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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及外来植物对其影响
叶志勇

（平潭综合实验区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福州 ３５０４００）

摘　 要： 通过对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的调查，初步统计出平潭岛共有种子植物 １２７ 科 ３６９ 属 ５４１ 种，其中，原
生植物 ３３０ 种，隶属于 ９１ 科 ２３４ 属，外来植物 ２１１ 种，隶属于 ７９ 科 １６０ 属。 与邻近大陆区域、东南沿海岛屿的

比较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及地理分布类型具有以下特点：（１） 较大陆地区原生种子植

物，平潭岛植物种类相对贫乏，单种科数量多，优势科少。 与大陆植物种类相似性小，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区

系成分（种和属）与鹫峰山有最高的相似性，与虎伯寮区系的属区系分布类型关系最近。 平潭岛种子植物区

系成分（种和属）与上海崇明岛有最高的相似性，而平潭岛大金山岛区系的属区系分布类型关系最近； （２）
１２７ 科种子植物可划分为 １２ 个类型和 ７ 个变型，３６９ 属种子植物可划分为 １４ 个类型和 １２ 个变型，以热带成分

为主，温带成分其次，缺乏起源古老的区系成分；（３） 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与大陆地区的植物种类相似性相对

较低，具有典型的海滨特色海岛乡土植物；（４）外来植物与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及科属的分布区类型具

有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并对原生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构成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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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区系是一个地区植被在一定自然历史环境

中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王荷生，１９９２；吴征镒等，
２００４）。 开展植物区系的研究，是合理利用和保护

植物资源的基础。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研究对地带

性植被恢复和建设模式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吴征

镒等，２０１１）。 由于海岛地理位置和生境异质化程

度高，植物多样性有一定独特性，而植物区系分化与

植物物种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 Ｌｉ ＆
Ｗａｌｋｅｒ， １９８６）。 近年来，海岛特殊生境与植物区系

和植物多样性关系的比较综合研究较受关注（Ｅｌｌｉ⁃
ｍａｎ， ２００５； 林文俊等，２０１４；刘利，２０１５；朱弘等，
２０１５）。 关于海岛植物区系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
这些研究部分集中在区域性无居民海岛植物区系的

研究上，如位于东海的平潭大屿岛 （郑俊鸣等，
２０１６ａ）和舟山外马廊岛（郑俊鸣等，２０１６ｂ）以及位

于南海的深圳内伶仃岛（昝启杰等，２００１）；而对有

居民海岛的植物区系研究则较集中在原生植物（乡
土植物）区系分析上，如位于东海的杭州滩浒岛（宋
国元等，２００５）、舟山东福山岛（朱弘等，２０１５）、南海

的香港东平洲岛（林瑞芬等，２００９）。 但有研究表

明，人类的活动势必加快大量外来物种的引进和生

存，这可能会丰富物种多样性，对区域植物区系的结

构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叶宝鉴等，２０１３）。 可是，
外来种子植物对海岛原生种子植物区系影响的研究

却比较缺乏。
平潭岛，也称海坛岛，我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

大岛，是大陆距台湾岛最近的地方，关于平潭岛属的

分布类型已有初步研究（林承超，１９９８），并且研究

数据被应用于中国沿海 ２２ 个海岛植物区系属地理

成分的聚类分析（刘利，２０１５），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２２ 个典型代表性海岛种子植物区系分为 ５ 组，台湾

岛组包括台湾岛和海坛岛（平潭岛），并认为海坛岛

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代表有夹竹桃属（Ｎｅｒｉ⁃
ｕｍ）、木麻黄属（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等植物，但夹竹桃属和木

麻黄属植物都属于较典型的外来植物，可能原来的

调查没有严格排除外来植物。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

发展，人类活动的影响，原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

地带的平潭岛，原生植被多遭破坏，现主要以沿海防

护林体系构成的次生植被为主，生物多样性不高

（林鹏，１９９０；温小乐等，２０１５）。 为了打造海峡西岸

环境优美的幸福宜居岛，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了城

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步伐，应用了大量外来植物（驯
化植物、迁居植物和归化植物）营建园林绿化景观

（厦门市绿化管理中心和平潭综合试验区森林园林

有限公司，２０１３），这对区域植物区系的结构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详细调查了平潭岛原

生植物和外来植物种类，分析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

区系特征和地理成分，并与福建山地区域和东南沿

海原生种子植物区系特征进行比较，总结出平潭岛

种子植物区系特征和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在调查

外来种子植物的基础上，分析外来种子植物区系特

点，探讨其对原生种子植物区系的影响及原生种子

植物可能的园林应用。

１　 研究区域和调查方法

１．１ 平潭岛自然状况

平潭岛隶属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位于 ２５°
２３′４３″～２５°４０′１０″ Ｎ，１１９°４０′２６″ ～ １１９°５２′５６″ Ｅ，南
北长 ２９ ｋｍ，东西宽 １９ ｋｍ。 平潭岛以丘陵，平原为

主，海岸曲折，长 ２０４．４５ ｋｍ。 平潭岛属典型的亚热

带海洋季风气候，气温适宜，温暖湿润，四季常青，阳
光充足，雨量充沛，霜少无雪，夏长冬短，无霜期达

３２６ ｄ。 年平均日照数为１ ７００ ～ １ ９８０ ｈ；年平均降

水量为 ９００～２ １００ ｍｍ；年平均气温为 ２０～２５ ℃，最
冷月 １－２ 月，平均气温达 ６ ～ １０ ℃；最热月 ７－８ 月，
平均气温为 ３３～３７ ℃。 极端气温最高 ４２．３ ℃，最低

－２．５ ℃。 全岛没有江河水系， 仅有一些小溪流， 但

源短， 降雨时直流入海， 大旱时全部干涸，无利用

价值。 全县唯一的天然淡水湖三十六脚湖， 面积

１６３ ｈｍ２， 库容量达１ ５１０万 ｍ３，有利于灌溉。 岛上

土壤以砖红壤性红壤、风沙土、盐土为主， 水稻土、
红壤、潮土次之。 其共同特点是植被稀疏， 水土流

失严重， 土层薄， 养分含量低。 岛上多为逆行演替

的人工植被，以黑松、台湾相思、木麻黄等为主要建

群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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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于 ２０１４ 年冬季，２０１５ 年春、夏、秋三季，
２０１６ 年春季，共 ５ 次进行，针对不同的生境特点，对
平潭岛整个岛域采用典型样地法（宋永昌，２００１）、
环岛路线法和“之” 字形路线法调查 （游水生等，
２０１１），对所有植物进行调查登记，采集部分植物标

本，参考“福建植物志” （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和“中国植物志”（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

志编辑委员会，１９５９－２００４），进行系统鉴定命名，在
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参考文献资料（厦门市绿化管

理中心和平潭综合试验区森林园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与福建农林大学馆藏植物标本，整理出平潭

岛的种子植物名录。 根据“福建植物志”（福建省科

学技术委员会，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和“中国植物志”（中国

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１９５９－２００４）区分平

潭岛种子植物中的原生植物（乡土植物）和外来植

物（驯化植物、迁居植物和归化植物），由于本文中

科属分布区类型划分的参考文献（吴征镒，１９９１；吴
征镒等，２００３）依据的是吴征镒等（２００４）的“８ 纲分

类系统”。 本研究对依据恩格勒系统编排的“福建

植物志” （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和

“中国植物志”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

会， １９５９－２００４）等调查整理的全部种子植物名录先

重新进行 ８ 纲系统科属界定（吴征镒等，２００４），再
进行区系地理的数据分析。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１．３．１ 平潭岛植物区系成分的统计分析　 应用植物

区系学方法对原生植物、外来植物及全部种子植物

分别进行植物区系的统计和分析。 参照吴征镒等

（２００３）“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分别

进行原生植物、外来植物及全部种子植物科的分布

区类型划分，并进行各分布区类型占比分析。 参照

吴征镒（１９９１）“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分
别进行原生植物、外来植物及全部种子植物属的分

布区类型划分，并进行各分布区类型占比分析。
１．３．２ 平潭岛与不同地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相似

系数计算　 利用相似系数来比较平潭岛原生种子植

物区系成分与不同地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相似

性。 相似系数 Ｓ ＝ ｃ ／ （ａ＋ｂ）∗１００，其中，Ｓ 表示种 ／
属 ／科的相似系数，ｃ 表示比较两地的共有种 ／属 ／科
数，ａ 表示仅分布于 ａ 地的种 ／属 ／科数，ｂ 表示仅分

布于 ｂ 地的种 ／属 ／科数。 从文献资料中选择具有详

细种子植物调查名录的山地地区或海岛，与本次平

潭岛的调查进行相似系数计算。 如，与平潭岛邻近

的 ８ 个福建大 陆 山 地 区 域， 包 括 藤 山 （ 林 鹏，
２００４ｂ）、梁 野 山 （ 林 鹏， ２００１ ）、 戴 云 山 （ 林 鹏，
２００３ａ）、鹫峰山 （陈世品， ２００４）、闽江源 （林鹏，
２００４ａ）、 天 宝 岩 （ 林 鹏， ２００２ ）、 茫 荡 山 （ 林 鹏，
２００３ｂ）、虎伯寮（林鹏，１９９９）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东南沿海的 ８ 个岛屿，包括香港东平洲岛（林瑞芬

等 ２００９）、珠海淇澳岛、平潭大屿岛 （郑俊鸣等，
２０１６ａ）、舟山外马廊岛（郑俊鸣等，２０１６ｂ）、杭州滩

浒岛（宋国元等，２００５）、上海金山岛（徐韧，２０１３）、
上海崇明岛 （徐韧， ２０１３）， 上海长兴岛 （徐韧，
２０１３），其中，珠海淇澳岛利用的是珠海淇澳—担杆

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提供的，未公开发表的资

料，对上述资料先进行外来植物种类的剔除，原生植

物种类的筛选，再进行“８ 纲系统”科属的重新界定

后计算相似系数。
１．３．３ 平潭岛与不同地域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成

分比例的系统聚类分析 　 不同地域（福建省 １１ 个

大陆山地和 ２５ 个沿海岛屿）的种子属分布区类型

的成分比例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并形成

系统树状图，以探讨平潭岛与周边地区及沿海岛屿

的亲缘关系。 聚类分析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前人的研

究，从公开发表的文献选择了福建 １１ 个山地种子植

物属分布区类型的成分比例进行聚类分析，包括藤

山（林鹏，２００４ｂ）、梁野山（林鹏，２００１）、戴云山（林
鹏，２００３ａ）、鹫峰山（陈世品，２００４）、闽江源（林鹏，
２００４ａ）、武夷山（刘初钿等， １９９４）、天宝岩（林鹏，
２００２）、茫荡山 （林鹏， ２００３ｂ）、龙栖山 （李振宇，
１９９４）、梅花山 （周清炜， ２００４）、虎伯寮 （林鹏，
１９９９）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从公开发表的文献资

料选择了中国沿海 ２３ 个岛屿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

型的成分比例进行聚类分析，包括南海的海南岛

（张宏达等，２００１）、南海岛屿（吴德邻等，１９９６）、担
杆岛（彭逸生等，２００８）、特呈岛（韩维栋等，２００６）、
内伶仃岛（咎启杰等，２００１）、瓮缸群岛（孟玉芳等，
２０１１）、东平洲岛（林瑞芬等，２００９）、东山岛（游水生

等，２０１１），东海的台湾岛（应俊生等，２００２）、大金山

岛（杨永川等，２００２）、桃花岛（万利琴等，２００８）、朱
家尖（万利琴等，２００８）、舟山岛（万利琴等，２００８）、
台州列岛（施得法，１９９６）、中街山列岛（万利琴等，
２００８）、普陀山岛（万利琴等，２００８）、梅山岛（万利琴

等，２００８）、滩浒岛（宋国元等，２００５）、北麂山岛（胡
仁勇等，２０００）、外马廊岛（郑俊鸣等，２０１６ｂ）、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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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徐韧，２０１３）、平潭大屿岛（郑俊鸣等，２０１６ａ），除
公开发表文献的 ２３ 个岛屿属分布区类型的成分比

例数据外，珠海淇澳岛属分布区类型的成分比例数

据利用的是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提供的，未公开发表的详细植物名录进行计算后

所得数据，加上本次平潭岛的调查统计数据，共 ２５
个岛屿和 １１ 个大陆山地区域参与聚类分析。
１．３．４ 平潭岛原生与外来种子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

成分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　 对原生植物科的各分布

区类型和变型含科（属 ／种）的数量与外来植物的各

分布区类型和变型含科（属 ／种）的数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 对原生植物属的各分布区类型和变型含

属（种）的数量与外来植物各分布区类型和变型含

属（种）的数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平潭岛种子植物（含原生和外来种子植物）区系

组成特征

平潭岛共有种子植物 １２７ 科 ３６９ 属 ５４１ 种（含

种下等级），其中，裸子植物 ８ 科 １３ 属 １７ 种，被子植

物 １１９ 科 ３５６ 属 ５２４ 种。
根据植物名录，对平潭岛种子植物不同科所含

属种数量级别进行分组统计，结果见表 １。 根据各

科所含种数的多少将其划分为 ５ 个等级。 其中，含
１ 种的科 ４６ 个（占总科数的 ３０．２％）；含 ２～４ 种的科

最多，达 ５０ 个 （ ３９． ４％）；含 ５ ～ ９ 种的科 ２０ 个

（１５．７％）；前 ３ 类型级别的科数之和为 １０１ 个（占总

科数的 ９１．３％）。 含 １０～１９ 种的科为 ８ 个；含 ２０ 种

以上的有 ３ 个科，分别为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５７ 种，菊
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４３ 种和蝶形花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２２ 种。
这三科所含的属数达 ８８ 属，占总属数的 ２３．８％，种
数达 １２２ 种，占总种数的 ２２．６％。

根据调查的植物名录，原生和外来植物科级别

的统计结果见表 ２。 原生植物 ３３０ 种（占总种数的

６１．０％），隶属于 ９１ 科 ２３４ 属；外来植物 ２１１ 种（占
总种数的 ３９．０％），隶属于 ７９ 科 １６０ 属。 其中，外来

科（在平潭岛无原生植物的科）３６ 个（２８．３％）、外来

属（在平潭岛无原生植物的属） １３４ 个（３６．３％）。
根据各科所含原生或外来植物种数的多少，将

表 １　 平潭岛植物区系科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科级别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ｌａｓｓ

科数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占总科数比例
Ｒａｔｅ （％）

属数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占总属数比例
Ｒａｔｅ （％）

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ｉｃｅｓ

占总种数比例
Ｒａｔｅ （％）

１ ４６ ３６．２ ４６ １２．５ ４６ ８．５

２～４ ５０ ３９．４ ９８ ２６．６ １３４ ２４．８

５～９ ２０ １５．７ ８０ ２１．７ １２５ ２３．１

１０～１９ ８ ６．３ ５７ １５．４ １１４ ２１．１

≥２０ ３ ２．４ ８８ ２３．８ １２２ ２２．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７ １００．０ ３６９ １００．０ ５４１ １００．０

平潭岛植物的原生和外来植物划分为 ４ 个等级。 这

１２７ 科中有 ４６ 科仅含 １ 个种，含 １ 种原生植物的科

有 ３８ 个，数量较多，分别占总科数和原生植物科数

的 ３０．０％、４１．８％；含 １ 种外来植物的科有 ３５ 个，分
别占总科数和外来植物科数的 ２７．６％、４４．３％ ，两者

在科的比例上都最大；其中仅含 １ 个种的外来科就

有 １９ 个。 含 ２～４ 种原生植物的科 ４０ 个（占原生植

物所属科数的 ４４．０％），含 ２ ～ ４ 种外来植物的科 ３０
个（占外来植物所属科数的 ３８．０％）。 含 ５ ～ ９ 种原

生植物的科 ６ 个（占原生植物所属科数的 ６．６％），含
５～９ 种外来植物的科 １３ 个（占外来植物所属科数

的 １６． ５％）。 含 ≥ １０ 种原生植物的科有 ７ 个

（７．７％）， 分 别 是 莎 草 科 （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 禾 本 科

（ Ｐｏａｃｅａｅ ）、 菊 科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蝶 形 花 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茜草科（Ｒｕｂｉ⁃
ａｃｅａｅ）、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所含属、种数却最多，分别

为 ９５ 属（４０．６％）、１５４ 种（４６．７％）。 含≥１０ 种外来

植物的科仅有 １ 个（１．３％），为棕榈科（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在植物 ５４１ 个种所属的 １２７ 科中不含原生植物

的有 ３６ 科；不含外来植物的有 ４８ 科，如唇形科（Ｌａ⁃
ｂｉａｔａｅ） ７ 种、 石 竹 科 （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 ６ 种、 蓼

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６种、牡荆科（Ｖｉｔｉｃａｃｅａｅ）６种和防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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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原生和外来植物科级别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ｏ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科数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原生植物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科数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占比
Ｒａｔｅ
（％）

属数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占比
Ｒａｔｅ
（％）

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ｉｃｅｓ

占比
Ｒａｔｅ
（％）

外来植物
Ｅｘｏ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科数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占比
Ｒａｔｅ
（％）

属数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占比
Ｒａｔｅ
（％）

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ｉｃｅｓ

占比
Ｒａｔｅ
（％）

１ ３８ ４１．８ ３８ １６．２ ３８ １１．５ ３５ ４４．３ ３５ ２１．９ ３５ １６．６

２～４ ４０ ４４．０ ７６ ３２．５ １００ ３０．３ ３０ ３８．０ ６０ ３７．５ ８０ ３７．９

５～９ ６ ６．６ ２５ １０．７ ３８ １１．５ １３ １６．５ ５７ ３５．６ ８５ ４０．３

≥１０ ７ ７．７ ９５ ４０．６ １５４ ４６．７ １ １．３ ８ ５．０ １１ ５．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１ １００．０ ２３４ １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００．０ ７９ １００．０ １６０ １００．０ ２１１ １００．０

科（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５ 种等。
平潭岛外来植物 ７９ 科 １６０ 属 ２１１ 种，这些外来

植物中，一部分为归化植物，如，空心莲子草（Ａｌｔｅｒ⁃
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皱果苋（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落葵（Ｂａｓｅｌｌａ ａｌｂａ）、北美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ｇｉｎｉ⁃
ｃｕｍ）、蓖麻 （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赛葵 （Ｍａｌｖａｓｔｒｕｍ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ａｎｕｍ）、海边月见草（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ｄｒｕｍｍｏｎ⁃
ｄｉｉ）、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ｃａｉｒｉｃａ）、刺天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猫爪藤（Ｍａｃｆａｄｙｅｎａ ｕｎｇｕｉｓ⁃ｃａｔｉ）、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钻形紫菀（Ａｓｔｅｒ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ｓ）、
加拿 大 白 酒 草 （ 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 牛 膝 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裸柱菊（Ｓｏｌｉｖａ ａｎｔｈｅｍｉｆｏｌｉａ）、
苦苣 菜 （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 铺 地 黍 （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凤眼莲（Ｅｃｈｉ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一部分为农林

生态系统中粮食蔬菜果树等栽培植物或防护林植

物，粮 食 蔬 菜 果 树 等 栽 培 植 物 包 括： 菠 萝 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无花果（Ｆｉｃｕｓ ｃａｒｉｃａ）、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枇杷（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桃（Ａｍｙｇ⁃
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沙梨（Ｐｙｒｕｓ ｐｙｒｉｆｏｌｉａ）、柠檬（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
ｍｏｎ）、宽皮桔（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九里香（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ｘｏｔｉ⁃
ｃａ）、枳（Ｐｏｎｃｉｒｕｓ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橄榄（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杧果（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
ｃａ ）、 龙 眼 （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 荔 枝 （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葡萄（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石榴（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
ｔｕｍ）、 番 石 榴 （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 柿 （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香蕉 （Ｍｕｓａ ｎａｎａ）、芭蕉 （Ｍ． ｂａｓｊｏｏ）、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ｉｓ ｖａｒ．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紫云英（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茶（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番
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石刁柏（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黄花菜（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ｃｉｔｒｉｎａ）；防护林植物包括：湿地

松 （ Ｐｉｎｕｓ 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 黑松 （ Ｐ．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木麻黄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大叶相思（Ａｃａｃｉ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ｉ⁃
ｆｏｒｍｉｓ）、台湾相思（Ａ． ｃｏｎｆｕｓａ）、金合欢（Ａ． ｆａｒｎｅｓｉ⁃
ａｎａ）、 黑 荆 （ Ａ． ｍｅａｒｎｓｉｉ ） 和 卷 夹 相 思 （ Ａ．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ａ）。 除了归化植物和农林生态系统的栽培

植物外，平潭岛大部分外来植物为园林植物，由于归

化植物和农林生态系统中许多栽培植物同时也是园

林植物。 因此，平潭外来植物中园林植物约包括 ７７
科 １４８ 属 １９８ 种， 园林植物对平潭种子植物区系组

成有较大影响。
２．２ 平潭岛种子植物（含原生和外来种子植物）地理

成分的结构特征

２．２．１ 科的分布区类型　 平潭岛 １２７ 科种子植物可

划分为 １２ 个类型和 ７ 个变型（表 ３）。 其中世界广

布 ３８ 科（含 １９６ 属 ２９４ 种），热带成分 ６４ 科（含 １４１
属 ２０２ 种），温带成分 ２３ 科（含 ３０ 属 ４２ 种），中国特

有分布 １ 科（含 １ 属 １ 种），特殊间断分布（１６ 型）１
个科（含 １ 属 ２ 种）。 原生植物 ９１ 科可划分为 ６ 个

类型和 ６ 个变型，其中，热带成分 ４２ 个科（含 ６４ 属

８６ 种），温带成分 １３ 个科（含 １６ 属 １８ 种）；外来植

物 ７９ 科可划分为 １２ 个类型和 ５ 个变型，其中，热带

成分 ４３ 个科（含 ８９ 属 １１６ 种），温带成分 １１ 个科

（含 １５ 属 ２１ 种）。 表 ３ 中的 ６、９、１０、１５、（１６）类型

和（１２－４）变型均为外来植物所属科的分布型。
平潭岛原生植物共 ９１ 科，按照吴征镒中国科的

分布区类型划分，仅含 ６ 个类型和 ６ 个变型，平潭岛

外来植物共有 ７９ 科，外来植物使平潭岛的种子植物

科的分布区类型增加到 １１ 个类型 ８ 个变型，分布区

类型比原生植物更丰富多样，主要是外来科芭蕉科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６）、露兜树科（Ｐａｎｄａｎａｃｅａｅ）（６）、 木兰

４８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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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属分布型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分布区
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属数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总数
Ｔｏｔａｌ

占属总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
（％）

原生植物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百分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
（％）

外来植物
Ｅｘｏ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百分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
（％）

属含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ｉｃｅｓ

总数
Ｔｏｔａｌ

占总种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
（％）

原生植物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百分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
（％）

外来植物
Ｅｘｏ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百分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１ ３９ １０．６ ３５ １５ ７ ４．４ ７０ １２．９ ６１ １８．５ ９ ４．３

２ ９６ ２９．１ ７４ ３７ ３３ ２１．７ １６６ ３５．２ １１４ ４２．２ ５２ ２５．９

２－１ ２ ０．６ － － ２ １．３ ２ ０．４ － － ２ １

２－２ ３ ０．９ － － ３ ２ ３ ０．６ － － ３ １．５

３ ２９ ８．８ ６ ３ ２３ １５．１ ３４ ７．２ ９ ３．３ ２５ １２．４

４ ２４ ７．３ １５ ７．５ １３ ８．６ ３９ ８．３ １８ ６．７ ２１ １０．４

４－１ １ ０．３ １ ０．５ － － １ ０．２ １ ０．４ － －

５ ２３ ７ １０ ５ １３ ８．６ ２９ ６．２ １３ ４．８ １６ ８

６ １５ ４．５ ７ ３．５ ８ ５．３ ２０ ４．２ ８ ３ １２ ６

７ ２６ ７．９ １２ ６ １４ ９．２ ３４ ７．２ １４ ５．２ ２０ １０

７－１ １ ０．３ － － １ ０．７ １ ０．２ － － １ ０．５

８ ３３ １０ ２３ １１．５ １５ ９．９ ５３ １１．３ ３６ １３．３ １７ ８．５

８－４ １１ ３．３ ９ ４．５ ２ １．３ １３ ２．８ ９ ３．３ ４ ２

８－５ １ ０．３ １ ０．５ － － １ ０．２ １ ０．４ － －

９ １５ ４．５ ９ ４．５ ６ ３．９ １８ ３．８ １１ ４．１ ７ ３．５

９－１ １ ０．３ － － １ ０．７ ２ ０．４ － － ２ １

１０ １３ ３．９ ９ ４．５ ４ ２．６ １３ ２．８ ９ ３．３ ４ ２

１０－１ ５ １．５ ３ １．５ ３ ２ ８ １．７ ４ １．５ ４ ２

１０－３ １ ０．３ １ ０．５ － － １ ０．２ １ ０．４ － －

１１ １ ０．３ １ ０．５ － － １ ０．２ １ ０．４ － －

１２ １ ０．３ － － １ ０．７ １ ０．２ － － １ ０．５

１２－３ １ ０．３ － － １ ０．７ １ ０．２ － － １ ０．５

１４ １４ ４．２ １０ ５ ５ ３．３ １７ ３．６ １２ ４．４ ５ ２．５

１４ＳＨ ３ ０．９ ２ １ １ ０．７ ３ ０．６ ２ ０．７ １ ０．５

１４ＳＪ ７ ２．１ ５ ２．５ ２ １．３ ７ １．５ ５ １．９ ２ １

１５ ３ ０．９ １ ０．５ ２ １．３ ３ ０．６ １ ０．４ ２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６９ １００ ２３４ １００ １６０ １００ ５４１ １００ ３３０ １００ ２１１ １００

　 注： 有下划线的数值表示占总属、种数的百分比，同列无下划线的数值不包括世界分布数； － 表示无； １． 世界广布； ２． 泛热带广布； ２－１．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热
带美洲； ２－２．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 ３． 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４－１． 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或星散分布；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７． 热带东南亚至印度－马来，太平洋诸岛； ７－１． 爪哇、喜马拉雅和中国华南、西南地区星散分布；
８． 北温带广布；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８－５．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 ９－１．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１０－１． 地中海区至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１０－３． 欧亚和南非洲间断分布；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１２．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１２－３．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
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１４． 东亚分布； １４ＳＨ．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１４ＳＪ． 中国－日本分布； １５． 中国特有。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 ｍｅａｎｓ ｎｏ ｄａｔａ； １．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
ｔａｎ； ２．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２－１．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ｔｏ Ｎ． Ｚｅａｌ．） ＆ Ｃ．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ｏｒ Ｍｅｘｉｃｏ）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２．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 Ｃ．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４－１．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 Ｅ． Ａｆｒ．，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６．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７．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
Ｍａｌｅｓｉａ）； ７－１． Ｊａｖａ （ｏｒ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Ｓ．，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ｏ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８．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８－４． Ｎ． Ｔｅｍｐ． ａｎｄ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Ｐ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８－
５．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Ｔｅｍｐ． Ｓ．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９．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９－１．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０．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０－１．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 Ａｓｉａ （ｏｒ Ｃ． Ａ⁃
ｓｉａ） ＆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０－３．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ｓ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１．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１２．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１２－３．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Ｔｅｍｐ．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４． Ｅ． Ａｓｉａ （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Ｊａｐａｎ）；１４ＳＨ．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１４ＳＪ．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１５．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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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９）、柽柳科（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１０）、
石榴科（Ｐｕｎｉｃａｃｅａｅ）（１２－４）、银杏科（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１５）和南洋杉科（Ａｒａｕｃａｒｉａａｃｅａｅ）［（１６）］所属科的

分布区类型不含原生植物科，因此，一些外来科使平

潭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增加了 ５ 个类型 ２ 个变

型。 外来植物对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构成有较

大的影响。
根据表 ３ 统计数据，对原生植物科的各分布区

类型和变型含科的数量与外来植物的各分布区类型

和变型含科的数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二者的

相关系数为 ０．９５１（Ｐ＜０．０１），对表 ３ 中原生植物科

分布类型中每类分布类型和变型含属数量与外来植

物科分布型每类分布类型和变型含属数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８４２ （Ｐ ＜
０．０１），对表 ３ 中原生植物科分布型中每类分布区类

型和变型含种数量与外来植物科分布型每类分布区

类型和变型含种数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二者

的相关系数为 ０．８３５（Ｐ＜０．０１）。 平潭岛原生种子植

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热带成分多，而外来植物科属的

分布区类型热带成分多（表 ３ 和表 ４），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分析表明原生植物和外来植物分布区类型和变型所

含分类单位的数量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
２．２．２ 属的分布区类型　 平潭岛种子植物 ３６９ 属可

划分为 １４ 个类型和 １２ 个变型（表 ４），其中，世界分

布 ３９ 属（７０ 种），热带成分 ２２０ 属（３２９ 种），温带成

分 １０７ 属（１３９ 种），中国特有分布 ３ 属（３ 种）。
原生植物 ２３４ 个属可划分为 １３ 个类型和 ７ 个

变型，热带成分 １２６ 属 １７８ 种，温带成分 ７３ 属 ９１
种，中国特有 １ 属 １ 种；外来植物 １６０ 个属可划分为

１３ 个类型和 ９ 个变型，热带成分 １０９ 属 １５１ 种，温带

成分 ４１ 属 ４８ 种，中国特有 ２ 属 ２ 种。 表 ４ 中的 １２
类型和 ２－１、２－２、７－１、９－１、１２－３ 变型均为不含原

生植物的外来属的分布型。
平潭岛原生植物 ２３４ 属可划为 １３ 个类型和 ７

个变型。 外来植物 １６０ 个属可划为 １３ 个类型和 ９
个变型，ｌ２ 类型和 ７－１、９－１、１２－３ 变型均为不含原

生种的外来属的分布型，外来植物使平潭种子植物

属的分布区类型从原生植物的 １３ 个类型和 ７ 个变

型增加到 １４ 个类型和 １２ 个变型。 因此，外来植物

对种子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构成有一定的影响。
对表 ４ 中原生植物每类分布区类型和变型含属

数量与外来植物每类分布区类型和变型含属数量进

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０．７８５（Ｐ＜

０．０１），对表 ４ 中原生植物属分布型中每类分布区类

型和变型含种数量与外来植物属分布型每类分布区

类型和变型含种数量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二者

的相关系数为 ０．８１６（Ｐ＜０．０１），平潭岛原生种子植

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热带成分多，而外来植物科属的

分布区类型热带成分多（表 ３ 和表 ４），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分析表明原生植物和外来植物分布区类型和变型所

含分类单位的数量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
２．３ 平潭岛与不同地域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

比较

２．３．１ 与福建境内不同山地植物区系及成分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比较福建山地与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

区系的关系，对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和福

建山地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相似性系数进行计

算（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详见 １．３．２），结果见表 ５。
由表 ６ 结果可知，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

（种和属）与鹫峰山有最高的相似性，而原生种子植

物区系成分中，不同地域科的相似系数都比较高，不
同地域原生种子植物科的相似系数最高的是平潭与

天宝岩，达 ９８．８５，最低的是平潭与藤山，达 ７３．３３。
２．３．２ 与东南沿海不同海岛原生种子植物区系及成

分的比较　 对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与东南

沿海诸岛屿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相似性系数进

行计算（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详见 １．３．２），结果见表

６。 结果可知，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种和

属）与上海崇明岛有最高的相似性。 平潭岛与其他

海岛的区系共有种相对较少，其海岛特有种类较多。
而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中，不同海岛与平潭岛科

的相似系数尽管差别比较大，但都相对比较高，不同

地域原生种子植物科的相似系数最高的是平潭与杭

州滩浒岛，达 １０５．７７，最低的是平潭与舟山外马廊

岛，达 ３７．６８。
２．４ 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属分布类型占比与不同地

域的聚类分析

本文对福建省 １１ 个大陆山地和 ２５ 个沿海岛屿

（包括平潭岛） 种子属分布区类型的成分比例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计算方法与数据来

源详见 １．３．２），并形成系统树状图，以探讨平潭岛与

周边地区及沿海岛屿的亲缘关系。 其聚类树状图见

图 １。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当距离取 １５ 时，可将 ３６
个研究对象划分为 ４ 组。 第一组主要由南亚热带到

中亚热带分布的平潭岛，福建的山地区系，台湾岛，
浙江舟山诸岛等 ２４ 个地区形成一组。 从图可知平潭

７８２３ 期 叶志勇等： 福建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及外来植物对其影响



表 ５　 平潭岛植物区系与邻近大陆区系的相似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ｄｅ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ｌｏｒａ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邻近区系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ｆｌｏｒａ ｃ种 ａ种 ｂ种 Ｓ种 ｃ属 ａ属 ｂ属 Ｓ属 ｃ科 ａ科 ｂ科 Ｓ科

鹫峰山①
Ｊｉｕｆｅｎｇ Ｍｔ．

２２０ １１０ ８３２ ２３．３５ １９６ ３８ ３８５ ４６．３４ ８８ ３ ９７ ８８．００

藤山②
Ｔｅｎｇ Ｍｔ．

２６１ ６９ １３５９ １８．２８ ２１４ ２０ ５２９ ３８．９８ ８８ ３ １１７ ７３．３３

戴云山③
Ｄａｉｙｕｎ Ｍｔ．

２４７ ８３ １４８５ １５．７５ ２０５ ２９ ５３８ ３６．１５ ８８ ３ １０５ ８１．４８

虎伯寮④
Ｈｕｂｏｌｉａｏ Ｍｔ．

２２０ １１０ １２６８ １５．９７ １９８ ３６ ５３３ ３４．８０ ８９ ２ １１２ ７８．０７

天宝岩⑤
Ｔｉａｎｂａｏｙａｎ Ｍｔ．

１９３ １３７ １０５７ １６．１６ １９０ ４４ ４２７ ４０．３３ ８６ ５ ８２ ９８．８５

闽江源⑥
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２５３ ７７ １６８５ １４．３６ ２１２ ２２ ６０５ ３３．８１ ８６ ５ １１２ ７３．５０

梁野山⑦
Ｌｉａｎｇｙｅ Ｍｔ．

２１９ １１１ １２８１ １５．７３ １９６ ３８ ４１７ ４３．０８ ８９ ２ １０７ ８１．６５

茫荡山⑧
Ｍａｎｇｄａｎｇ Ｍｔ．

２００ １３０ １１７４ １５．３４ １７３ ６１ ４８１ ３１．９２ ８８ ３ ９０ ９４．６２

　 注： ｃ种 ／ 属 ／ 科： 共有种 ／属 ／科数；ａ种 ／ 属 ／ 科： 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独有种 ／属 ／科数； ｂ种 ／ 属 ／ 科： 邻近大陆区系独有种 ／属 ／科数； ｓ种 ／ 属 ／ 科： 种 ／属 ／科相似系数。 ①和
④数据引自林鹏（１９９９），②数据引自林鹏（２００４ｂ），③数据引自林鹏（２００３ａ），⑤数据引自林鹏（２００２），⑥数据引自林鹏（２００４ａ），⑦数据引自林鹏（２００１），⑧数据
引自林鹏（２００３ｂ）。
　 Ｎｏｔｅ： ｃ种 ／ 属 ／ 科：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ｗｏ ｆｌｏｒａｓ， ａ种 ／ 属 ／ 科：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ｂ种 ／ 属 ／ 科：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
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ｓ种 ／ 属 ／ 科：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①＆④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１９９９），②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２００４ｂ），③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
（２００３ａ），⑤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２００２），⑥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２００４ａ） ，⑦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２００１），⑧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２００３ｂ） ．

表 ６　 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与东南海岛区系的相似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ｄｅ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邻近区系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Ｆｌｏｒａ ｃ种 ａ种 ｂ种 Ｓ种 ｃ属 ａ属 ｂ属 Ｓ属 ｃ科 ａ科 ｂ科 Ｓ科

香港东平洲岛①
Ｐｉｎｇ Ｃｈ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６４ ２６６ １２２ １６．４９ ７６ １５８ ８８ ３０．８９ ５１ ４０ １５ ９２．７３

珠海淇澳岛②
Ｑｉ’ａｏ Ｉｓｌａｎｄ

９３ ２３７ ５００ １２．６２ １２０ １１４ ３０４ ２８．７１ ７４ １７ ６７ ８８．１０

平潭大屿岛③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Ｄａ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

５２ ２７８ ２６ １７．１１ ５７ １７７ １７ ２９．３８ ３６ ５５ ６ ５９．０２

舟山外马廊岛④
Ｗａｉｍ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２ ３０８ ３０ ６．５１ ３２ ２０２ １５ １４．７５ ２６ ６５ ４ ３７．６８

杭州滩浒岛⑤
Ｔａｎｘｕ Ｉｓｌａｎｄ

６６ ２６４ １２７ １６．８８ ８７ １４７ ６３ ４１．４３ ５５ ３６ １６ １０５．７７

上海金山岛⑥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３３ ２９７ ５８ ９．３０ ４８ １８６ ２９ ２２．３３ ３９ ５２ ４ ６９．６４

上海崇明岛⑦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７８ ２５２ １８１ １８．０１ ９２ １４２ ８２ ４１．０７ ４９ ４２ １８ ８１．６７

上海长兴岛⑧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５３ ２７７ １１８ １３．４２ ６２ １７２ ５５ ２７．３１ ４３ ４８ １２ ７１．６７

　 注： ｃ种 ／ 属 ／ 科：共有种 ／属 ／科数；ａ种 ／ 属 ／ 科：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独有种 ／属 ／科数；ｂ种 ／ 属 ／ 科：东南海岛区系的独有种 ／属 ／科数；ｓ 种 ／属 ／科：种相似系数。 ①数据引
自林瑞芬等（２００９），②该数据尚未公开发表，③数据引自郑俊鸣等（２０１６ａ），④数据引自郑俊鸣等（２０１６ｂ），⑤数据引自宋国元等（２００５），⑥数据引自杨永川等
（２００２），⑦和⑧数据引自徐韧（２０１３）。
　 Ｎｏｔｅ： ｃ种 ／ 属 ／ 科：Ｔｏｔ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ｗｏ ｆｌｏｒａｓ， ａ种 ／ 属 ／ 科：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ｂ种 ／ 属 ／ 科：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
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ｓ种 ／ 属 ／ 科：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ｇｅｎｕｓ ／ ｆａｍｉｌｙ． ①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②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③＆④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Ｚｈｅｎｇ （２０１６ａ， ２０１６ｂ），⑤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⑥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⑦ ＆⑧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Ｘｕ（２００１３） ．

岛的种子植物属的区系更接近上海的大金山岛，形
成独立分支。 相对于福建省内的山地，平潭岛与虎

伯寮关系最近。 第二组主要位于北亚热带到温带，
崇明岛与庙岛因其纬度较高而聚为一类。 第三组由

８８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地处于热带的海南岛与南海岛屿，其属植物的热带

成分较高形成一组。 第四组为主要由分布在南亚热

带的担杆岛、特呈岛等 ８ 个岛屿组成。

图 １　 平潭岛与不同地区植物属分布区
类型组成的聚类树状图

Ｆｉｇ．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ｆｌｏｒａ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特征

（１） 福建境内分布着众多山地，这些山地与平

潭岛或远或近，平潭岛与福建大陆邻近的山地原生

种子植物区系的成分比较结果可知，平潭岛有原生

种子植物 ９１ 科 ２３４ 属 ３３０ 种，相对于福建省有原生

植物 ２４５ 科 １１５２ 属 ３３３９ 种（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

会，１９８５－１９９５），许多面积约为平潭岛一半的山地，
如戴云山自然保护区有原生植物 １９３ 科 ７４３ 属

１ ７３２种（林鹏，２００３ａ），平潭岛种类数量相对贫乏，
符合海岛植物物种多样性少于大陆的一般规律。

（２）平潭岛相邻大陆上相对靠近的西北部有戴

云山，北部有鹫峰山，由表 ５ 可知，鹫峰山植物区系

成分（种和属）有最高相似性，这可能是平潭岛和鹫

峰山种子植物区系具有一定程度相同的起源有关。
但总体上种的相似性并不高，可能由于生境的差异，
如海岛过大的风速与高的土壤盐分，与大陆的距离

影响了植物种群的生长，同时也限制了种子传播、扩
散（Ｃａｒｌｑｕｉｓｔ， １９９１），导致植物对环境产生一定的适

应和进化，形成适应其生境的独有种。
（３）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种类与相邻较近的平

潭大屿岛和相隔较远的崇明岛有较高的相似系数

（表 ６，分别为 １７．１１ 和 １８．１１）。 岛屿海拔，与大陆

的距离，岛屿海岸线长度、岛屿面积及人为干扰等对

岛屿种子植物种类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万利琴

等，２００８；宋国元和曹同，２０１１）。 平潭岛与纬度跨

越相对较大的崇明岛的植物种类具有较高的相似

性，部分原因在于具有世界广布型的植物种类，而是

否为相似海岛海拔、面积、人为干扰程度较纬度变化

的影响更大，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平潭岛 ９１ 科原生种子植物中有 ３８ 个科仅

含 １ 个种，与山地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比较，如藤山

（林鹏，２００４ｂ）、梁野山（林鹏，２００１）、戴云山（林鹏，
２００３ａ）、鹫峰山 （陈世品， ２００４）、闽江源 （林鹏，
２００４ａ）、 天 宝 岩 （ 林 鹏， ２００２ ）、 茫 荡 山 （ 林 鹏，
２００３ｂ）、虎伯寮（林鹏，１９９９）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单种科数量比山地原生种子植物多，优势科少。 与

山地原生种子植物区系类似，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

热带成分明显（表 ３ 和表 ４），这较为符合南亚热带

气候下的植物区系特征，但缺乏起源古老的区系成

分，如与福建大陆（山地）原生种子植物区系成分比

较，平潭岛裸子植物贫乏（岛上自然分布的只有马

尾松和杉木），与福建大陆（山地）原生种子植物区

系成分丰富的原始植物类群相比，平潭岛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桦木科（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蜡梅科（Ｃａｌｙ⁃
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等科中的种类未见自然分布。 与福建省

大陆（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建群科［如樟

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冬青科（Ａｑｕｉｆｏ⁃
ｌｉａｃｅａｅ）、金缕梅科 （ Ｈａｍｍａ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杜鹃花科

９８２３ 期 叶志勇等： 福建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及外来植物对其影响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等］相比，大部分种类均很少出现；从属

地理成分的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图 １），平潭岛种

子植物区系属的地理分布区类型与大金山岛关系最

近，而与附近的山地区系中的虎伯寮最为接近。 这

与海岛区系的热带成分较陆地更为明显的研究结论

相似（郑俊鸣等，２０１６ｂ）。 平潭岛与其纬度较低的

虎伯寮的植物区系成分较为接近，这可能与山体海

拔、山体地貌、海洋季风气候等具有较大的影响，较
高的海拔使得大陆植物区系热带成分比例降低，而
海洋季风气候致使海岛的温度变化较小，热带成分

的比例上升，因此平潭岛与虎伯寮的植物区系成分

较为接近。
（５）海岛间的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变化规律具有

纬向性（万利琴等，２００８；刘利，２０１５）。 聚类分析结

果基本倾向支持于这一观点，但并不绝对，如平潭岛

与相隔较远的上海金山岛形成一独立分支，而与平

潭岛邻近的大屿岛形成独立分支，与平潭岛的欧式

距离较远，这些结果出现的原因除了岛屿植物区系

地理的独立演化特征和平潭岛区系地理过渡特征或

不稳定特征明显外，可能还与有居民海岛人为活动

因素影响有关，平潭岛本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
人为活动的影响，自然植被已经消失了，可能只有地

理成分中能分布到亚热带的草本植物占优势，因此，
属的分布类型与上海的金山岛关系较为相似。 关于

平潭岛属的分布类型已有初步研究 （林承超，
１９９８），并且研究数据被应用于中国沿海 ２２ 个海岛

植物区系属地理成分的聚类分析（刘利，２０１５），但
已有的关于平潭岛属分布类型占比的研究数据与本

次调查所得数据差异比较大，从已有调查的本底数

据进行分析，可能原来的调查没有严格排除外来植

物导致与本次调查数据有差异。 刘利等（２０１５）的

聚类分析把台湾岛和海坛岛（平潭岛）聚为一组，符
合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变化具有纬向性的特点，但本

次调查严格排除外来植物后，台湾岛属分布类型占

比与福建山地区域的较类似，与平潭岛没有最近的

关系，这倾向于说明影响属分布类型占比的不仅仅

是纬度，岛屿的海拔、岛屿自身的海岸线长度、岛屿

总面积、山地面积等对植物区系地理也有一定的影

响（万利琴等，２００８；刘利，２０１５）。 有关于影响属分

布类型占比的外界因素还需进一步研究。
（６） 平潭岛出现了许多福建山地（大陆）没有

出现的种子植物，具鲜明的海滨特色，拥有较多典型

的海岛乡土植物。 特殊环境易形成具有特色的乡土

树种 （陈征海等， １９９５；孙雀等， ２００８； Ｎｏｔ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Ｓｐｅｎｃ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如海岸山地以木本为主

或海岸边岩石缝中的木本植物如滨柃（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
ｇｉｎａｔａ）， 海 岸 潮 间 带 木 本 植 物 秋 茄 （ 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ｃａｎｄｅｌ），滨海沙滩地或沙滩石缝的海滨藜（Ａｔｒｉｐｌｅｘ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ａｎａ），南方碱蓬（Ｓｕａｅｄ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中华

补血草（Ｌｉｍｏｎ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盐地鼠尾粟（ Ｓｐｏｒｏｂｏｌｕ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ｓ）、中华结缕草 （ Ｚｏｙｓ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和珊瑚菜

（Ｇｌｅｈｎｉ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陆岸的沙生植物厚藤（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ｅｓｃａｐｒａｅ）、假厚藤（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单叶蔓荆

（Ｖｉｔｅｘ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匍匐苦买菜（ Ｉｘｅｒ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绢毛飘拂草（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ｓｅｒｏｃｅａ）。 这些乡

土植物很多构成了不同生境的单优群落，但少数物

种种群呈稀疏散生状态，已成濒危状态，如中华结缕

草和珊瑚菜，应注意保护。
３．２ 平潭岛种子植物（原生和外来植物）区系地理对

园林绿化的启示

平潭岛为有居民海岛，园林绿化对平潭打造人

居环境优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新兴海岛城市异

常重要，引种驯化是园林绿化部门一项常规工作

（厦门市绿化管理中心和平潭综合试验区森林园林

有限公司，２０１３）。 园林绿化植物规划的一项重要

原则是“适地适树，乡土（原生）植物为主”，根据本

次调查，外来植物中园林植物为 ２１１ 种，由于木本植

物的生态意义和景观重要性，考量木本植物的统计

数据有实践意义，平潭岛木本外来园林植物为 １２１
种，而原生植物中木本植物仅为 １０７ 种，实际比值超

过平潭绿化导则提出的，外来适生木本植物与原生

木本植物的比值达 ３ ∶ ７ 的规划技术指标（厦门市

绿化管理中心和平潭综合试验区森林园林有限公

司，２０１３），因此，根据本次调查，对平潭岛园林绿化

工作有以下建议：（１） 引种驯化乔木状原生植物成

木本园林植物材料，达到“适地适树，乡土（原生）植
物为主”的原则，并不现实，这一观点有本次调查的

数据支撑。 根据本次调查，按生长型划分，平潭岛乔

木型的原生植物不多，主要有 ２４ 科 ２１ 属 ３３ 种，而
能长成大中乔木的种类有 １６ 种，它们是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枫 香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 黄 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乌桕（Ｓａｐｉｕｍ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流苏树

（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ｒｅｔｕｓｕｓ ）、 白 花 泡 桐 （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 柞 木 （ Ｘｙｌｏｓｍ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 ）、 山 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潺槁树（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苦
楝（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０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
ｎｉａｎａ）、紫弹（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朴树（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和榔

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仅凭 １４ 种大中乔木要构建一

个城市绿地系统的基调树种和骨干树种，同时还要

考虑这些树种的观赏价值及常绿落叶树种的比例并

不可行，因此，大中乔木类园林植物需要引进外来植

物，事实上，平潭岛原始植被因受生态环境变化及近

代人为破坏的影响已极为显著，现在平潭岛主要的

防护林树种木麻黄、台湾相思和黑松也都是外来植

物；（２） 平潭岛灌木类的原生植物有 ３２ 科 ４１ 属 ６０
种，许多灌木状原生植物有重要的观赏价值，这些原

生植物没有应用到园林绿化中来，具有引种驯化开

发成园林植物的潜在价值，并能增加园林绿化植物

的乡土植物种类。 例如：琴叶榕（Ｆｉｃｕｓ ｐａｎｄｕｒａｔａ）、
豺皮樟（ Ｌｉｔｓｅ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光叶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ｇｌａｂｒａｔｕｍ）、黑面神（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算盘子（Ｇｌｏ⁃
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三花冬青 （ Ｉｌｅｘ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车桑子

（Ｄｏｄｏｎａｅａ ｖｉｓｃｏｓａ）、滨柃（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细枝

柃（Ｅｕｒｙａ ｌｏｑｕａｉａｎａ）、细齿叶柃（Ｅｕｒｙａ ｎｉｔｉｄａ）、嘉赐

树（Ｃａｓｅａｒｉａ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福建胡颓子（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ｏｌｄ⁃
ｈａｍｉ）、桃金娘（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赤楠（Ｓｙｚｙ⁃
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野牡丹（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金
锦香（Ｏｓｂｅｃｋ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乌饭树（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ｂｒａｃｔｅａ⁃
ｔｕｍ）、朱砂根 （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野茉莉 （ Ｓｔｙｒａｘ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ｕｓ ）、 紫 珠 （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 杜 虹 花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和九节木（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３） 原生与外来种子植物地理成分分析可以为引种

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表明平潭

岛原生植物和外来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和变型所含

分类单位的数量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 植物科的

分布型一致与较大尺度的气候特征相适应，是长期

适应的结果。 而植物属的分布型一致往往意味这些

属有较相似的生存环境，平潭岛原生种子植物科属

的分布区类型热带成分多，而外来植物科属的分布

区类型热带成分多（表 ３ 和表 ４），如果多引种分布

区类型为热带成分的科属可能较容易适应平潭生

境；（４）平潭岛外来植物 ７９ 科 １６０ 属 ２１１ 种，外来植

物占平潭种子植物现有种总数（含原生和外来植物

科）的 ３９．０％，外来科有 ３６ 个（占总科数 ２８．３％）；外
来属有 １３４ 个（占总属数 ３６．３％），外来植物对平潭

种子植物区系组成有较大影响。 外来植物中的某些

归化植物已经有入侵倾向，如凤眼莲，五爪金龙和猫

爪藤，应注意其对岛屿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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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专题 ／专栏的征稿启事 （月刊）

　 　 《广西植物》（Ｇｕｉｈａｉａ）于 １９８１ 年创刊，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和广西植物学

会共同主办的植物学领域专业学术期刊。 为国家中

文核心期刊（北大）、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来源期刊、广西十强期刊。 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大 １６ 开本，全铜版纸印刷。 《广西植物》
改为月刊后，针对研究热点策划专题 ／专栏出版，２０１６
年出版了专栏 ２ 个、专题 ４ 个，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

趣，下载量和引用频次均有提升。 为了进一步扩大期

刊的影响力，本刊计划每年根据稿源情况继续出版专

题 ／专栏，主要针对植物学领域的关键或研究热点问

题，以集群效应来促进该领域的科研交流，更好地为

科研服务。 欢迎各位专家踊跃投稿！
稿件及投稿须知：
１、稿件内容：应是植物学研究领域的关键或热点

问题。
２、稿件形式：具有创新性的原始研究论文。
３、稿件要求：严格按照《广西植物》的论文格式

和撰稿要求撰写稿件。 稿件未曾正式发表过，无一稿

两（多）投。 文中数据、拉丁名等一定认真核查无误。
所有文章作者及单位的署名和排序没有异议。 文中

无政治错误，无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泄密情况。
４、投稿方式：正常投稿。 在本刊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作者在线投稿”。
５、稿件处理程序：按正常稿件审理流程进行。
６、封面照片征集：可提供科学与艺术性俱佳的照

片，作为封面候选照片。
本刊栏目设置的专题 ／专栏 （包括但不限于）：
● 喀斯特（岩溶洞穴）植物与植被研究

● 海岛（海岸）植物多样性研究

● 珍稀濒危植物、特有植物与极小种群研究

● 入侵植物生物学研究及其防治技术

● 植物功能物质及其有效利用

２０１７ 年新增专题：
● 苦苣苔科植物及其持续利用

３９２３ 期 叶志勇等： 福建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及外来植物对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