺兰竺竺望兰些生- 一一
一

一20 } 毛籽金花茶 C
·

p ` i l o s p e r m a

防城

防城

龙州
、

凭祥

宁明
、

凭祥

龙州
、

宁明
、

崇左
、

扶绥

龙州
、

宁明
、

崇左

扶绥

龙州
、

宁明
、

崇左
、

扶绥

扶绥

龙州
、

大新

龙州
、

武鸣

龙州
、

扶绥

天等

隆安
、

大新

平果
、

田东

扶绥

凭祥

界线
,

目前尚未发现有金花茶组植物的分布
。

金花茶组植物分布区的中心
,

如果以个体 ( 数量 ) 最多的地方 ( 发生地点 ) 作为分布区

的中心 ( 几何山心 ) 时
,

那么有两个中心
,

一个在十万大山东南面
,

即防城县境内
,

另一个

在龙州县境内
,

前者为土山区
,

后者为石山区 ( 岩溶地区 )
。

如果以种类最多的地方作为分

布区的中心 ( 最大变异中心 )
,

那么中心也有两个
,

一个在龙州县境内 ( 延伸到宁明县和凭

祥 )
,

有金花茶 9 种 ( 石山 区 7 种
,

土山区 2 种 )
,

占我国金花茶种数的 45 %
,

占石山区种

数的 5 3
.

8 % ; 另一个在扶绥县境内
,

有 7 种 ( 石山 区 G 种
,

匕 !」区 1 种 )
,

占 我 国 种 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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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
,

占石山总数的 46 %
,

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扶绥县山坪乡竟集中出现 4 种金花茶
,

而我国目前唯一的五室系种类就仅发现于此地
,

是我国五室系分布的新纪录和又一新种
。

金花茶组植物分布区
,

由于分化形成了许多大小不 等的分布区
,

分化的原因可能由于气

候 ( 主要是光照
、

水分
、

湿度 ) 的变化
,

土壤的不同以及地形和人为的影响
。

根据初步的划

分
,

按纬向变化 ( 从南到北 ) 排列
,

有下列 6 个分布区 ( 见图 )
。

( 1 ) 十万大山东南面和西大明山东南面分布区

本分布区一部份在十万大山东南面防城县境内及 钦州西缘
,

一部份在西大明山东南面
、

南宁市潭洛乡的庚下山和隆安县和扶绥县交界的凤凰山
,

不连续
,

为砂
、

页岩及花岗岩土山

区
。

有金花茶 ( C a m e ll ia
o h r y s a nt h a )

、

长柱金花茶
、

东兴金花茶
、

显脉金 花茶四种
,

其

南界约在北纬 2 1 “ 30
` ,

北界 2 2
0

5 51 。

叮

、…毛
J 、 -

一、̀
J叮

,

如
尸

我国金花茶组植物分布区示意图
1

.

十万大山东南和西大明山东南面分布区 , n
.

大青山
、

公母山分布区 , 皿
.

左江流域低峰丛石山分布

区 , 砰
。

靖西高原南缘石灰岩山原分布区
,

V
.

南宁盆地分布区 , 砚
.

平果
、

武鸣低峰丛石山分布区
。

( 2 ) 大青山
、

公母山分布区

本区位于宁明县的公母山和龙州
、

凭祥的大青山
,

连续
,

砂
、

页岩土山区
。

有小瓣金花

茶
,

薄叶金花茶二种
,

其北界约北纬 22
0

1 0, 左右
。

( 3 )左江流域低峰丛石山分布区

本区包括龙州
、

宁明
、

凭祥
、

崇左
、

扶绥和大新南部石灰岩山地
,

范围较广
,

连续
。

有

奔岗金花茶
、

大样鼻 岗金花茶
、

柠檬黄金花茶
、

倒卵叶柠檬黄金花茶
,

直脉金花茶
、

龙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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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
、

淡黄金花茶
、

北界 2 2
0

5 5 ,
左右

。

广 西 植 牛 色卷

凹脉金花茶
、

中华五室金花茶
、

毛籽金花茶 10 种
。

其南界在北纬 22
0

1 0,

( 4 ) 靖西高原南缘石灰岩 山原分布区

本区包括大新县的北部
、

天等县东部和隆安县西南部 石 灰 岩 山地
,

连续
。

有顶生金花

茶
、

毛瓣金花茶
,

凹脉金花茶三种
,

地处北纬 2 3
。

左右
。

( 5 ) 南宁盆地分布区

本区位于琶宁县西北部与南宁市交界处
,

连续
,

砂
、

页 岩 丘 陵 地
。

仅有小果金花茶 1

种
,

约处于北纬 2 2 0

5 5 , 。

( 6 ) 平果
、

武鸣低峰丛石山分布区

本区位于平果县中西部与田东县东部及武鸣县西北部的石灰岩山地
,

不连续
,

有平果金花

茶
、

淡黄金花茶两种
,

其北界约在北纬 2 3 0

40
` 。

为目前已知金花茶组植物中分布的最高纬度
。

2
。

水平分布的经向变化
:

经向变化不如纬向变化那样复杂
,

而且只能从土山区 ( 砂
、

页岩和花 岗岩山地 ) 看到这样变化
,

大约以东经 1 07
0

3 0, 为界
,

以西为小瓣金 花 茶
,

薄叶金

花茶分布区 , 以东为金花茶
、

长柱金花茶
、

东兴金花茶
、

显脉金花茶
、

小果金花茶分布区
、

( 三 ) 垂宜分布

金花茶组植物是北热带季节性雨林下的灌木和小乔木
,

因此
,

其垂直分布的高度与当地

季节性雨林相同
。

广西北热带季节性雨林分布于海拔 70 0米以下的范围 ( 在条件 优 越的沟谷

地带可出现沟谷雨林 )
,

悔拔 7 00 米 以上则过渡为常绿阔叶林
。

金花茶组 植 物一般出现于海

拔 7 00 米以下
,

但以海拔 2 00 一 500 米之间的范围为常见
,

其分布下限 为 海拔 20 米左右
,

如防

城县大王江附近的滨海丘陵台地
,

金花茶 ( C a m e
ill

a c h r
ys

a
nt 五a ) 仍为林下灌木层的优势

种或共优势种
; 其上限最高可达 800 一90 0米之间

,

如宁明县那陶大山悔拔 890 米的 地 方仍可

见到个知小瓣金花茶
。

-

( 四 ) 水平分布和垂 ! 分布种的更替

从金花买组植物的纬向变化看出
,

金花茶 ( C a m e
ill

a c h r
ys

a nt h a ) 分布的幅度最宽
,

从南界 ( 北纬 21
0

3 0,: ) 分布到北面的凤凰山一带 ( 北纬 22
0

55
`

)
。

小瓣金花茶
、

薄叶金花茶

南界基本上和金花茶处于同一的纬度厂但往北不 见 出 现
,

而被石山区的种类— 异岗金花

茶
、

大样掸岗金花茶
、

直脉金花茶
、

柠檬黄金花茶
、

倒卵叶柠檬黄金花茶
、

龙州金花茶
、

淡

黄金花茶
、

中华五室金花茶所更替
,

这几种金花茶常见于靖西高原 以南的龙州
、

宁明
、

扶绥
、

崇左一带的低峰丛石山区
,

即在北纬 22
0

1 01 一 22
0

45 ` 之间的范围
,

往北到靖西高原南部的大

新
、

天等山原
,

即约北纬 22
0

50
,

以北
,

这几种金花茶则少见
,

而为毛瓣金花茶
、

淡黄金花茶
、

顶生

金花茶所更替
。

纬度再升高
,

至北纬 2 3
“

40
`

左 右的平果县旧城
、

海城
、

太平与田东县思林交

界的地方
,

则由平果金花茶取代
,

此为目前已知金花茶组植物分布的最北端的种
。

至于金花

茶 组植物垂直分布的更替现象
,

虽然还未完全掌握
,

但是由于从靖西高原往南至东南
,

海

拨是逐渐降低的
。

因此
。

上述水平分布种的更替也可以视为垂直分布种的更替
。

在东西部水

平分布上
,

由于水湿条件变化而产生种的更替现象也有所反映
,

如在土山区
,

大致东径 1 07
“

3 0, 以东的地区为喜湿的金花茶 ( C a m e ll ia c h r y s a时 h a ) 及其变种的 分 布区
,

以西则为较

耐旱的小瓣 金花茶和薄叶金花茶更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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