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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
———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

洪　 柳１ꎬ２ꎬ 余夏君２ꎬ３ꎬ 吴　 林１ꎬ２∗ꎬ 牟　 利１ꎬ２ꎬ 李小玲１ꎬ２ꎬ 王　 涵１ꎬ２

( １. 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ꎬ 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ꎻ ２. 湖北民族大学

林学园艺学院ꎬ 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ꎻ ３.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ꎬ 重庆 万州 ４０４０２０ )

摘　 要: 鄂西南地区密集分布有后河、木林子、七姊妹山和星斗山四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 共同形成了一个

珍稀动植物大体相近、互相补充的保护区群ꎬ为摸清鄂西南保护区群的苔藓植物组成ꎬ该文采用野外调查和

文献资料整理相结合的方法ꎬ对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内的苔藓植物丰富度和组成特征进行了分析ꎬ
并与渝东南、湘西北的苔藓植物多样性进行了比较ꎮ 结果表明:(１)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共有苔藓植

物 ７７ 科 １９７ 属 ６０１ 种ꎬ物种数分别占中国和湖北苔藓总数的 １９.８９％和 ７１.４６％ꎮ 其中ꎬ中国特有种 ２７ 种ꎬ
仅含 １ 种的科有 １５ 科ꎬ仅含 １ 种的属有 ９１ 属ꎮ (２)鄂西南国家级保护区群内的各保护区之间的苔藓物种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与互补性ꎬ符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ꎮ (３)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苔藓植物区

系类型全面ꎬ物种数量也显著高于同处武陵山区的渝东南、湘西北等地区ꎮ 因此ꎬ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群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大型珍稀濒危动植物ꎬ而且还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苔藓植物类群为苔藓植物营造了良好

的居住环境ꎬ是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ꎮ
关键词: 鄂西南ꎬ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ꎬ 苔藓植物ꎬ 保护ꎬ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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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

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蒋志刚ꎬ
１９９７)ꎬ研究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ꎬ而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一般是就地保

护和迁地保护ꎮ 而普遍认为ꎬ生境的“就地保护”
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为有力和高效的保护方法ꎮ
就地保护措施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ꎬ通过对自然

保护区的建设和有效管理ꎬ从而使生物多样性得

到切实的人为保护ꎮ 然而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多

关注大型维管植物ꎬ有关苔藓多样性保护的研究

少之又少ꎮ 事实上ꎬ苔藓是仅次于被子植物的第

二大植物类群ꎬ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且有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监测空气污染

状况等生态功能ꎮ 另外ꎬ苔藓植物个体矮小ꎬ属于

变水植物ꎬ其多样性分布格局不同于维管植物

(Ｇｅｆｆｅ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Ｍöｌ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受微环境

影响更大ꎮ 因此ꎬ有必要研究关键地域苔藓多样

性ꎬ确定苔藓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ꎬ提升苔藓多

样性保护可操作性ꎮ
鄂西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地区之

一ꎬ也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域(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部ꎬ２０１１)ꎬ且建设有以共同保护

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钟萼木 (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连香树(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等珍稀

孑遗植物为主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ꎮ 前期研

究发现ꎬ鄂西南国家级保护区中常见有苔藓植物

悬挂或附生树木上ꎬ单位面积苔藓种类十分丰富

(马俊改ꎬ２００６ꎻ杨志平ꎬ２００６ꎻ余夏君等ꎬ２０１９)ꎮ
并且ꎬ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对鄂西南的清江流域古生物

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清江生物群”的概念ꎬ证实

在 ５.１８ 亿年前该区域就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

区ꎮ 因此ꎬ我们推断鄂西南是苔藓多样性分布的

核心地区之一ꎬ该区域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

够较好地保护苔藓多样性ꎮ 同时ꎬ本研究有助于

摸清整个鄂西南保护区群的苔藓植物组成ꎬ有利

于整个保护区群的生物多样性体系建设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鄂西南是湖北省西南板块突出来的一角ꎬ 并与

重庆东部、湖南的西北角相毗邻ꎬ 是云贵高原植物

向东过渡和亚热带植物区系向北过渡的交汇地ꎬ也
是东亚亚热带植物区系成分分布的核心地区ꎮ 同

时ꎬ该区域是华中地区植物种类最多、最集中的地

方ꎬ被称为“天然植物园”和“种质基因库”ꎬ并有鄂

西林海之称ꎮ 该地区由于它的明显生物价值和固

有的生态价值ꎬ 被排列在自然保护区发展的优先地

区ꎮ 该地区自东向西密集分布有木林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斗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许多

重要的自然保护小区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野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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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相近、互相补充、野生动物相互迁移的自然保

护区群(图 １)ꎮ 该区域山峦密布ꎬ沟壑纵横ꎬ水热同

期ꎬ不仅为野生动植物创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ꎬ也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苔藓物种ꎮ
１.２ 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野外调查以及文献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研究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苔藓植物资

源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ꎬ我们先后对木林子国家级

自 然 保 护 区 ( １０９° ５９′ ３０″—１１０° １７′ ５８″ Ｅ、
２９°５５′５９″—３０°１０′４７″ Ｎ)、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１０９°３８′３０″—１０９°４７′００″ Ｅ、２９°３９′３０″—
３０°０５′１５″ Ｎ)、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１０°２９′２５″—
１１０°４０′４５″ Ｅ、３０°０２′４５″—３０°０８′４０″ Ｎ)的苔藓植

物资源进行了野外调查ꎬ然后利用«中国苔藓志»
(黎兴江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６ꎻ吴鹏程ꎬ２００２ꎬ２０１１ꎻ胡人亮

和王幼芳ꎬ２００５ꎻ高谦ꎬ２００３ꎬ２００８)、«中国苔藓植

物名录»(贾渝和何思ꎬ２０１３)等参考工具书ꎬ进行

苔藓物种的分类鉴定ꎬ且部分结果已发表在«浙江

农林大学学报» (余夏君等ꎬ２０１９)ꎮ 同时ꎬ整理已

发表的后河保护区与星斗山保护区 ( １０８° ５７′—
１０９°２７′ Ｅ、２９°５７′—３０°１０′ Ｎꎻ １０８°３１′—１０８°４８′
Ｅ、３０°０４′—３０°１４′ Ｎ)苔藓物种数据(彭丹ꎬ２００３ꎻ
王小琴ꎬ２００６ꎻ马俊改ꎬ２００６)ꎮ 参照文献对所有苔

藓植物学名、异名和分类系统进行统一处理(贾渝

和何思ꎬ２０１３)ꎬ并参照«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

名录»确定受威胁苔藓植物(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ꎮ
另外ꎬ运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ＯｒｉｇｉｎＬａｂ Ｃｏｒꎬ ＵＳＡ)

绘制韦恩图ꎬ 并计算四个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相

似性ꎮ 区域相似性系数计算公式为 Ｓｐｒｅｎｓｏｎ 相似

性系数 ＝ ２ｃ / (ａ＋ｂ) ×１００％ꎮ
式中:ａ 为地区 Ａ 苔藓植物的种数、属数和科

数ꎻｂ 为地区 Ｂ 苔藓植物的种数、属数和科数ꎻｃ 为

地区 Ａ 和 Ｂ 苔藓植物的共有种数、共有属数和共

有科数(Ｚｈａｎｇ ＹＬ ＆ Ｚｈａｎｇ ＸＭꎬ １９９８ꎻ张元明等ꎬ
２００２)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种丰富度与相似性

鄂西南保护区群共有苔藓植物 ７７ 科 １９７ 属

６０１ 种ꎬ其物种数分别占湖北省苔藓物种总数的

８１.０５％、７４.０６％和 ７１.４６％(刘胜祥等ꎬ１９９８ꎻ田春

元等ꎬ １９９８ꎻ田春元和刘胜祥ꎬ １９９８ꎻ刘双喜等ꎬ
２００１ꎻ彭丹ꎬ２００３ꎻ吴展波等ꎬ２００３ꎻ姚发兴和洪文ꎬ
２００３ꎻ马 俊 改 等ꎬ ２００５ꎻ 马 俊 改ꎬ ２００６ꎻ 王 小 琴ꎬ
２００６ꎻ项俊等ꎬ ２００６ꎻ胡章 喜ꎬ ２００７ꎻ洪 文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００８ꎻ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范苗等ꎬ ２０１７ꎻ余夏君等ꎬ
２０１８)ꎬ占中国苔藓植物(贾渝和何思ꎬ２０１３)总数

的 ５１.３３％、３３.３３％和 １９.８９％ꎮ 其中ꎬ木林子保护

区有苔藓植物 ６６ 科 １２１ 属 ２９２ 种ꎬ七姊妹山保护

区有苔藓植物 ７０ 科 １３６ 属 ２８５ 种ꎬ后河保护区有

苔藓植物 ３６ 科 ９１ 属 １９４ 种ꎬ星斗山保护区有苔藓

植 ３２ 科 ８８ 属 ２２６ 种(图 ２)ꎮ
进一步综合统计发现四大保护区共有种有 ３０

种ꎬ多为白发藓(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东亚小金发

藓 (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ｉｎｆｌｅｘｕｍ)、卷 叶 凤 尾 藓 (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ｄｕｂｉｕｓ)等常见种ꎮ 两者共有种中ꎬ七姊妹山保护

区和木林子保护区共有种最多ꎬ 共 １６６ 种ꎬ占保护

区群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２７.６２％ꎻ七姊妹山保护区

和后河保护区共有种最少ꎬ 仅 ６３ 种ꎬ占保护区群

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１０.４８％ꎮ 另外ꎬ 各个保护区独

有种也较多ꎬ后河保护区独有种 ７７ 种ꎬ如短颈小

曲 尾 藓 (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ｃｅｒｖｉｃｕｌａｔｅ )、 鞭 枝 疣 灯 藓

( Ｔｒａｃｈｙｃｙｓｔｉｓ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ｒｉｓ )、 绿 锯 藓 ( Ｄｕｔｈｉｅｌｌ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斑叶细鳞苔(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ｐｕｎｃｔｉｆｏｒｍｉｓ)等ꎬ主
要集中在海拔１ ２００ ｍ 以上区域ꎬ占保护区群苔藓

植物总种数的 １２. ８１％ꎻ木林子保护区独有种 ８０
种ꎬ如 透 明 凤 尾 藓 (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ｈｙａｌｉｎｕｓ )、 树 藓

( Ｐｌｅｕｒｏｚｉｏｐｓｉｓ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 )、 泛 生 丝 瓜 藓 ( Ｐｏｈｌｉａ
ｃｒｕｄａ)、囊绒苔(Ｔｒｉｃｈｏｃｏｌｅａ ｓａｃｃｕｌａｔａ)等ꎬ主要集中

在海拔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的范围内ꎬ占保护区群苔藓

植物总种数的 １３.３１％ꎻ七姊妹山保护区独有种 ８８
种ꎬ 如 小 墙 藓 ( Ｗｅｉｓｉｏｐｓｉｓ ｐｌｉｃａｔａ )、 柳 叶 藓

( 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ｕｍ ｓｅｒｐｅｎｓ )、 树 形 羽 苔 (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假苞苔(Ｎｏｔｏｓｃｙｐｈｕｓ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等ꎬ主要

集中在海拔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的范围内ꎬ占保护区群苔

藓植物总种数的１４.６４％ꎻ星斗山保护区独有种 ８８
种ꎬ如马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ｍａｙｒｉｉ)、毛叶梳藓

(Ｃｔｅｎｉｄｉ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 日 本 光 萼 苔 (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盔瓣耳叶苔(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ｍｕｓｃｉｃｏｌａ)等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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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地理位置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图 ２　 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苔藓物种韦恩图
Ｆｉｇ. ２　 Ｖｅｎ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要集中在 ６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的范围内ꎬ占保护区群苔

藓植物总种数的 １４.６４％ꎮ 由此可见ꎬ鄂西南各大

保护区内的苔藓物种既有一定的相似性ꎬ 也有很

强的互补性ꎮ
另外通过采用 Ｓｐｒｅｎｓｏｎ 公式计算不同地区成

分间的相似性ꎮ 物种相似性系数越大ꎬ表明物种

起源、性质相似程度越高ꎮ 通过表 １ 可知:木林子

保护区和七姊妹山保护区属和种的相似性都是最

高的ꎬ共有科也是最多的ꎻ后河保护区和星斗山保

护区在共有科上最少ꎻ后河保护区和木林子保护

区的属相似性系数最低ꎻ后河和七姊妹山保护区

的种相似性系数最低ꎮ
２.２ 组成特点

从科的组成上看ꎬ鄂西南保护区群苔藓物种

数大于 １５ 种的优势科有 １４ 科共 ３５１ 种ꎬ占该地区

苔藓植物总数的 ５８. ５％ (图 ２)ꎮ 从属的组成上

看ꎬ鄂西南保护区群的苔藓物种数大于 １０ 的优势

属有 １２ 属共 １７４ 种ꎬ占该地区苔藓植物总数的

２９％ (图 ２)ꎮ 仅含一种的科有 １５ 科ꎬ占鄂西南保

１４４３ 期 洪柳等: 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



表 １　 鄂西南保护区群苔藓植物组成及相似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地区
Ａｒｅａ

共有科数
Ｎｏ.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ａｍｉｌｉｌｅｓ

共有属数
Ｎｏ.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

属相似性指数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

共有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相似性指数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后河和木林子 Ｈｏｕｈ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ｉｎｚｉ ２２ ４７ ２２.１７ ７１ １４.６１

后河和七姊妹山 Ｈｏｕｈｅ ａｎｄ Ｑｉｚｉｍｅｉｓｈａｎ ３０ ５２ ２２.９１ ６３ １３.１５

后河和星斗山 Ｈｏｕｈｅ ａｎｄ Ｘｉｎｇｄｏｕｓｈａｎ ２１ ４７ ２６.４０ ７９ １８.８１

木林子和七姊妹山 Ｍｕｌｉｎｚｉ ａｎｄ Ｑｉｚｉｍｅｉｓｈａｎ ５９ ９７ ３７.７４ １６６ ２８.７７

木林子和星斗山 Ｍｕｌｉｎｚｉ ａｎｄ Ｘｉｎｇｄｏｕｓｈａｎ ４０ ５７ ２７.２７ ９６ １８.５３

七姊妹山和星斗山 Ｑｉｚｉｍｅｉ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Ｘｉｎｇｄｏｕｓｈａｎ ３９ ６２ ２７.６８ ７９ １５.４６

１. 金发藓科ꎻ ２. 白发藓科ꎻ ３. 凤尾藓科ꎻ ４. 丛藓科ꎻ ５. 珠藓科ꎻ ６. 真藓科ꎻ ７. 提灯藓科ꎻ ８. 薄罗藓科ꎻ ９. 青藓科ꎻ １０. 蔓藓科ꎻ
１１. 灰藓科ꎻ １２. 绢藓科ꎻ １３. 平藓科ꎻ １４. 细鳞藓科ꎻ １５. 曲柄藓属ꎻ １６. 凤尾藓属ꎻ １７. 泽藓属ꎻ １８. 真藓属ꎻ １９. 提灯藓属ꎻ
２０. 棉藓属ꎻ ２１. 青藓属ꎻ ２２. 灰藓属ꎻ ２３. 绢藓属ꎻ ２４. 合叶苔属ꎻ ２５. 羽苔属ꎻ ２６. 光萼苔属ꎮ
１.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ꎻ ２.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ａｃｅａｅꎻ 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ａｃｅａｅꎻ ４.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ꎻ ５.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ꎻ ６.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ꎻ ７.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ꎻ ８. Ｌｅｓｋｅａｃｅａｅꎻ
９.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ꎻ １０. 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ꎻ １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ꎻ １２. Ｅｎｔ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ꎻ １３. Ｎｅｃｋｅｒａｃｅａｅꎻ １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ｃｅａｅꎻ １５.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ꎻ
１６.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ꎻ １７. Ｂｒｅｕｔｅｌｉａꎻ １８. Ｂｒｙｕｍꎻ １９. Ｍｎｉｕｍꎻ ２０.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ꎻ ２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ꎻ ２２. Ｈｙｐｎｕｍꎻ ２３. Ｅｎｏｔｏｄｏｎꎻ ２４.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ꎻ
２５.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ꎻ ２６. Ｐｏｒｅｌｌａ.

图 ３　 鄂西南保护区群苔藓优势科和优势属
Ｆｉｇ. 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护区群苔藓物种总科数的 １９.４８％ꎬ 仅含一种的属

有 ９１ 属ꎬ占鄂西南保护区群苔藓物种总属数的

４６.１９％ꎮ
２.３ 中国特有种

鄂西南保护区群共有 ２６ 种中国特有苔藓植物

(表 ２)ꎬ占中国苔藓植物总数的 ０.０８％ꎮ 其中ꎬ木
林子保护区分布有 １１ 个中国特有种ꎬ七姊妹山保

护区分布有 １３ 个中国特有种ꎬ后河保护区分布有

１２ 个中国特有种ꎬ星斗山保护区分布有 ９ 个中国

特有种ꎮ

２.４ 受威胁物种

鄂西南保护区群境内共有受威胁苔藓植物 ２
种ꎬ分别是密枝灰藓(Ｈｙｐｎｕｍ ｄｅｎｓｉｒａｍｅｕｍ)和疣卷

柏藓(Ｒ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ａｃｅｕｍ)ꎮ 其中:密枝灰藓主

要分布在木林子保护区ꎬ集中生长于海拔 １ １５０ ｍ
左右的林间小道ꎻ疣卷柏藓(Ｒ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ａｃｅｕｍ)
主要分布在七姊妹山保护区ꎬ且多生活在海拔 ８４０
ｍ 左右的岩石土坡上ꎮ 其他物种虽然受威胁较小ꎬ
但也面临生境破碎化和人工开采的影响ꎬ如泥炭藓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ｐａｌｕｓｔｒｅ)和白发藓(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ꎮ

２４４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表 ２　 鄂西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群中国特有苔藓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ｒ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序号
Ｎｏ.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序号
Ｎｏ.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半齿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ｅｍｉｓ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２ 拟牛毛藓 Ｄｉｔｒｉｃｈｏｐｓｉｓ 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ａ

３ 短齿牛毛藓 Ｄｉｔｒｉｃｈｕｍ ｂｒｅｖｉｄｅｎｓ ４ 毛叶青毛藓 Ｄｉｃｒ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ｆｉ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５ 剑叶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ｒｕｆｉｄｕｌｕｓ ６ 尖叶对齿藓芒尖变种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ｕｓ ｖａｒ. ｆｌｅｘｉｃｕｓｐｉｓ

７ 拟丛净口藓 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ｕｍ ａｎｏｅｃｔａｎｇｉｏｉｄｅｓ ８ 卷叶毛口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ｈａｔｔｏｒｉａｎｕｍ

９ 兜叶黄藓 Ｄｉｓｔ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ｅｉｚｈｉｉａｅ １０ 台湾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ｆｏｒｍｏｓｉｃｕｍ

１１ 偏叶麻羽藓 Ｃｌａｏｐｏｄｉｕｍ ｒｕｇｕｌｏ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１２ 多枝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ｉｒａｍｅｕｍ

１３ 扁枝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ｌａｎ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１４ 羽枝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ｌｏｎｇｉｒａｍｅｕｍ

１５ 细肋细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ｅｌｌａ ｌｅｐｔｏｎｅｕｒａ １６ 云南灰气藓 Ａｅｒｏｂｒｙｏｐｓｉ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７ 疣突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ｅｌａｔｉｐａｐｉｌｌａ １８ 变枝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ｓ

１９ 贡山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ｋｕ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０ 中华绢藓 Ｅ. 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ｕｓ

２１ 四川拟蕨藓 Ｐｔｅｒｏｂｒｙｏｐｓｉｓ ｓｅｔｓｃｈｗａｎｉｃａ ２２ 延叶平藓 Ｎｅｃｋｅｒａ 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ｓ

２３ 疏叶叶苔 Ｊｕｎｇｅｒｍａｎｎｉａ ｓｐａｒｓｏｆｏｌｉａ ２４ 高氏合叶苔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ｇａｏｃｈｉｉ

２５ 柯氏合叶苔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ｋｏｐｏｎｅｎｉｉ ２６ 尾尖光萼苔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２７ 广西毛耳苔 Ｊｕｂｕｌ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图 ４　 鄂西南保护区群与渝东南、湘西北苔藓植物相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２.５ 鄂西南保护区群与渝东南、湘西北比较

鄂西南邻近渝东南和湘西北(熊源新ꎬ２００７)ꎬ
三地都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ꎬ
同属武陵山区ꎬ并且在地理环境与气候等方面都十

分相近ꎮ 通过对三者的苔藓植物比较ꎬ发现鄂西南

的苔藓植物种类远多于其他两地ꎬ且在科、属、种上

都占有明显优势(图 ４)ꎮ 可见鄂西南保护群的苔藓

植物丰富度十分的大ꎬ是武陵山区苔藓物种多样性

分布的核心地区ꎮ 同时ꎬ根据科属种的比值高低判

断物种分化程度ꎬ比值越高ꎬ分化程度越高ꎻ比值越

低ꎬ分化程度越低(刘经伦等ꎬ２０１６)ꎮ 比较发现ꎬ鄂
西南、渝东南和湘西北苔藓植物科属种分化比例分

别为 １ ∶ ２.５３ ∶ ７.７２、１ ∶ ２.５６ ∶ ７.８７、１ ∶ ２.３８ ∶ ５.９５ꎮ
鄂西南和渝东南呈现的是“科少种多”ꎬ苔藓物种相

对年青和新生的性质ꎻ湘西北呈现的是 “科多种

少”ꎬ较为古老和保守的特点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根据近年来野外调查数据和文献资料ꎬ分析

了鄂西南保护区群的苔藓植物物种丰富度和组成

差异ꎬ结果表明鄂西南保护群内的苔藓植物物种

数分别占中国苔藓植物总数和湖北省苔藓植物总

数的 １９.８９％和 ７１.４６％ꎬ极大地丰富了湖北省苔藓

植物类群ꎮ 鄂西南仅占湖北省面积的 １２.９１％ꎬ其
物种数却占了湖北省的三分之二以上ꎬ苔藓物种

丰富度大于神农架林区ꎬ成为全省苔藓多样性最

高地区(刘胜祥等ꎬ１９９９)ꎮ 另外ꎬ鄂西南保护区苔

藓物种组成中优势科有 １４ 科ꎬ共 ３５１ 种ꎬ占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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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５８.５％ꎻ优势属有 １２ 属ꎬ共
１７４ 种ꎬ占鄂西南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２９％ꎮ 由此可

见ꎬ鄂西南保护区群苔藓植物优势科明显ꎮ 但是ꎬ
仅含一种的科、属也较多ꎬ且含一定量的中国特有

种ꎬ证明鄂西南保护区群的苔藓物种具有典型性

和特有性ꎮ
另外ꎬ根据 Ｓｐｒｅｎｓｏｎ 公式比较了鄂西南保护

区群内部四个保护区的相似性ꎬ在科、属、种的相

似性系数上四者都较为接近ꎬ这是因为四个保护

区在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上都十分接近ꎮ 但是ꎬ
四者的相似性系数也有区别:木林子保护区和七

姊妹山保护区的种和属相似性系数最高ꎻ后河保

护区和木林子保护区的属相似性系数最低ꎻ后河

和七姊妹山保护区的种相似性系数最低ꎮ 从地理

位置上看ꎬ木林子和七姊妹山保护区距离较近ꎬ且
两者之间有连片分布的亚高山ꎬ类似于一个天然

的物种交流通道ꎬ所以两者在属和种的相似性系

数最高ꎻ后河和星斗山在距离上最远ꎬ但是两者的

种相似性系数却较高ꎮ 我们进一步探讨ꎬ发现后

河和星斗山的年均温十分接近ꎬ后河年均温 １３.１
℃ ꎬ星斗山的年均温 １２.７ ℃ ꎬ且后河和星斗山都是

以第三纪孑遗珍稀濒危植物分布群落为典型特征

的植被类型ꎬ优势植物十分相似(黄升等ꎬ２０１６ꎻ王
业清等ꎬ２０１７)ꎮ 同时ꎬ后河和星斗山的山体坡度

均较大ꎮ 研究表明ꎬ温度、植被类型和坡度均能够

显著改变苔藓物种组成结构和多样性(Ｗｏｏｄｗａｒｄꎬ
１９８７ꎻ田晔林等ꎬ２０１３ꎻ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因

此ꎬ后河与星斗山物种相似性较高可能与以上环

境有关ꎮ 整体上ꎬ鄂西南保护区群内部的四个保

护区既有一定的区域气候共性ꎬ也有微环境、微气

候的差别ꎬ这恰恰为苔藓生长营造了多样的环境ꎬ
从而适合不同类型苔藓生长ꎮ

鄂西南紧邻渝东南和湘西北ꎬ 这三个区域在

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ꎬ且是我国苔藓植物现代多

度中心之一(熊源新ꎬ２００７)ꎮ 但与两地比较发现ꎬ
鄂西南保护区群苔藓植物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两

地ꎮ 可见ꎬ鄂西南是武陵山区苔藓物种多样性分

布的核心地区ꎮ 而经过对三个区域苔藓物种科属

种的分化比值对比ꎬ鄂西南和渝东南呈现的是一

种相对年青和新生的特点ꎬ湘西北呈现的是较为

古老和保守的特点ꎬ这可能是前两者由于地质的

剧烈运动变化而造成的(周世卿等ꎬ２０１０ꎻ赵瞻等ꎬ
２０１１)ꎬ在地理位置上ꎬ鄂西南和渝东南更为靠近

横断山脉ꎬ地质变化对它们的影响较大ꎮ
总之ꎬ鄂西南保护区群的建设初衷以保护北

亚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和珙桐、钟萼木、连香树

等珍稀维管植物为目的ꎬ且研究发现在同一区域

保护 ９０％的维管植物仅能同时保护 ６５％的苔藓植

物(Ｐｈａｒ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但是ꎬ鄂西南保护区群内

丰富的地貌特征与微气候ꎬ十分符合苔藓植物生

长的要求ꎬ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该区域

苔藓物种多样性之高ꎬ其物种数远高于相邻的渝

东南和湘西北ꎮ 并且ꎬ鄂西南保护区之间苔藓物

种具有相似性与互补性ꎬ各保护区独有现象十分

明显ꎬ表明保护区群的建设既有效地保护了苔藓

物种多样性ꎬ又有利于物种间交流ꎬ十分符合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ꎮ 因此ꎬ该保护区群不仅为

野生动植物创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ꎬ 也孕育了丰

富多彩的苔藓物种ꎬ是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区的

重要场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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