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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多样性初探
辛建攀， 田如男∗

（ 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

摘　 要： 通过野外调查和文献资料查阅，初步统计出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共有 ３５ 科 ７４ 属 １５３ 种，其中蕨类植物

有 １ 科 １ 属 １ 种，单子叶植物有 ３ 科 ４ 属 １２ 种，双子叶植物有 ３１ 科 ６９ 属 １４０ 种。 该区藤本植物以寡种科

（属）、单种科（属）为主；地理成分复杂，具有明显的热带亲缘性，并受温带成分的影响。 生长型以木质藤本为

主（５６．５８％），草质藤本次之，其中，共有 １７ 科全为木质藤本，如木通科（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以及防己科（Ｍｅｎｉｓｐｅｒ⁃
ｍａｃｅａｅ）；共有 １３ 科全为草质藤本，如百部科（Ｓｔｅｍｏｎａｃｅａｅ）以及萝藦科（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等；共有 ４ 科含木质与

草质藤本植物，如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以及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等。 高位芽植物最多 （ ５６． ５８％），地面芽植物

（２０．３９％）、一年生植物（１１．１９％）、地下芽植物（８．５５％）及地上芽植物（３．２９％）的数量依次减少。 该区藤本植

物攀援类型可以分为 ４ 大类，以缠绕类居多（４０．１３％），其他依次是卷曲类（３０．２６％）、搭靠类（２２．３７％）以及吸

固类（７．２４％）。 有性繁育系统以两性花最多（７６．９７％），单性花次之（１９．７４％），杂性花最少（３．２９％）；花序组

成丰富，以无限花序占有绝对优势（７１．０５％）。
关键词： 野生藤本植物， 植物区系， 生活型， 有性繁育系统， 花序，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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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本植物，又称藤蔓植物、攀援植物等，是指茎

自身不能直立，必须依附其他物件生长的一类植物

（陈恒彬等，２０１３）。 藤本植物是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群落物种多样性方面

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群落植物多样又会影响

藤本植物的丰富度和多度（Ｆｏｒｄｊｏｕ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藤

本植物在森林动态、经营和保护、群落结构与更新、
生态系统进程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 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 ＆
Ｂｏｎｇｅｒｓ，２００２；Ｍａｓｃａ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Ｇｒａｕｅｌ ＆ Ｐｕｔｚ，
２００４）。 此外，藤本植物在城市垂直绿化（武术杰和

赵珺，２００７）、生态护坡（张朝阳等，２００９）及药用等

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对江苏省自然植被（姚成等，２００９）、植物资

源及应用（郝日明等 ２０００；程澄和田如男，２０１０）、物
种多样性（王军等，２０１０）、群落特征（姚榕和方彦，
２０１２）及区系成分（梁珍海等，２０１４）等方面已有相

关研究。 祁承经等（２００７）认为应该加强对亚热带

藤本植物的相关研究，江苏地处亚热带北缘，单独报

道该区域藤本植物的研究极少（桑容兰等，２０１２），
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是远落后于其他植物类

群。 本文尝试着从区系组成、地理分布、生态特征及

繁育系统等方面对江苏省藤本植物资源多样性进行

初步研究，以期能够了解该区域植被特性、森林生态

系统管理及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藤本植物资源等提

供基础资料和科学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１１６°４０′ ～ １２１°５５′
Ｅ，３０°４０′ ～ ３５°０７′ Ｎ，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过度地

区，跨南暖温带、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三个生物气候

带，年均温 １３～１６ ℃，最热月均温 ２６～２８ ℃，最冷月

均温－１～３ ℃，无霜期 ２１０～２４５ ｄ；年均降雨量 ７００～
１ ２００ ｍｍ，多集中于 ３～１０ 月，有利于植物生长。 由

北向南植物种类与类型逐渐增多；植被类型依次为

落叶阔叶林、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及常绿阔

叶林。 由于本省东西跨度窄及境内没有高山，植被

的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均不明显。 地带性土壤

有褐土、棕壤、黄棕壤及黄壤，非地带性土壤有盐渍

土、草甸土及沼泽土等。

２　 研究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
调查地点主要有南京将军山、紫金山、栖霞山、玄武

湖公园、古林公园、燕子矶公园及绿博园等，记录野

生藤本植物的种类、攀援方式及生活型等，并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桑容兰等，２０１２）、《江苏植物志》等，整
理并统计出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名录，然后对江苏野

生藤本植物进行分析和研究。
根据修订的植物生活型系统（高贤明和陈灵

芝，１９９８）和修订的藤本植物生活型系统（蔡永立和

宋永昌，２０００），对江苏野生藤本植物的生活型组成

进行划分与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植物区系多样性

３．１．１ 区系组成　 根据统计结果，江苏共有野生藤本

植物 １５３ 种，隶属 ３５ 科 ７４ 属（表 １），其中蕨类植物

仅有 １ 科 １ 属 １ 种；种子植物共有 ３４ 科 ７３ 属 １５２
种，其中，单子叶植物共有 ３ 科 ４ 属 １２ 种，占该区域

总数的 ７．８４％；双子叶植物共有 ３１ 科 ６９ 属 １４０ 种，
占该区域总数的 ９１．５１％（表 ２）。
３．１．２ 科级统计　 按照各科所含种数的多少，把江苏

野生藤本植物 ３４ 科（除去蕨类植物，下同）划分为 ５
个等级（图 １），即大科（Ａ），含 ２０ 种以上；较大科

（Ｂ），含 １１～１９ 种；中等科（Ｃ），含 ６ ～ １０ 种；寡种科

（Ｄ），含 ２～５ 种；单种科（Ｅ），仅含 １ 种。
在江苏野生藤本植物 ３４ 科中，大科仅有 １ 科，

为豆科（２０ 种），占总科数的 ２．９４％；较大科共有 ３
科，分别为毛茛科（１３ 种）、蔷薇科（１２ 种）及葡萄科

（１５ 种），占总科数的 ８．８２％；中等科共有 ４ 科，分别

为百合科（７ 种）、卫矛科（８ 种）、萝藦科（９ 种）及旋

花科（１０ 种），占总科数的 １１．７６％；寡种科共有 １５
科，分别为薯蓣科（４ 种）、蓼科（４ 种）、木通科（３
种）及防己科（４ 种）等，占总科数的 ４４．１２％；单种

科共有１１科，分别为百部科、落葵科、大血藤科、清风

７５３３ 期 辛建攀等：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多样性初探



表 １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科属种的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属数
ＮＧ

种数
Ｎ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属数
ＮＧ

种数
ＮＳ

海金沙科 Ｌｙｄ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清风藤科 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百部科 Ｓｔｅｍ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４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７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５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４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３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２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３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４ 马钱科 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３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４ ９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２ ３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０

大血藤科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ｅａｅ １ １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防己科 Ａ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３ ４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２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２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４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２ ２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２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５ ５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２０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２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３ ５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３ ８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１

　 注： Ｆ． 代表科名； ＮＧ． 代表属数； ＮＳ． 代表种数。 下同。
　 Ｎｏｔｅ： 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Ｎ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２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类群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 ｔａｘ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类群
Ｔａｘｏｎ

科 Ｆａｍｉｌｙ

数量
Ｎｏ．

占总科数
ＰＴＦ （％）

属 Ｇｅｎｅｒａ

数量
Ｎｏ．

占总属数
ＰＴＦ （％）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ｏ．

占总种数
ＰＴＳ （％）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ｅｓ

１ ２．８６ １ １．３７ １ ０．６５

单子叶植物
Ｍｏｎｏ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ｓ

３ ８．５７ ４ ５．４８ １２ ７．８４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

３１ ８８．５７ ６９ ９３．１５ １４０ ９１．５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５ １００ ７４ １００ １５３ １００

　 注： ＰＴＦ． 占总科数的比例； ＰＴＧ． 占总属数的比例； ＰＴＳ． 占总种数的比例。
　 Ｎｏｔｅ： ＰＴＦ． Ｐｒ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ＴＧ． Ｐｒ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ＰＴＳ． Ｐｒ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藤科及马钱科等，占总科数的 ３２．３６％。 可知，江苏

野生藤本植物以寡种科、单种科为主，大科相对

匮乏。
３．１．３ 属级统计　 按照各属所含种数的多少，把江苏

野生藤本植物的 ７３ 属划分为 ４ 个等级，即较大属

（Ａ），含 １１～１９ 种；中等属（Ｂ），含 ６ ～ １０ 种；寡种属

（Ｃ），含 ２～５ 种；单种属（Ｄ），含 １ 种。
在江苏野生藤本植物 ７３ 属（除去蕨类植物，下

８５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图 １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科内种的组成
Ｆｉ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 ２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属内种的组成
Ｆｉｇ．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同）中，没有大属，较大属仅有 １ 属，为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１３ 种），占总属数的 １．３７％；中等属共有 ３
属，分别为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６ 种）、葡萄属（Ｖｉｔｉｓ，７
种）和野豌豆属（Ｖｉｃｉａ，８ 种），占总属数的 ４．１１％；寡
种属共有 ２３ 属，分别为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３ 种）、
南蛇藤属 （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３ 种）、卫矛属 （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２
种）、蔷薇属（Ｒｏｓａ，５ 种）及千金藤属（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２
种）等，占总属数的 ３１．５１％；单种属共有 ４５ 属，分别

为百部属（Ｓｔｅｍｏｎａ）、天门冬属（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落葵属

（Ｂａｓｅｌｌａ ）、 盒 子 草 属 （ Ａｃｔｉ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 秦 岭 藤 属

（Ｂｉｏｎｄｉａ）及娃儿藤属（Ｔｙｌｏｐｈｏｒａ）等，占总属数的

６３．０１％。 可知，江苏野生藤本植物以单种属占主要

优势，为该区藤本植物的主要组成部分。
３．２ 生长型多样性

在江苏 １５２ 种野生藤本植物中，木质藤本共有 ８３

种， 如 鹰 爪 枫 （ 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ｃｏｒｉａｃｅａ ）、 大 血 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石岩枫（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ｒｅｐａｎｄｕｓ）、
南蛇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雷公藤（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云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及扶芳藤（Ｅｕ⁃
ｏｎｙｍ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等，占总种数的 ５４．６１％，在该区藤本

植物组成中占较大比例。 草质藤本共有 ６９ 种，如蔓

生百部（Ｓｔｅｍｏ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绵毛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倒地铃（Ｃａｒｄ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ａｌｉｃａｃａｂｕｍ）、黄
独（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及薯蓣（Ｄ．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ａ）等，占
总种数的 ４５．３９％。 由图 ３ 可知，全为木质藤本（Ｗ）
的共有 １７ 科，如毛茛科、木通科、大血藤科、防己科及

木兰科等，占总科数的 ５０％；全为草质藤本（Ｈ）的共

有 １３ 科，如百部科、薯蓣科、无患子科、萝藦科、旋花

科及茄科等，占总科数的 ３８．２４％；既有木质又有草质

藤本（Ｗ ＆ Ｈ）的共有 ４ 科，分别为百合科、葡萄科、豆
科及桑科，占总科数的 １１．７６％。

图 ３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习性科的组成
Ｆｉｇ． 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ｈａｂｉ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由图 ４ 可知，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全为木本（Ｗ）的
共有 ３６ 属，如铁线莲属、木通属（Ａｋｅｂｉａ）、五味子属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南五味子属（Ｋａｄｓｕｒａ）、野桐属（Ｍａｌｌｏ⁃
ｔｕｓ）、雷公藤属（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及钻地风属 （ Ｓｃｈｉｚｏ⁃
ｐｈｒａｇｍａ）等，占总属数的 ４９．３２％；全为草本（Ｈ）的共

有 ３６ 属，如百部属（Ｓｔｅｍｏｎａ）、薯蓣属（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蓼
属（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两型豆属（Ａｍｐｈｉｃａｒｑａｅａ）、野扁豆属

（Ｄｕｎｂａｒｉａ）、刀豆属（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及油麻藤属（Ｃａｕｌｉｓ）
等，占总属数的 ４９．３２％；既有木本又有草本（Ｗ＆Ｈ）
的仅有 １ 属，为菝葜属（Ｓｍｉｌａｘ），占总属数的 １．３６％。
３．３ 属的地理分布多样性

根据吴征镒（吴征镒等，２００６）对中国种子植物

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江苏野生藤本种子植物 ７３

９５３３ 期 辛建攀等：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多样性初探



图 ４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习性属的组成
Ｆｉｇ． ４　 Ｇｅｎｅｒ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ｈａｂｉ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属可以划分为 １２ 个分布区类型（表 ３）。 由表 ７ 可

知，世界分布共有 ６ 属，分别为铁线莲属、悬钩子属、
蓼属及茄属（Ｓｏｌａｎｕｍ）等。 由于其不能反映江苏野

生藤本植物区系的性质，故将其排除。
热带成分共有 ３５ 属，占总属数的 ５２．２４％，其中

泛热带分布共有 １５ 属，如菝葜属、油麻藤属、倒地铃

属（Ｃａｒｄ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及菟丝子属（Ｃｕｓｃｕｔａ）等，为热带

性质属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总属数的 ２２．３８％；东亚

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共有 ２ 属，分别为雀梅藤属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落葵属，占总属数的 ２．９９％；旧世界热

带分布共有 ６ 属，如千金藤属（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乌蔹莓属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及野桐属等，占总属数的 ８．９６％；热带亚

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共有 ３ 属，分别为百部属、大豆

属（Ｇｌｙｃｉｎｅ）及野扁豆属，占总属数的 ４．４８％；热带亚

洲分布共有 ９ 属，如蓬莱葛属（Ｇａｒｄｎｅｒｉｓ）、清风藤属

（Ｓａｂｉａ）、南五味子属及葛属（Ｐｕｅｒａｒｉａ）等，占总属数

的 １３．４３％。
温带成分共有 ３２ 属，占总属数的 ４７．７６％，其中

东亚分布共有 １０ 属，如猕猴桃属、钻地风属（Ｓｃｈｉｚｏ⁃
ｐｈｒａｇｒｍａ）、盒子草属及党参属（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在温带

成分中占有较高优势，占总属数的 １４．９３％；北温带

分布共有 ９ 属，如忍冬属（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蔷薇属、桑属

（Ｍｏｒｕｓ）及茶藨子属（Ｒｉｂｅｓ）等，占总属数的１３．４３％；
东亚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共有 ８ 属，如两型豆属

（ Ａｍｐｈｉｃａｒｐａｅａ ）、 五 味 子 属、 蝙 蝠 葛 属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ｕｍ）及勾儿茶属（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等，占总属

数的 １１．９４％；旧世界温带分布共有 ３ 属，分别为鹅

绒藤属（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娃儿藤属及活血丹属（Ｇｌｅｃｈｏ⁃
ｍａ）， 占总属数的 ４．４８％；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表 ３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属的地理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属数
ＮＧ

占总属数比例
ＰＴＧ （％）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６ －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５ ２２．３８

东亚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２．９９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６ ８．９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３ ４．４８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９ １３．４３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９ １３．４３

东亚及南美间断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８ １１．９４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３ ４．４８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１ １．４９

东亚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０ １４．９３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１．４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３ １００

　 注： 比例（％）不包括世界分布属。
　 Ｎｏｔｅ：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仅有 １ 属，为常春藤属（Ｈｅｄｅｒａ），占总属数的１．４９％；
中国特有分布仅有 １ 属，为秦岭藤属，占总属数的

１．４９％。
３．４ 生活型多样性

从攀援类型来看，在江苏 １５２ 种野生藤本植物

中，缠绕类共有 ６１ 种，占该区总种数的 ４０．１３％；卷
曲类共有 ４６ 种，占该区总种数的 ３０．２６％；搭靠类共

有 ３５ 种，占该区总种数的 ２２．３７％；吸固类共有 １０
种，占该区总种数的 ７．２４％。 其中，缠绕类、卷曲类、
搭靠类及吸固类均以木质藤本占较大优势，为该区

野生 藤 本 植 物 的 主 要 类 型， 缠 绕 类 如 苦 皮 藤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清风藤（Ｓａｂ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大芽

南蛇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ｇｅｍｍａｔｕｓ）、木防己（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ｏｒｂｉｃ⁃
ｕｌａｔｕｓ）、 大 血 藤 （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 及 木 通

（Ａｋｅｂｉａ ｑｕｉｎａｔａ）等；卷曲类如山木通（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ｆｉｎｅｔｉ⁃
ａｎａ）、威灵仙（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刺葡萄（Ｖｉｔｉｓ ｄａｖｉ⁃
ｄｉｉ）及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等； 搭靠类如雀

０６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表 ４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生活型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攀援类型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生活型的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ｓ

高位芽植物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地上芽植物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

地面芽植物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地下芽植物
Ｇｅｏｐｈｙｔｅ

一年生植物
Ａｎｎｕａｌ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比例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缠绕类
Ｔｗｉｎｉｎｇ

２３ ５ １３ １０ １０ ６１ ４０．１３

卷曲类
Ｃｕｒｌｉｎｇ

３０ ０ １５ １ ０ ４６ ３０．２６

搭靠类
Ｈｏｏｋｉｎｇ

２６ ０ ３ ２ ４ ３５ ２２．３７

吸固类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７ ０ ０ ０ ３ １０ ７．２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６ ５ ３１ １３ １７ １５２ １００

比例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５６．５８ ３．２９ ２０．３９ ８．５５ １１．１９ １００

梅藤（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金樱子（Ｒｏｓａ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小果

蔷薇 （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腺花茅莓 （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ｖａｒ． ａｄｅｎｏｃｈｌａｍｙｓ）及掌叶覆盆子（Ｒｕｂｕｓ ｃｈｉｎｇｉｉ）等；
吸固类如爬山虎（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薜荔

（Ｆｉｃ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爬藤榕（Ｆｉｃｕｓ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ａ ｖａｒ． ｉｍｐｒｅｓ⁃
ｓａ）及中华常春藤（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等。

生活型也是藤本植物长期适应生存环境的结

果。 从生活型来看，该区高位芽藤本植物共有 ８６
种，如石岩枫（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ｒｅｐａｎｄｕｓ）、清风藤（Ｓａｂｉａ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多花勾儿茶（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及紫藤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占该区总种数的 ５６．５８％，表明

高位芽藤本植物在该区藤本植物生活型组成中具有

较大优势；地面芽藤本植物种类次之，共有 ３１ 种，如
鹿 藿 （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ｉａ 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 ）、 刀 豆 （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ｇｌａｄｉａｔａ）及鹅绒藤（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等，占该区

总种数的 ２０．３９％；一年生藤本植物共有 １７ 种，如倒

地铃 （ Ｃａｒｄ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ａｌｉｃａｃａｂｕｍ）、 落葵 （ Ｂａｓｅｌｌａ
ａｌｂａ）及卷茎蓼（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等，占该区总种

数的 １１．１８％；地下芽藤本植物共有 １３ 种，如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ｄｅｂｉｌｉｓ）、绵毛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ｏｌｌｉｓ⁃
ｓｉｍａ）及黄独（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等，占该区总种数

的 ８．５５％；地上芽藤本植物种类最少，仅有 ５ 种，如
天门冬 （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白英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ｒａｔｕｍ ）及萝藦（Ｍｅｔａｐｌｅｘ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等，占该区总

种数的 ３．２９％。
３．５ 繁殖系统多样性

３．５．１ 有性繁育系统多样性　 从表 ５ 可以看出，在有

性繁育系统中，该区域两性花类野生藤本植物种类

最多，共有 １１７ 种，如清风藤、蔓生百部（Ｓｔｅｍｏｎａ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及雀梅藤等，占总数的 ７６．９７％；杂性花类藤

本植物种类最少，仅有 ５ 种，如苦皮藤、南蛇藤及雷

公藤等，占总数的 ３．２９％；单性花类野生藤本植物种

类共有 ３０ 种，如绞股蓝（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盒子草（Ａｃｔｉ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ｔｅｎｅｒｕｍ）及爬藤榕等，占总数

的 １９． ７４％，其中雌雄同株和雌雄异株种类各占

９．８７％。 由此可知，两性花为该区域野生藤本植物

最常见的有性繁育系统，而单性花（雌雄同株、雌雄

异株）和杂性花所占优势相对较低，对该区野生藤

本植物有性繁育系统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丰富

了该区野生藤本植物有性繁育系统的多样性。
３．５．２ 花序多样性　 该区域无限花序野生藤本植物

种类共有 １０８ 种，可分为 ９ 类，占该区总种数的

７１．０５％，为该区野生藤本植物花序的主要组成类型

（表 ６）。 其中，总状花序、圆锥花序、单（对）生叶腋

及伞形花序为无限花序的组成主体。
该区有限花序类野生藤本植物共有 ４４ 种，可分

为 ６ 类，占该区总种数的 ２８．９５％（表 ７）。 其中，聚
伞花序类野生藤本植物共有 ３１ 种，占该类别的

７０．４５％，在有限花序类中占有绝对优势；伞状聚伞

花序、总状聚伞花序及伞房状聚伞花序等占有较低

比例，对有限花序多样性起到不同程度的补充和丰

富作用。

４　 讨论与结论

温度年较差、最冷月均温、年平均温度及年均降

１６３３ 期 辛建攀等：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多样性初探



表 ５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有性繁育系统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ｅｘ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类群
Ｔａｘｏｎ

单性花 Ｕｎｉｓｅｘｕ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

雌雄同株
Ｐｏｌｙｇａｍｏｕｓ

雌雄异株
Ｄｉｏｅｃｉｓｍ

两性花
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

杂性花
Ｐｏｌｙｇａｍｉｃ
ｆｌｏｗｅ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数量 Ｎｏ． １５ １５ １１７ ５ １５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９．８７ ９．８７ ７６．９７ ３．２９ １００

表 ６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无限花序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花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总状
Ｒａｃｅｍｅ

圆锥
Ｐａｎｉｃｌｅ

单（对）生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伞形
Ｕｍｂｅｌ

伞房
Ｃｏｒｙｍｂ

穗状
Ｓｐｉｋｅ

头状
Ｃａｐｉｔｕｌｕｍ

隐头
Ｈｙｐ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数量 Ｎｏ． ３０ ２７ １８ １０ ５ ４ ４ ３ ７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２７．７８ ２５．００ １６．６７ ９．２６ ４．６４ ３．７０ ３．７０ ２．７８ ６．４７

表 ７　 江苏野生藤本植物有限花序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ｌｉａｎａ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花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聚伞花序
Ｃｙｍｅ

单朵顶生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伞状聚伞花序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ｃｙｍｅ

总状聚伞花序
Ｃｙｍｅｂｏｔｒｙｓ

伞房状聚伞花序
Ｃｏｒｙｍｂｉｆｏｒｍ ｃｙｍｅ

轮伞花序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ｓｔｅｒ

数量 Ｎｏ． ３１ ５ ３ ２ ２ １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７０．４５ １１．３６ ６．８２ ４．５５ ４．５５ ２．２７

水量对植物多样性有显著影响，其中温度年较差与

物种多样性之间呈负相关（冯建孟，２００８）。 该区共

有野生藤本植物共有 １５３ 种，比我国东三省、内蒙古

（胡亮，２０１１）以及河北地区（郭学民等，２００５）藤本

植物高 １３．１％ ～ ３９．２％，同时比江西赣南地区（刘济

祥等，２０１１）、广东（王发国等，２００９）以及福建（耿桂

平，２００１） 藤本植物分别低 ３２． ０％、 ７０． １２％ 以及

７２．８７％，表明藤本植物的多样性以及比例从南到北

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与我国种子植物物种多样性

的大尺度分布格局较为一致（冯建孟，２００８）。 另

外，从经度上来看，该区野生藤本植物的种类均低于

安徽（黄成林等，１９９３）、河南（袁丽洁等，２００７）以及

贵州（安明态等，２００７），这与该区域西部地区海拔

较高以及山地地形较为复杂等原因相关（彦立红

等，２００６）。
该区野生藤本植物以木质藤本为主，多年生及

一年生草质藤本也各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中木质藤

本数量比黑龙江（胡亮，２０１１）高 ２６．６６％，而多年生

和一年生草质藤本数量分别比黑龙江低 ２０．６３％、

６．０２％。 另外，该区系藤本植物比较丰富，其中种子

植物共有 ３４ 科 ７３ 属 １５２ 种，占我国藤本植物科、属
及种（胡亮等，２０１０）的比例分别为 ４０．００％、１７．８５％
和 ４．９５％。 但是，该区藤本植物区系组成中缺乏较

大科（属），以寡种科（属）、单种科（属）为主，且藤

本植物在该区域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其次，该区野

生藤本植物地理成分较为复杂，热带成分所占比例

比温带成分仅高 ４．４８％，表明该区系具有明显的亚

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性质；其中，热带成分以泛热带

和热带亚洲分布占有较大优势，温带成分以北温带、
东亚和东亚及南美间断分布为主，这基本符合了中

国藤本植物属的地理分布特征（胡亮等，２０１０），表
明该区野生藤本植物具有一定的热带特征，同时很

大程度上又受到温带成分的影响。
攀援植物行为是植物长期适应周围自然环境的

影响而产生的进化稳定性（李睿等，２００１），该区野

生藤本植物以缠绕类（４０．１３％）为主，其他依次为卷

曲类 （ ３０． ２６％）、 搭 靠 类 （ ２２． ３７％） 及 吸 固 类

（７．２４％），与亚热带其他地区（张玉武和杨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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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曹基武等，２００８；魏宗贤等，２０１３；王发国等，
２００９）野生藤本植物所表现的数量特征非常一致，
这可能是藤本植物对亚热带地区温度适应性的结果

（胡亮，２０１１）。 同时，该区缠绕类藤本植物可以分

为茎缠绕以及叶柄缠绕 ２ 个亚类。 茎缠绕类藤本植

物共有 ４８ 种，在缠绕类中占有绝对优势，其中草质

藤本植物共有 ３６ 种，如占茎缠绕类的 ７５．０％，如葎

草（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ａ）
以及落葵等，木质藤本的种类相对较少，如大血藤、
木防己以及金线吊乌龟（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ａ）等。
叶柄缠绕类藤本植物集中于铁线莲属，均为高位芽

植物，共有 １３ 种，如山木通、威灵仙以及柱果铁线

莲，约占缠绕类的 ２１．３１％。 另外，从生活型来看，该
区藤 本 高 位 芽 植 物 （ ５６． ５８％）、 地 面 芽 植 物

（２０．３９％）、一年生植物 （ １１． １９％）、 地下芽植物

（８．５５％）以及地上芽植物（３．２９％）占该区藤本植物

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高位芽在该区藤本植物生活

型中占有主要优势，这与杨国平等（２０１３）、王业社

等（２０１３）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反映了亚热带区域

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同时较少的一年生草质藤本

植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冬季寒冷的特征，
这符合了该区域所处于的亚热带北缘的地理位置。

繁育系统包括无性繁育和有性繁育系统，其形

成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探讨花适应性

的桥梁（何亚平和刘建全，２００３）。 其中，有性繁育

系统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该区野生藤本植物有性繁

育系统中，两性花数量最多，为该区藤本植物有性繁

育系统中的主要类别；单性花次之。 该区域两性花

与单性花的比率（３．９０）明显高于我国亚热带东部藤

本植物两性花与单性花的比率（０．８８）（蔡永立和宋

永昌，２０００），而该区域雌雄异株的比率（９．８７％）低
于我国亚热带其他地区雌雄异株的比率 （ ２０． ０、
２８．８）（彦立红等，２００６；彦立红，２００７），产生这一结

果的可能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亚热带北缘的过渡性

气候特征引起该区藤本植物的雌雄性比发生改变，
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该区域的气候环境；二是较低

的雌雄异株比率可能与该区藤本植物进化类型花序

占优势相关。
花序被认为是研究植物系统发育的最有利条

件，通常可以分为有限花序和无限花序两大类，其中

有限花序属于原始类型，无限花序属于进化类型，具
有适应性强、生殖功能扩大及利于异花授粉等特性

（Ｓｔｅｂｂｉｎｓ 和张凤英，１９８８），使得藤本植物具有非常

强的建群及适应能力。 该区野生藤本植物花序以无

限花序占有绝对优势，共有 １０８ 种，占总数比例为

７１．０５％。 Ｃａｒ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利用花粉粒 ／胚珠的比值

对 龙 须 藤 （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 首 冠 藤 （ Ｂ．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及粉叶羊蹄甲（Ｂ．ｇｌａｕｃａ）的繁育系统进

行了研究，认为较小及排列密集的花序更有利于体

型较小的昆虫传粉，从而保证种群的延续，表明花序

很可能会影响到藤本植物在森林群落中扩散和分布

的策略，进而影响到种群的动态和群落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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