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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崆峒山种子植物区系科的分析 

吴晓菊，陈学林 *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境内，面积约 182．52 km 。有野生种子植物 662种，隶属于 343属，88科。 

其中世界广布科 23个，占总科数的26．14％；热带科 35个，占39．77 ；温带科3O个，占34．09 ，并且单属科 

和少属科较丰富。虽然热带科的比例较高，但分布至该区的属和种大多是温带性质的。崆峒山的优势科是菊 

科、禾本科、蔷薇科、豆科、唇形科等，而表征科则是桦木科、麻黄科、胡颓子科、忍冬科、罂粟科、榆科、金粟兰 

科、虎耳草科等。该区系的起源有明显的古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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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ongtong Mountain lies in the city Of Pingliang，Gansu Province，with an area 0f about 182．52 kmz． 

There are 662 species of wild seed plants，belonged tO 343 genera and 88 families．Among the seven areal—types 

of the families，23 families are cosmopolitan family(taklng 26．14 of the tota1)；35 ones are tropical distribu— 

tion(taking 39．77 of the tota1)；30 ones are temperate distribution(taking 34．09 of the tota1)，and one 

genera family and fewer genera family are abundant．Though the rate Of tropical distribution is higher，most Of 

the genera and species Of this region is temperate in nature．The dominant families Of flora composition are 

Compositae，Gramineae，Rosaceae，Leguninosae，Labiatae and SO on，but the representative families are Betu— 

laceae，Ephedraceae，Elaeagnaceae，Caprifoliaceae，Papaveraceae，Ulmaceae，Chloranthaceae，Saxifragaceae． 

The origin of the flora iS clearly ancient． 

Key words：Gansu；Kongtong Mountain；flora 0f seed plants；family 

崆峒山是耸立在陇东黄土高原西部的一颗璀璨 

的明珠。该区物种资源与遗传多样性丰富，植被成 

分复杂，具有明显的古老性、过渡性和复杂性。因 

此，研究本地区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特点，具有重要的 

生态意义和经济、社会效益。刘玉兰(1978)、高维衡 

(1987)、张耀甲等(2002)学者曾对崆峒山植物区系 

的组成、特征和性质做过报道，我们在此基础上，通 

过更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分析，本文仅就该地区种子 

植物科的区系特征和性质给予报道。 

自然概况 

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境内，总面积 1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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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是中国名山之一。其范围东起平泾公路甘家 

坟，西至大小马圈一带，南至大阴山、十万沟，北至马 

屯山分水岭，地理座标界于东经 106。26 18 ～106。 

37 24”，北纬 35。23 24”～35。37 52”。崆峒山为突起 

在黄土高原上的石质山区，属于六盘山系的支脉，以 

中山山地地貌为主，周边为黄土梁卯丘陵。海拔为 

1 800~2 200 m，区内沟谷深切，多呈“V”字型。本 

区处东亚季风区边缘，属暖温带半湿润区。年平均 

气温 8．6℃，年平均降水 511．2 mm。土壤类型主要 

有山地棕壤，灰褐土和红土。 

崆峒山的植被成分复杂，在植被区划上属于温 

带草原植被区的甘肃黄土高原南部森林草原植被 

区，其地带性植被是落叶阔叶林和草甸草原。垂直 

分布有层次性，但不十分明显，而阴山、阳山植物成 

表 1 崆峒山、中国及世界种子植物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seed plants in Kongtong M ountain，China，World 

注：崆峒山种子植物科属种均不含栽培种，但包括变种和亚种；中国种子植物科属种的数字引自吴征镒。 

Note：The species、genera and family of the seed plants in Kongtong Mountain don’t include cultivated plants，but include variety and subspe 

cies：The number of species．genera and family in China comes from W U Zheng—yi． 

分有明显差异。主要有辽东栎 (Quercus wutais— 

hanica)、榆(Ulmus pumila)、小叶朴(Celtis bun— 

geana)、白刺花 (Sophora viciifolia)、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华山松(尸．armandii)、山杨(Pop— 

ulus davidiana)、苦木(Picrasma quassioides)、白 

蜡(Fraxinus chinensis)、三裂叶蛇葡萄(Ampelop— 

sis delavayana)、狗枣猕猴桃 (Actinidia tetram— 

era)、忍冬属(Lonicera)、荚莲属(Viburnum)、长芒 

草(Stipa bungeana)、无芒隐子草(Cleistogenes son— 

gorica)、虎 榛 子 (Ostryopsis davidiana)、沙棘 

(Hippophae rhomnoides subsp．sinensis)等。 

2 植物科的组成 

2．1科的数量组成 

根据调查，崆峒山地区有种子植物 90科 356属 

702种。其中野生类有 88科 343属 662种(本文仅 

讨论野生类种子植物的科的性质和特点)，栽培种 2 

科 13属 4O种(高维衡，1987；刘玉兰，1978)。在所 

分析的野生种中，有裸子植物 3科 3属 6种，分别占 

全国同类别的 3O 9／6、0．87 和 3．1O 9／6。被子植物 

85科 340属 656种，分别占全国同类别的29．21 9，6、 

11．05 和2．44 9，6(表 1)。 

2．2优势科和表征科 

在崆峒山区系中，其大科的排列顺序(表 2)与 

中国和世界大科相比，不仅数量差异大，而且存在着 

显著的顺序差异。最突出的像兰科、大戟科、樟科等 

热带性大科，其大科的排列顺序明显靠后，世界性热 

带大科有桃金娘科，野牡丹科、番荔枝科等，本区没 

有分布(黄大桀，1997)。而百合科、十字花科排序位 

置明显提前。含 20种以上的科仅有 8个(表 3)，但 

它们所含的属种数量却 占有一定的优势，共计 160 

属，345种，分别 占本 区种子植物总属种数量的 

46．65 9，6和 51．15 9，6。这 8个科中除兰科是以热带 

分布为主的科外，其余 7科或是世界分布科，或是温 

带分布科，都具有温带性质，体现了本区的温带特 

征。在上述的那些大科中，除蔷薇科、豆科、虎耳草 

科的少数属为木本植物外，其它各科均为草本植物， 

是该区草本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分。但它们在本地区 

森林植物区系中所起的作用较小，而含属较少的松 

科、桦木科、壳斗科、槭树科、榆科等则是温带本区森 

林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分。 

按各个科占该科世界种数和属数的百分比值大 

小排名(表 4)，则与其优势科的排名不同。按占该 

科世界种数排名在前的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植 

物区系的地方特征，可看作该植物区系的表征科。 

如桦木科、麻黄科、胡颓子科、忍冬科、罂粟科、榆科、 

金粟兰科、虎耳草科等。同样，按各个科占该科世界 

属数百分比排名在前的科，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该 

植物区系的发生特征，亦可视为该植物区系起源意 

义上的代表科，如麻黄科、唇形科、杨柳科、桦木科、 

凤仙花科、槭树科、清风藤科、车前科等。不论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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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其它地方特征还是发生特征的代表科，大多是主 

产于温带的科。 

2．3单种科和单属科 

单种科和单属科反映了植物科进化过程中两个 

相反的方向，一个是新产生的科，~．Ngo尚未分化； 

另一个是演化终极的科，属种已大量消亡，现存的是 

残遗种类。对单种科和单属科的分析可反映出一个 

地区植物进化的历史和现状(潘晓玲等，2001)。 

表 2 崆峒山种子植物科的大小顺序排列 

Table 2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amilies of the seed plants in sequence in Kongtong Mountai“ 

表 3 崆峒山种子植物科的科属种数量统计 
Table 3 The statistics of family，genera and species number of seed plants families in Kongtong Mountain 

崆峒山地区种子植物有单种单属科 23个，单属 

非单 种科 l1个，占本 区种 子植 物 总科 数 的 

38．64 ，总属数的9．91 0A。 

世界广布的单种科和单属科有百花丹科。 

热带分布的有防己科，樟科，漆树科，椴树科，葫 

芦科，薯蓣科，壳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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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分布的有亚麻科，藤黄科，列当科，芝菜科， 

灯心草科、柏科、胡桃科。 3 科的分布型简析 
间断分布的有木兰科、省沽油科、金粟兰科。 

以南半球为主的有马齿苋科，酢浆草科，檀香 

科。 

地域性特有的有清风藤科。 

异常类型的有凤仙花科。 

以上科分布至本区内，从科一级水平上说明了 

崆峒山植物区系的多样性。 

根据 R．Good(1974)对世界植物各科分布型的 

划分，可将本区种子植物的分布型分为7大类，即世 

界广布科、热带科、温带科、间断分布科、以南半球为 

主的科、地域性特有科和异常科(Good，1974)。为 

进一步说明本区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种子植物的分布 

特点，现简单分析论述如下(表 5、6)。 

表 4 崆峒山植物区系的代表科及排名 

Table 4 The families with higher representative value in both genera and 

species in the flora of Kongtong Mountain 

桦木科 Betulaceae 

麻黄科 Ephedraceae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罂粟科 Papaveraceae 

榆科 Ulmaceae 

金粟兰科 Chloranthaceae 

虎耳草科 Saxlfragaceae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胡桃科 J uglandaceae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 

蓼科 Polygonaceae 

蔷薇科 Rosaceae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槭树科 Aceraceae 

卫矛科 Celastraceae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龙胆科 Gentlanaceae 

猕猴桃科 Actinidlaceae 

杨柳科 Salicaceae 

8．00 

5．00 

4．44 

4．22 

3．33 

2．67 

2．50 

2．2O 

1．95 

1．67 

1．67 

1．63 

1．61 

1．48 

1．33 

1．33 

1．14 

1．00 

1．00 

0．93 

麻黄科 Ephedraceae 

唇形科 Labiatae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杨柳科 Salicaceae 

桦木科 Betulaceae 

凤仙花科 Balsaminaceae 

械树科 Aceraceae 

清风藤科 Sabiaceae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金粟兰科 Chloranthaceae 

猕猴桃科 Actlnidiaceae 

小蘖科 Berberidaceae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 

栊牛儿苗科 Geraniaceae 

蔷薇科 Rosaceae 

葡萄科 Vitaceae 

壳斗科 Fagaceae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RVS．(Representative Value in Species=The number of species of the family in the flora of Kongtong Mountain／the number of total species 

of the family in the WOrldX lOO)，RVG．(Representative Value in Genera—The number of genera of the family in the flora of Kongtong Moun— 

tain／the number of total genera 0f the family in the world×100)． 

3．1世界广布科 

这类科全世界共 67科，中国有4O科，在本区有 

15科 152属 314种，分别 占同类别的 17．O5 、 

44．31 和47．43 。有菊科、唇形科、禾本科、百合 

科、豆科等，它们是本区最具有优势的科。禾本科为 

世界分布最广泛的科，全科共有 620属，10 000余 

种，也是本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第 2大科。菊科从热 

带到极地都有分布，主产世界温带地区，本区该科共 

有 92种，是本植物区系的第 1大科；莎草科主产温 

带和寒带地区；石竹科则主产地中海区。有些科虽 

主要分布于热带，但也有其温带的代表，属于这种情 

况的科在本区有旋花科、茄科、荨麻科、大戟科、远志 

科、堇菜科、马鞭草科等主要分布在赤道以南，但它 

们都有少数或一些世界广布种(吴征镒，1980；王荷 

生，1992)，这些科在本区均有分布，但各科一般种类 

较少。 

3．2热带科 

本区共有热带科 3O个，含 58属，92种，分别占 

同类别的34．1O 、16．91％和 13．9o 。热带分布 

型科虽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所含属和种的数量却显 

著降低，说明相对整个中国而言，本区的热带性质逐 

渐减弱，其成分主要是通过西南、华南、华中分布至 

本区的(吴征镒等，1983)。另一方面，分布至本区的 

热带科所含的种和属大多是温带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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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崆峒山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型和其分含不同属级数科的数量及 占本区总科的百分数( ) 

Table 5 The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 families in Kongtong Mountain and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ge“ 

families and the percentages of the total families in this region 

3．3温带科 

共有 26科 106属 220种，分别 占同类别 的 

29．55 、3O．9O 和 33．23 9，5，其中少属科较多。各 

类温带科中=j匕温带分布的最多，说明了本区的北温 

带性质(王荷生，1997)。在这 26个科中，除了蓼科、 

毛茛科、蔷薇科、虎耳草科、忍冬科、伞形科、十字花 

科含种数超过 lO个以外，其余所含种数均在 lO个 

以内，它们多数在该区的种数占全国的比例较小，显 

示了它们的分布中心也多不在本区内。但一些木本 

科的某些属仍能成为该区落叶阔叶林的优势分子， 

如桦木科的桦木属，榛科的榛属、鹅耳枥属，槭树科 

的槭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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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崆峒山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型和其分含不同种级数科的数量及占本区总科的百分数( ) 

Table 6 The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 families in Kongtong Mountain and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species 

families and the percerntages of the total families in this region 

分布区类型和变型 
Areal—type 

科数 
Family 

number 

种数 
Species 

number 

一 世界广布科 Cosmopolitan and subeosmopolitan 

1世界科 Fam， 

2以热带为主的世界科 

3以地中海为主的世界科 

4以温带为主的世界科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 ) 

二 热带科 Tropical Fam．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 ) 

三 温带科 Temperate Fam． 

1典型温带科 

2以温带为主的科 

3北温带及南温带问断的科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 ) 

四 间断分布科 Discontinuous Fam． 

(一)美及欧亚大陆及(或)大洋州问断 

1全部或主要见于北半球的科 

(1)美洲及欧亚大陆东部间断的科 

2主要见于热带的科 

(二)其它问断的科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 

五 以南半球为主的科 Southern Fam． 

1以南非和南美为中心并广布世界 

2以南非和澳大利亚为中心并广布世界 

3以澳大利亚为中心并出现在新喀里多尼亚和太平洋岛屿 

4以南非、马卡罗尼西亚和地中区及南美和澳大利亚为中心并广布 

世界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V00) 

六 地域性特有科 Endemic Fam． 

1达到澳大利亚及(或)新西兰及(或)太平洋岛屿 

2亚洲及马来西亚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 ) 

七 异常科 Anomalous Fam． 

1印度、欧亚大陆和美洲部分地区 

2亚洲和非洲部分热带及少数种并广布于北温带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 ) 

总 计 Total 

占种子植物科的百分数(％) of total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15 314 3 3 — 4 4 1 

9 268 3 —— —— ·—— 1 1 

2 6 —  2 —  2 2 

1 2O 一  1 一 一 一 一 

3 2O 一  一 ～ 2 1 ～ 

17．O5 47．43 3．41 3．41 4．55 4，55 1，14 

30 92 ⋯ 1 2 19 8 

34．1O 13．90 1．14 2，27 21，59 9，09 

26 22 1 1 7 1 9 7 

5 88 1 1 一 一 2 1 

12 89 一  一  5 — 3 4 

9 43 一 一 2 1 4 2 

29．55 33．23 1．14 1．14 7．95 1．14 1O．23 7．95 

4 5 一 一 一 一 1 3 

1 1 ～  一  一 一 一 1 

1 1 一 一  ～  一 ～ 1 

1 1 ～ 一 一  ～  一  1 

2 2 一 ～  一 一 一  2 

1 2 一 一  一  一 1 ～  

4．55 0．76 1．14 3．41 

9 25 一 ～  ～  1 5 3 

2 5 ～ ～  一  一  1 1 

4 8 一 一 ～  一  3 1 

1 5 ～ 一 ～  一  1 — 

2 7 一 一 ～  1 —  1 

10．23 3．78 

2 3 

1 1 

1 2 

2．27 0．45 

2 3 

1 2 

1 1 

2．27 0．45 

88 662 

1．14 5．68 3．41 

一  一  ～  一  1 1 

一  ～  一  一  一  1 

一  一  一  一  1 — 

1．14 1．14 

一  一  一  一  1 1 

一  一  一  一  1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 

1．14 1．14 

4 4 8 8 40 24 

4．55 4．55 9．09 9．09 45，45 27．27 

3．4间断分布科 

这一类型的科在本区共有 4科 4属 5种，分别 

占同类别的4．55 、1．17 和 0．76 。其中木兰科 

属于美洲及欧亚大陆东部间断；省沽油科和金粟兰 

科是主要见于热带的科；山茱萸科属于以北温带、亚 

洲及新几内亚，南美、南非间断的科。这 4科在本区 

内均含 1属 1种。 

3．5以南半球为主的科 

本区共有这一类型的科 9个，包含 18属和 25 

种，分别占同类别的 1O．23 、5．25％和 3．78 9，6。其 

中以南非和南美为中心并广布世界的有栊牛儿苗 

科、酢浆草科；以南非及澳大利亚为中心并广布世界 

一c；} 

～种 ～c骨 

加 加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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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芸香科、瑞香科、蒺藜科和檀香科；以澳大利亚 

为中心并特别出现在新喀里多尼亚和太平洋岛屿的 

有五加科；以南非、马卡罗尼西亚和地中海区以及南 

美和澳大利亚为中心并广布于世界的有景天科和马 

齿苋科。以上四科所含属均在 5个以下，所含种数 

均在 1O个以下。 

3．6地域性特有科 

该类型在本区有 2种情况。达到澳大利亚及 

(或)新西兰及(或)太平洋岛屿的特有科 1个，即清 

风藤科，且是单属单种科；分布至亚洲及马来西亚的 

特有科也只有 1个，即猕猴桃科，有 l属 2种。共计 

2科 2属 3种，分别 占同类别的 2．27 9／6、0．58 和 

0．45 9／i。 

3．7异常科 

分布于本区的典型的异常科有 2科 3属 3种， 

分别占同类别的2．27 、0．87 9／6和0．45 9／6。它们是 

川续断科和风仙花科，前者主要分布于包括印度在 

内的欧亚大陆和非洲部分地区，后者则分布于亚洲 

和非洲热带区，只有少数种广布于北温带。 

从以一L的分析来看，本区内科的 7类分布型齐 

全，变型多样，少种、属科和单种、属科数量巨大，分 

别 占区 内种 子植 物 科 的 7O．45 9／6、29．45 9／6和 

26．14 9／5、6．70 9／5。另一方面，热带分布型、问断分布 

型、以南半球为主的分布型、地域性特有分布型及异 

常分布型中，含 6属和 lO种以上的科的数量极少， 

都仅有 1科，即兰科(含 9属 l1种)，占区内种子植 

物总科数的 1．14 。这无疑表明了崆峒山植物区 

系与欧亚、北美 、地 中海及南半球 的广泛联系，也显 

示了本区系种子植物的多样性。 

4 科的生活型分析 

崆峒山种子植物生活型中，木本 ll科，其中乔 

木8科，它们是柏科、松科、蔷薇科、杨柳科、榆科、忍 

冬科、紫葳科、鼠李科和桑科；灌木 3科，即豆科、麻 

黄科、蓼科。木本科占总科数的 12．5O 9／5，草本科占 

总科数的87．5O 9，5。其中裸子植物 2科，被子植物 9 

科，这些常绿木本植物在区内形成了针、阔叶混交 

林。 

5 古老性分析 

现代多数植物分类学家认为木兰目和毛茛目是 

被子植物中最原始的类型和演化起点。这 2个目中 

有些科属本区也有分布。如木兰科(Magnoliaceae) 

可能是现存的被子植物中最原始的类群之一。花的 

形态，包括花被、雌雄蕊的数目及排列方式、花药的 

形态、伸长的雄蕊轴及具有单沟的花粉管等，均处在 

较原始的水平(应俊生，1994)。毛茛 目在本区的种 

类很丰富，如芍药属(Paeonia)、耧斗菜属(Aquile— 

gia)、唐松草属(Thalictrum)、升麻属(Cimicifu— 

ga)、乌头属(Aconitum)、毛茛属(Ranunculus)、翠 

雀属(Delphinium)、铁线莲属(Clematis)等。 

另一派植物学家如 A．思格勒认为，单子叶植物 

比双子叶植物原始，在双子叶植物中以菜荑花序最 

原始，而这一类中的主要科在本区均有分布。如桦 

木科(13etulaceae)，我国有 6属，本区产4属，即桦木 

属 (Betula)、榛 属 (Corylus)、虎 榛 子 属 (Os— 

tryopsis)、鹅耳栎属(Carpinus)；壳斗科(Fagaceae) 

在本区产 l属，即栎属(Quercus)；榆科主要分布于 

热带和温带地区，本区有2属 4种。 

就 l5个古老木本科而言，本区有 9科 19属 47 

种，与祁连山8科 16属4O种、六盘山1O科22属55 

种(王春亭，1988)较为接近，而明显少于太白山 l5 

科 65属 218种(张志英，1984)及小陇山12科 37属 

104种(彭泽祥，l984)，略高于马衔山 7科 l4属 31 

种(孙国钧等，1994)及贺兰山 4科 7属 l1种(狄维 

忠，1988)，占本区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lO．23 、总属 

数的5．54 9／6、总种数的 7．09 9／6(表 7)。由上可知， 

崆峒山有古老和原始的科属，充分证明了本区植物 

区系起源的古老性。 

6 结 论 

(1)崆峒山植物区系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88科、 

343属、662种，分别 占我 国同类别 的 29．24％、 

11．O0 和2．45 。生活型以草本为主，木本约占 

1／4。 

(2)经分析，菊科、豆科、禾本科、蔷薇科、毛茛 

科、唇形科、百合科等是本区系的优势科，同时它们 

也是世界性大科，又是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的科，在 

一 定程度上说明该植物区系具有温带性质。松科、 

壳斗科、桦木科、杨柳科、槭树科、禾本科、蔷薇科等 

成为本区植被形成的优势科。本区系的表征科是桦 

木科、麻黄科、胡颓子科、忍冬科、罂粟科、榆科、金粟 

兰科、虎耳草科、毛茛科、胡桃科、省沽油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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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崆峒山与其它几个地区古老木本科的比较 

Table 7 The comparison of the ancient woody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Kongtong Mountain and some other regions 

(3)通过对科的分布型分析，可以看出本区系种 

子植物多样性丰富，少属种科和单属种科比例很大， 

反映了本区系和其它植物区系的广泛联系。 

(4)古老木本科和形态上原始类群在本区的出 

现，说明了本区系历史起源具有一定的古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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