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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楼梯草属(荨麻科)植物种类组成及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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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贵州大学 林学院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ꎻ ２. 贵州大学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研究中心ꎬ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

摘　 要: 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楼梯草属(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植物种类繁多、形态相似、关系密切ꎬ是植物分类学界公

认的疑难分类群之一ꎮ 贵州省地理位置特殊ꎬ水热条件较好ꎬ喀斯特地貌复杂多变ꎬ是我国楼梯草属植物的

重要分布区ꎬ但一直以来种类不清ꎬ分类不明ꎮ 为进一步理清资源本底及分布特征ꎬ该文通过近年调查和查

阅资料形成贵州楼梯草属植物名录ꎬ分析其物种组成ꎬ并基于分布地及海拔数据分析空间分布特征ꎬ以期为

贵州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区系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基础资料ꎮ 结果表明:全省赤车类群植物有 １ 组 １ 系 ７

种ꎬ楼梯草类群有 ５ 组 ２０ 系 ６９ 种ꎬ分别占全国种类的 １７.９４％、２０.７８％ꎮ 楼梯草属植物共 ７６ 种ꎬ其中 １３ 种

为贵州楼梯草属特有种ꎮ 在地理分布上ꎬ赤车类群主要见于黔北－黔东－黔南部分地区ꎬ沿赤水、桐梓、习

水、正安－江口、印江－剑河－都匀、荔波－望谟一线ꎬ总体分布反呈“Ｃ”状ꎻ楼梯草类群植物主要分布在黔北－

黔东－黔南－黔西南大部分地区ꎬ沿赤水、正安、江口－七星关、开阳、施秉、黄平－兴义、兴仁、安龙、贞丰、望

谟、独山、荔波一带分布较多ꎬ总体分布呈“三”字状ꎻ楼梯草属特有植物总体呈点状、不均匀分布ꎮ 该属植

物主要分布在海拔 ６００~ １ ０００ ｍ 的范围内ꎮ

关键词: 赤车类群ꎬ 楼梯草类群ꎬ 特有种ꎬ 物种组成ꎬ 分布格局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７９￣０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ＵＩ Ｘｉｎｇｙｏｎｇ１ꎬ２ꎬ ＡＮ Ｍｉｎｇｔａｉ１ꎬ２∗ꎬ ＳＨＩ Ｊｉｎｚｈｕ１ꎬ２ꎬ ＬＩＵ Ｆｅｎｇ１ꎬ２

( １.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ꎬ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ｋａｒｓｔ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１９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项目(２００５ＤＫＡ２１４０１)ꎻ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贵州
省专项项目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Ｋｅ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５ＤＫＡ２１４０１)ꎻ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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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车类群(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ｇｒｏｕｐｓ)和楼梯草类群(Ｅｌａ￣
ｔｏｓｔｅｍａ ｇｒｏｕｐｓ)隶属于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ꎬ二者形

态相似ꎬ关系密切ꎮ 由于它们的花都很小 ( １ ~ ３
ｍｍ)、单性ꎬ雌雄同株(雌雄同枝或异枝)或雌雄异

株而分类较困难ꎬ是植物分类学上不易分清的类

群ꎬ曾被一些学者作为不同属植物处理ꎮ 学者们在

研究各国、地区赤车属和楼梯草属植物时ꎬ很少将

其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ꎬ所以赤车属和楼梯草属植

物分类现状较为混乱(邵青和林祁ꎬ２００６)ꎮ 二者的

共同点是叶互生ꎬ二列ꎬ如为对生则同对的叶极不

等大ꎬ其中小的一枚常退化成托叶状或消失ꎻ叶片

两侧不对称ꎬ狭侧在上ꎬ宽侧在下ꎮ 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雄花序聚伞状ꎬ多少稀疏分枝ꎬ常具梗ꎬ雌花序

分枝密集呈球状ꎻ后者雌、雄花序通常不分枝ꎬ具明

显或不明显花序托ꎻ前者雌花花被片 ４ ~ ５ꎬ分生ꎬ长
度大于或等于子房ꎬ通常 ２ ~ ３ 个较大ꎬ外面顶端之

下有角状突起ꎬ后者雌花花被片完全退化或极小ꎬ
常 ３ 片ꎬ长度不到子房之半(王文采ꎬ１９９５)ꎮ 通过

系统发育研究ꎬ对内部转录间隔区的 ＤＮＡ 序列数据

进行分析ꎬ最新结果表明新定义的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
ａ.(楼梯草属)包括 Ｃｏｒｅ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核心楼梯草类

群)、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赤车类群)、Ｗｅｄｄｅｌｌｉａ(小叶楼梯草类

群)和尚未被描述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非洲楼梯草

类群)(Ｔｓ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云南东南部(９４ 种 ２０ 变种)、广西西部和北部

(１０１ 种 ８ 变种)和贵州南部(３５ 种 ３ 变种)的岩溶

地区分布有 ４ 组 ５２ 系 １８４ 种ꎬ是楼梯草类群的分

布中心(王文采ꎬ２０１４)ꎮ 但«贵州植物志»记载赤

车类群 ４ 种 １ 变种ꎬ楼梯草类群 ２４ 种 １ 变种(张秀

实等ꎬ１９８８)ꎬ«贵州维管束植物编目»记载赤车类

群 ７ 种ꎬ楼梯草类群 ４２ 种(罗扬和邓伦秀ꎬ２０１５)ꎬ
种类和分布仍不十分清楚ꎮ 为进一步理清贵州省

楼梯草属赤车类群和楼梯草类群(包括核心楼梯

草类群、小叶楼梯草类群)植物种类组成和分布特

点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ꎬ笔者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标本馆(ＰＥ)、贵州生物研究所标本室(ＨＧＡＳ)、
贵阳中医学院标本室(ＧＺＴＭ)、贵州大学林学院树

木标本室(ＧＺＡＣ)、贵州农学院植保系植物标本室

(ＧＡＣＰ)、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树木标本室

(ＧＦ)等标本馆相关类群的标本进行查阅ꎬ结合中

国数字植物标本馆(ＣＶＨ)、自然标本馆(ＣＦＨ)数

字标本以及植物志、期刊杂志等文献ꎬ整理了贵州

省赤车类群和楼梯草类群植物的物种组成、分布

信息及主要生境类型ꎬ以期为贵州植物物种多样

性以及相关区系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基础资料ꎬ为
今后开展引种驯化、城市园林绿化、食用及药用等

领域的研究开发提供理论指导ꎮ

１　 研究区概况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ꎬ是东南季风

０８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和西南季风的重要交汇区ꎬ也是中亚热带东部常

年湿润植被带与西部半干旱半湿润植被的重要过

渡区ꎮ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ꎬ自中部向东、南、北三

面倾斜ꎬ最高海拔为 ２ ９００.６ ｍꎬ最低海拔为 １４７.８
ｍꎬ平均海拔为 １ １００ ｍꎮ 降水量的总体特征是东

多西少ꎬ南多北少ꎻ东部山地丘陵区年降水量为

１ １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ｍꎬ中部丘陵山地降水为１ ０００ ~
１ ４００ ｍｍꎬ西部高原山区年降水量为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ｍꎮ 贵州省热量较丰富ꎬ年均温为 １５.９ ℃ ꎬ海拔

高度高差较大ꎬ气温垂直变化明显ꎮ 贵州水热同

季ꎬ地形地貌复杂ꎬ地势起伏大ꎬ深度切割ꎬ沟壑纵

横ꎬ生境异质化程度高ꎬ具有复杂小气候等特点

(周政贤ꎬ１９９２ꎻ李金龙ꎬ２００５)ꎬ此类小生境在贵州

十分丰富ꎬ有利于楼梯草属植物的生长发育ꎮ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查阅腊叶标本、数字化标本

与植 物 志 书 ( 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 王 文 采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０１４)、期刊杂志、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等相关

文献相结合的方法ꎬ获取物种种类、地理分布、海

拔及主要生境等信息ꎬ形成贵州赤车类群和楼梯

草类群植物名录ꎮ 共查阅腊叶标本近千份ꎬ电子

采集信息 ６５０ 余条ꎮ 对有存疑的种类和分布信息

进一步核对模式标本和请教荨麻科植物分类专

家ꎬ必要时到野外补采标本ꎮ 对无法进一步核对

且存疑的暂不列入ꎮ
基于核准后的物种分布地数据ꎬ利用 ＡｒｃＭａｐ

核密度分析工具分析全省赤车类群和楼梯草类群

植物水平分布格局ꎻ以物种分布地的海拔数据为

基础ꎬ分析二者垂直分布特征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物种组成分析

３.１.１ 赤车类群物种组成　 贵州赤车类群植物有 １
组 １ 系 ７ 种(含种下分类单元)ꎬ占中国赤车类群

植物(３９ 种)的 １７.９５％ (表 １)ꎮ 与«贵州植物志»
«贵州维管束植物编目»比对ꎬ小叶异被赤车被并

入异被赤车(林祁ꎬ２００３)ꎻ新增加 ４ 种ꎬ即波缘赤

车、华南赤车(王文采ꎬ２０１６)、曲毛赤车和波缘赤

车(林祁和段林东ꎬ２００２)ꎮ 其中ꎬ后 ３ 种为贵州新

表 １　 贵州省赤车类群植物种类组成及地理分布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主要生境
Ｍａｊ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赤车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ｒａｄｉｃａｎｓ 赤水、道真、习水、桐梓、德江、印江、江口、黄平、剑
河、雷山、都匀、黎平、贞丰、荔波
Ｃｈｉｓｈｕｉꎬ Ｄａｏｚｈｅｎꎬ Ｘｉｓｈｕｉꎬ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Ｄｅｊｉａｎｇꎬ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ꎬ 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ｈｅꎬ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ꎬ Ｌｉｂｏ

３８０~ １ ６４０ 山地山谷林下、灌丛中阴湿处或
溪边处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ｓｈｒｕｂｓ ｉｎ ｓｈａｄｙ ｄａｍｐ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ｒ 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ｄｅｓ

蔓赤车 Ｅ. ｓｃａｂｒｕｍ 桐梓、江口、剑河、罗甸、望谟、荔波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ꎬ Ｊｉａｎｈｅꎬ Ｌｕｏｄｉａｎꎬ Ｗａｎｇｍｏꎬ Ｌｉｂｏ

４００~ １ ３００ 山谷溪边或林中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ｄｅｓ 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ｓ

曲毛赤车 Ｅ. ｒｅｔｒｏｈｉｓｐｉｄａ 正安、桐梓、都匀、荔波
Ｚｈｅｎｇａｎꎬ Ｔｏｎｇｚｉꎬ Ｄｕｙｕｎꎬ Ｌｉｂｏ

４００~ ６９０ 山谷林中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ｏｒｅｓｔｓ

异被赤车 Ｅ. ｈｅｔｅｒｏｌｏｂｕｍ 赤水、道真、正安、习水、望谟、荔波、册亨
Ｃｈｉｓｈｕｉꎬ Ｄａｏｚｈｅｎꎬ Ｚｈｅｎｇａｎꎬ Ｘｉｓｈｕｉꎬ Ｗａｎｇｍｏꎬ
Ｌｉｂｏꎬ Ｃｅｈｅｎｇ

４００~ １ ４００ 山地林下、石上或溪边阴湿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ｒｏｃｋｓ ｏｒ ｓｔｒｅａｍ￣
ｓｉｄｅｓ

华南赤车 Ｅ. ｇｒｉｊｓｉｉ 荔波 Ｌｉｂｏ — 山谷林下、石上或沟边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ｒｏｃｋｓ ｏ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ｄｅｓ

短叶赤车 Ｅ.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雷山、从江
Ｌｅｉｓｈａｎꎬ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 ２００ 林下阴湿、岩石上ꎬ水旁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ｄａｍｐ ｒｏｃｋｓꎬ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ｄｅｓ

波缘赤车 Ｅ. ｓｕｂｕｎｄｕｌａｔｅ 荔波 Ｌｉｂｏ ８００ —

　 注: “—”表示空值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 ｍｅａｎｓ ｎｕｌ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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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种ꎮ 吐烟花(Ｐ. ｒｅｎｐｅｎｓ)未随赤车属降级为赤

车类群(Ｔｓ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赤车类群的学名按最

新修订的新组合名称处理(Ｆ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３.１.２ 楼梯草类群物种组成 　 贵州楼梯草类群植

物有 ５ 组 ２０ 系 ６９ 种ꎮ 与«贵州植物志» «贵州维

管束植物编目»比对ꎬ贵州楼梯草类群植物增加 ２７

种ꎬ整理其学名、分布地、海拔等信息(表 ２)ꎮ 其

中赤水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ｔｒｉｇｕｌｏｓｕｍ ｖａｒ. ｓｅｍｉｔｒｉｐ￣
ｌｉｎｅｒｖｅ)被并入伏毛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ｔｒｉｇｕｌｏｓｕｍ)
(林祁和段林东ꎬ２００２)ꎬ在«中国楼梯草属植物»
后新发表了 １ 新种(王文采和韦毅刚ꎬ２００８) ９ 新

记录种(林云等ꎬ２０１３ꎻ 林祁等ꎬ２００５ꎻ 段林东和林

表 ２　 楼梯草类群植物地理分布(比对«贵州维管束植物编目»增加的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ｇｒｏｕｐ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渐尖楼梯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安龙 Ａｎｌｏｎｇ — 隐脉楼梯草 Ｅ. ｏｂｓｃｕｒｉｎｅｒｖｅ 望谟 Ｗａｎｇｍｏ ６５０

狭叶楼梯草 Ｅ. ｌｉｎｅｏｌ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ｍａｊｕｓ

惠水、晴隆
Ｈｕｉｓｈｕｉꎬ Ｑｉｎｇｌｏｎｇ

１ ０００ 光茎钝叶楼梯草 Ｅ. ｏｂｔｕｓ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ｅｓｃｅｎｓ

都匀 Ｄｕｙｕｎ —

疏毛楼梯草 Ｅ. ａｌｂｏｐｉｌｏｓｕｍ 安龙 Ａｎｌｏｎｇ — 隆脉楼梯草 Ｅ.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 安龙 Ａｎｌｏｎｇ —

曲梗楼梯草 Ｅ. ａｒｃｕａｌｉｐｅｓ 安龙、兴义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Ｘｉｎｇｙｉ

— 平脉楼梯草 Ｅ. ｐｌａｎｉｎｅｒｖｅ 兴义 Ｘｉｎｇｙｉ —

滇黔楼梯草 Ｅ. ｂａｃｋｅｒｉ 荔波 Ｌｉｂｏ ５５０ 宽叶楼梯草 Ｅ.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安龙、印江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１０~ １ ４００

冷水河楼梯草 Ｅ. ｂｒａｃｈｙｏｄｏｎｔ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ｈｅｅｎｓｉｓ

金沙 Ｊｉｎｓｈａ ７１０ 曲毛楼梯草 Ｅ. ｒｅｔｒｏｈｉｒｔｕｍ 安龙、荔波、
望谟、紫云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Ｌｉｂｏꎬ
Ｗａｎｇｍｏꎬ Ｚｉｙｕｎ

４６０~ １ １００

粗尖楼梯草 Ｅ. ｃｒａｓｓｉ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ｕｍ 剑河 Ｊｉａｎｈｅ — 反糙毛楼梯草 Ｅ. ｒｅｔｒｏｓｔｒｉｇｕｌｏｓｌｕｍ 安龙 Ａｎｌｏｎｇ —

刀状楼梯草 Ｅ. ｃｕｌｔｒａｔｕｍ 紫云 Ｚｉｙｕｎ １ ０００ 花葶楼梯草 Ｅ. ｓｃａｐｏｓｕｍ 荔波 Ｌｉｂｏ ８００

光叶楼梯草 Ｅ. ｌａｅｖｉｓｓｉｍｕｍ 黔西 Ｑｉａｎｘｉ １ １８６ 裂托楼梯草 Ｅ. ｓｃｈｉｚｏｄｉｓｃｕｍ 安龙、望谟
Ａｎｌｏｎｇꎬ Ｗａｎｇｍｏ

毛序楼梯草 Ｅ. ｌａｓ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兴义 Ｘｉｎｇｙｉ — 紫花楼梯草 Ｅ. ｓｉｎ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 荔波 Ｌｉｂｏ ７６０

瀑布楼梯草 Ｅ.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ｕｍ 荔波 Ｌｉｂｏ ７５０ 永田楼梯草 Ｅ. ｙｏｎｇｔｉａｎｉａｎｔｕｍ 安龙 Ａｎｌｏｎｇ —

长尖楼梯草 Ｅ.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ｅ 贞丰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 显柱楼梯草 Ｅ. ｓｔｉｇｍａｔｏｓｕｍ 兴仁 Ｘｉｎｇｙｉ １ ３００

长梗楼梯草 Ｅ.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赤水 Ｃｈｉｓｈｕｉ ７２３ 拟疏毛楼梯草 Ｅ. ａｌｂｏｐｉｌｏｓｏｉｄｅｓ 荔波 Ｌｉｂｏ ７８０~ ８００

黑序楼梯草 Ｅ. ｍｅｌ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安龙 Ａｎｌｏｎｇ —

祁ꎬ２００７ꎻ段林东等ꎬ２０１１ꎻ符龙飞等ꎬ２０１４)ꎮ
３.１.３ 贵州楼梯草属特有种 　 贵州楼梯草属植物

共 ７６ 种ꎮ 其中特有种 １３ 种(表 ３)ꎬ占贵州楼梯草

属植物的 １７.１１％ꎬ占中国楼梯草属特有植物(２５３
种)的 ５.１４％ꎮ

３.２ 自然地理分布格局

３.２.１ 水平格局

３.２.１.１ 赤车类群水平格局　 贵州赤车类群植物主

要分布在黔北－黔东－黔南部分地区ꎬ沿赤水、桐
梓、 习水、 正安－江口、 印江－剑河－都匀、荔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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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贵州楼梯草属特有植物物种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主要生境
Ｍａｊ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拟疏毛楼梯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ａｌｂｏｐｉｌｏｓｏｉｄｅｓ 荔波甲良乡
Ｌｉｂｏ Ｊｉａｌ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７８０~ ８００ 石灰质低山ꎬ溶洞口ꎬ天坑浮土上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ｌ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ｋａｒｓｔ
ｃａｖｅꎬ Ｔｉａｎｋｅ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

曲梗楼梯草 Ｅ. ａｒｃｕａｌｉｐｅｓ 安龙清水洞、兴义
Ａｎｌｏｎｇ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ｄｏｎｇꎬ Ｘｉｎｇｙｉ

— 石灰岩林下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冷水河楼梯草 Ｅ. ｂｒａｃｈｙｏｄｏｎｔ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ｈｅｅｎｓｉｓ

金沙冷水河自然保护区ꎬ 殷家沟
Ｊｉｎｓｈａ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Ｙｉｎｊｉａｇｏｕ

７１０ 喀斯特山地断层崖峡谷
Ｋａｒ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ａｕｌｔ ｃｌｉｆｆ ｇｏｒｇｅ

瀑布楼梯草 Ｅ.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ｕｍ 荔波甲良乡、桥头村
Ｌｉｂｏ Ｊｉａｌ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ꎬ Ｑｉａｏｔｏｕｃｕｎ

７５０ 石灰岩溶洞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ｃａｖｅ

粗尖楼梯草 Ｅ. ｃｒａｓｓｉ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ｕｍ 剑河 Ｊｉａｎｈｅ — 土山林下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刀状楼梯草 Ｅ. ｃｕｌｔｒａｔｕｍ 紫云猴场乡
Ｚｉｙｕｎ ｈｏｕ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１ ０００ 石灰山山洞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ｃａｖｅ

长尖楼梯草 Ｅ.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ｅ 贞丰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 石山林下
Ｒｏｃｋ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平脉楼梯草 Ｅ. ｐｌａｎｉｎｅｒｖｅ 兴义 Ｘｉｎｇｙｉ — 石灰岩山山洞阴湿处
Ｄａｍｐ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ｃａｖｅ

花葶楼梯草 Ｅ. ｓｃａｐｏｓｕｍ 荔波甲良乡
Ｌｉｂｏ Ｊｉａｌ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８００ 石灰岩山洞中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ｃａｖｅ

显苞楼梯草 Ｅ. ｂｒａｃｔｅｏｓｕｍ 娄山ꎬ 桐梓
Ｌｏｕｓｈａｎꎬ Ｔｏｎｇｚｉ

４５０ 开放的潮湿峡谷
Ｏｐｅｎ ｄａｍｐ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ｌｌｅｙｓ

都匀楼梯草 Ｅ. ｄｕｙｕｎｅｎｓｅ 都匀斗篷山
Ｄｕｙｕｎ Ｄｏｕｐｅｎｇｓｈａｎ

１ ２００ 土山疏林下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算盘楼梯草 Ｅ.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荔波茂兰自然保护区ꎬ永康
Ｌｉｂｏ Ｍａｏｌ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Ｙｏｎｇｋａｎｇ

８００ 石灰岩山林中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荔波楼梯草 Ｅ. ｌｉｂｏｅｎｓｅ 荔波 Ｌｉｂｏ ８００ 山谷密林下石山
Ｒｏｃｋ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ｅｎ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谟一线分布ꎬ反呈“Ｃ”状(图 １)ꎮ 其中ꎬ荔波分布

赤车类群植物最多(５ 种)ꎬ占贵州赤车类群植物

的 ６２.５０％ꎮ
３.２.１.２ 楼梯草类群水平格局　 楼梯草类群植物主

要分布在黔北－黔东－黔南－黔西南大部分地区ꎬ沿
赤水、正安、江口－七星关、开阳、施秉、黄平－兴义、
兴仁、安龙、贞丰、望谟、独山、荔波一带分布较多ꎬ
呈“三”字状(图 ２)ꎮ 其中ꎬ以荔波、安龙、兴仁、独
山等地分布种类为多ꎬ分别为 １９、１８、１１、８ 种ꎬ占
贵州楼梯草类群植物 ３１.１５％、２９.５１％、１８.０３％和

１３.１１％ꎮ
３.２.１.３ 楼梯草属特有种水平格局　 楼梯草属植物

一般要求阴湿环境ꎬ往往局限在水热条件较好的

山脚、沟谷和山腹地带ꎬ而该属的地区特有种对生

态环境的要求更为严格ꎬ仅分布在特定的、更为狭

小的区域范围内ꎮ 研究表明ꎬ贵州楼梯草属特有

种总体上呈点状、不均匀分布ꎬ主要集中在地形复

杂多变、以生境异质性高和严酷作为重要特征的

喀斯特地区ꎬ以荔波(５ 种)、兴义－安龙－贞丰－紫
云一线为主要分布区(共 ９ 种)ꎬ占全省楼梯草属

特有种数的 ６４.２９％ꎮ 这些种分布环境特殊ꎬ分布

区基本相互隔离ꎮ
３.２.２ 垂直格局 　 从贵州赤车类群植物的垂直分

布格局来看(图 ４)ꎬ多数物种主要分布在 ６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的范围内ꎬ占各海拔段分布物种数的

５７.１４％ꎮ 从全省楼梯草类群植物垂直分布格局来

看(图 ５)ꎬ多数物种主要分布在 ６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的

范围内ꎬ占各海拔段分布物种数的 ５２.８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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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赤车类群植物水平分布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ｇｒｏｕｐｓ

图 ２　 楼梯草类群植物水平分布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ｇｒｏｕｐｓ

总体上ꎬ全省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的差异性

皆十分明显ꎮ 由于贵州省地形地貌复杂ꎬ河谷深

切ꎬ沟壑纵横ꎬ地势起伏大ꎬ垂直分布的差异性在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水平分布的差异性ꎮ

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中ꎬ赤车类群植物反“Ｃ”状分布格局与

贵州省地势西高东低ꎬ沿中部向北、东、南下降的

图 ３　 贵州楼梯草属特有植物水平分布密度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图 ４　 赤车类群植物垂直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ｌｌｉｏｎｉａ ｇｒｏｕｐｓ

总格局相一致ꎬ该地区也是全省水热条件最好的

地区ꎬ具有一定的生态指示意义ꎮ 楼梯草类群植

物除了沿北、东、南水热条件最好的地区分布较多

外ꎬ也向中部较低海拔地区延伸ꎬ西北地区尤其赫

章、威宁一带 ２ ０００ ｍ 以上地区没有分布ꎮ 这一现

象反映楼梯草类群植物对水热条件要求没有赤车

类群的生态特性严格ꎮ 从贵州省总体分布格局来

看ꎬ楼梯草属植物在黔北、黔东、黔南及黔西南地

区中低海拔地区种类分布较多ꎬ这与森林覆盖率、
喀斯特地形地貌、沟谷及阴湿度等小生境异质性

因素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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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楼梯草类群植物垂直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 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ｇｒｏｕｐｓ

贵州省植物资源较为丰富ꎬ在全国范围内名

列前茅(王利松等ꎬ２０１５)ꎬ但目前尚无正式的植物

研究机构和团队ꎬ研究较为滞后ꎮ 随着近年研究

的不断深入、部分新记录和新类群被发现逐步丰

富了贵州植物多样性ꎮ 楼梯草属一直是分类学上

不易分清的植物类群ꎬ建议植物分类学者采用“形
态－生物学”物种概念(洪德元ꎬ２０１６)的思想为指

导ꎬ基于模式标本、结合物种的居群状况、分子分

类学及系统分类学ꎬ对该类群开展相关研究ꎬ以期

达到科学性和可操作的分类结果ꎮ
绝大部分特有物种属于狭域分布类型ꎬ分布

于一个或少数山头、一个或少数县ꎬ只有少数分布

较广ꎮ 地区特有植物分布区域狭窄、小生境特化ꎬ
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较弱ꎬ易导致其居群数量迅

速减少甚至灭绝ꎬ应及时对贵州楼梯草属特有种

开展就地或迁地保护ꎬ开展繁殖生态学等研究ꎮ
本研究中ꎬ贵州楼梯草属植物共 ７６ 种ꎬ其中

特有植物 ( １３ 种) 占比 １７. １１％ꎮ 从全省尺度来

看ꎬ赤车类群植物分布反呈“Ｃ”状ꎬ楼梯草类群植

物分布呈“三”字状ꎬ楼梯草属特有植物呈点状、不
均匀分布ꎮ 本属植物主要分布在 ６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的

海拔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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