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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全名是弄岗自然保护区
,

范围包括现已分为龙州县境内的弄岗自然保护区和宁明县境内的陇瑞自然保 护区
。

考察

和撰写报告时是作为一个保护区进行
,

并于1 0 80 年 。月完成的
,

本报告之所以单独林全部编考报告中抽出先行发表
,

主要

是应各方参考
、

交流之需
.

敬希亮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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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鼻岗区系中一些特征种

前言 鼻岗自然保护区位千北热带的北缘
, ~

热量丰富万雨量充沛
,

为各类植物的生长和

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况且保护区是一块山峰林立的岩溶峰丛山地
,

山体坡陡士薄
,

谷地

非涝即旱
二

不便农耕
。

群山 互相封锁
,

人入其何
, _

举多推艰
,

运输更为困难
,

人 为 干 扰 不

大
。

所以保护区内森林植被保存较好
,

虽有破坏
,

但尚未至于灭绝种类的程度
。

其植物种类

之丰富
,

堪称广西岩溶地区之冠
。

此项考察和报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和领导之下的界岗自然保护区综

合考察队下属的植物区系专业组所完成
,

本组由广西植物研究所
、

广西林业勘溅设计院
、 中

山大学 ( 生物系 )
、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
、

广 西 农学 院
( 农学系 ) 等六个单位组成

。

全组共 10 人
,

除了撰写人之外
,

参加采集
、

鉴定羡叠费寒斗搜集整

理的还有陆益新
、

李信贤
、

廖聪金
、

张建民
、

夏民生和蒋正秀等同志
。 一 ~

外业考察时间由 1 9 7 9年 9 月21 日至 n 月 16 日
,

共韶夭
, i日幼年 4 月 2 0至 5 月妻口仔补充调

查 3 0天
。

先后完成了龙州县陇呼片的陇呼
, 鼻岗片的石达

、

陇防
、

陇竟
,
陇山房的撬鸟及位

于宁明县境内的陇瑞
、

谷隆等 7 个点的重点调查采集
。

总共采集到各种植物标季冲夕擎气 经

内业整理鉴定
,

撰写完成此稿
。 _

一
_

’

木组所采标本分别存放于参加单位
,

其中较为齐全的一套藏广西植物研究卑爵绮本冬 报

告中发表的新分类群模式标本藏广西植物所标本室
。 _ 一 _

排肖植物区系的组成

(一 ) 科
、

属
、

种的统计

就醚查所得
,

计有获类植物和种子植物 1 72 科 7 09 属 1 4 5 4种
,

其中栽培植物或逸为野 ;毛的

有 3 科1合属 2 3种
。

野生植物科
、

属
、

种的统计如下
: 一

-

一沁赞
单 位; 科 “ 属 ; 种

}
缝竺丁一上

}
-

-
- -

— 一诵竺尖粤释 ` 2 3 ` ” ` ” , l
“ 子` ” 。 3 3 5

1

登{亏重签竺 } `

{1
5̀

{
, ’ ` 。 9

!
早 ` r了` “ { 乙” ` ’ 艺 艺 2 6 1

二
_ _

共
二

..3
` 69 一理

6 111 .

{二忿
3` 二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在鼻岗区系植物电
一

夔寒灌耳裨子

植物比较贫乏
,

无论在属数或种数方面
,

著熟李攀嘟哮系

的 6%左右
,

故在区系组成中不起重要作思 面被子 植

物各科的组成
,

则反映了鼻岗区系的特点石
~ -

一
(二 )含 1办种以上的科的统计

_

下面仅以奔岗野生被子植物进行统计和分析
。 _

在筹岗被子植物区系中
,

有45 个科含有较多的种数
,

约古被子植物总数的劝蕊左右
。

它们

是大戟科 (3 2属
:

87 种
,

下同 )
、

蝶形花科 (2 3 : 6 0 )
、

茜草科 ( 2 7 : 5 2)
、

禾亚
~

科仅 1 缪劲
、 一

桑科

(1l
:

45)
、

菊科 ( 27
: 4 3)

、

芸香科 (8 : 3的
、

樟科 ( 12 : 3 6 )
、

兰科 (2 尔 35 )
、

萝摩 灌黯归余。黔
、
苏

木科 ( 10 指的
、

尊麻科 ( 1 0
: 2 6 )

、

百合科 (9
: 2 5 )

、

蔷薇科 ( :9 23 )
、

葡萄科仃讼盯 { 爵东科杠尔

2 4 )
、

夹竹挑科 ( 1 3 : 2 3 )
、

鼠李科 ( 10
:
22 )

、

马鞭草科 (宫; 2幻 、 番荔枝科 (1 卜 2舒会暮】芦薄瓢( 10
:

l)z
、

阵弓租
” `“ ” )

、

天南星科 ( 1中“ ”不 紫金牛科 ( 4 : 1 9)
、

唇形科 (l 4 , 1” ) 、 掉季卜(夔绮寥)
、

五加科不宣抖”
、

木犀科 (5 : 1 6 )
、

捂很科妈
;
14 )

、

无患子科 (功
:

13 )
、
姜科巧

: 1绮么
_
一

摹篡科鹰乒
`

“ )
、

卫矛科 ( 4 : 1 3 )
、

棕搁科 (6 : 1 3 )
、

竹亚科 ( 9 : 1幻
、

大风子科 (令 12 )
、

漆 树科 帷汪含从
一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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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科 ( 3: 1 1)
、

毛莫科 ( 4
: 1 1)

、

白花菜科 ( 3: 1 1)
、

含羞草科 ( 5
: 1 1)

、

苦芭苔科 ( 5
: 1 1)

、

旋花科

( 7: 10 )
、

壳斗科 ( 3: 10 )
、

获葵科 ( 1: 10 )
。

(三 )含0 1种以上的科在世界区系中的比重
。

上列含0 1种以上的54个科
,

计算它们在全世界区系中所 占的百分比
,

按其比重大小
,

列

表如下 ,

渊
区系1

世 界 区 系
} 弄岗占世界 %

弄岗区系 } 世 界 区 系 } 弄岗占世界 %

科 名 卜一- - -甲一一
一

属 : 种

2
.
2 0

1 0
:
2 6

8
:
3 6

7
r
2 4

1 1
:
4 5

6
:
2 0

5
:
1 6

1
r
1 0

10
:
2 2

6
:

1 7

9 : 1 3

9
:
1 4

8
:
12

5
,
1 4

4
:
1 9

3 2
:
8 7

3
:
1 1

4
:
13

12
:
36

1 5 : 2 8

O: 17

4: 12

13 : 2 3

属
:

种 属
:

种 属
:

种

9
:
2 3

3 : 1 0

1 1
*
2 2

1 8 : 2 4

1 0 : 2 6

2 7 : 5 2

8
:
2 2

5 : 1 1

9
:
2 5

1 0 : 1 3

7
:
10

4 . 1 1

3 : 1 1

5 : 1 1

1 4
:
1 9

6 : 1 3

2 3 . 6 0

4 1 : 4 7

6
,
14

2 7 : 4 3

2 2 , 35

1 0
:
2 0

属
:

种 属
:

种

科 名

科科菊鹅二

防巳科

尊赚科

芸香科

葡萄科

桑 科

葫芦科

木尽科

孩英科

鼠李科

五加科

竹亚科

梧桐科

漆树科

姜 科

紫金牛科

大戟科

白花菜科

卫矛科

樟 科

萝肺科

株 科

大风子科

夹竹姚料

6 5
:
3 5 0

4 5
:
5 5 0

1 5 0
:
9 0 0

1 2
:
7 0 0

5 3
:
14 00

1 1 0
:
6 4 0

2 9
:
60 0

4
:
37 5

5 8
:
9 0 0

5 5 : 7 0 0

5 0 : 6 0 0

6 0
:
7 0 0

6 0
:
6 0 0

4 5
:
7 0 0

3 5
:
1 0 0 0

3 0 0
:
5 0 0 0

3 0
:
6 5 0

5 5
:
8 5 0

3 2
:
2 0 0 0一 2 50 0

1 8 0 : 2 2 0

5 0 : 1 4 00

9 3 : 1 0 0 0

2 5 0
:
2 0 0 0

1 3
。
8 4 : 5

。

7 1

2 2
。

2 2 : 4
。

7 2

4
。
3 2 : 4

。

0 0

5 8
。

2 2 : 3
。

4 2

2 0
。
7 5 : 3

。

2 1

8
。
18 : 3

。
1 2

1 7
。
2 4

,
2

。

6 6

2 5
。
0 0 : 2

。
6 6

1 7
。
2 4

:
2
。 4 4

10
。
9 0 : 2

。
42

18
。
0 0

:
2

。
1 6

1 5
。
0 0 . 2

。
0 0

1 3
。

3 3
:
2

。
0 0

1 1
。
1 1

:
2

。

0 0

1 1
。 4 : 1

。

9 0

1 0
。

6
:
l

。

7 4

1 0
。
0 0 : 1

。
6 9

7
。
2 7 . 1

。
52

3 7
。

5 0
:
1

。
8 0一 l

。
4 4

8
。
3 3 . 1

。
2 7

18
。

0 0
:
1
。
2 1

4
。
3 0 : 1

。
2 0

5
。
2 0

*
1

。
1 5

苦旅科

壳斗科

番荔枝科

爵床科

苏木科

茜草科

马鞭草科

含羞草科

百合科

无惠子科

旋花科

毛莫科

胡椒科

苦芭苔科

唇形科

棕拥科

蝶形花科

禾亚科

莎草科

天南星科

1 00 : 2 0 0 0

8
:
9 0 0

1 2 0
:
2 10 0

2 5 0
:
2 5 0 0

1 5 0
:
2 8 0 0

5 0 0
:
60 0 0

7 5
:
3 0 0 0

3 0
:
1 6 0 0

2 5 0 : 3 7 0 0

15 0: 2 0 0 0

5 5 : 16 5 0

5 0 : 19 0 0

4
:
2 0 00

12 0
:
2 0 0 0

18 0
:
3 5 0 0

2 17
:
2 5 0 0

4 8 0
*
12

。
0 0 0

6 2 0
:
10

一
0 0 0

9 0
:
4 0 0 0

9 0 0 : 1 3
,
0 0 0

7 3 5 : 1 7
一
0 0 0

1 1 5 : 2 0 0 0

9
。
0 0

: 1 。 1 5

3 7
。

5 0
:
l

。
1 1

9
。

16
,
1

。 0 4

7
.

2 0
:
0

。

9 6

6
。

66
:
0

。

9 2

1 3
。

4
:
0

。

8 6

1 0
。

6 6
:
0

。

7 3

16
。

6 6
:
0

。

6 8

3
。
6 0 : 0

。

6 7

6
。
6 6

:
0

。
6 5

12
。

7 2
:
0

。
6 0

8
。
0 0

:
0

。
5 7

7 5
。

0 0
:
0

。

5 5

4
。

1 6
:
0

。

5 5

7
。

7 7
:
0

。
5 4

2
。

7 6
: 0

。

5 2

4
。

7 9
1
0

。

5 0

6
。

6 1
:
0

。

47

6
。

6 6
:
0

。

3 5

3
。

0 0 : 0
.

3 3

2
。

9 9
,
0

。

2 0

8
。

6 9
:
0

。

0 1

从上表看
,

占世界区系比重 1% 以上的有 26 个科
,

其中防已科
、

芸香科
、

桑科
、

葫芦科
、

梧桐科
、

漆树科
、

姜科
、

紫金牛科
、

大戟科
、

白花菜科
、

萝孽科
、

株科
、

大风子科
、

夹竹桃

科
、

番荔枝科等 1 5个科为热带性强的科
,

其余 n 个科是亚热带分布为主的科
。

( 四 )含 1 0种以上的科在广西区系中的比重

由于鼻岗保护区的面积对世界区系来说是太小了
,

上述的统计并不能完全反映鼻岗区系

的性质
。

有一些 占世界区系比重较小的科
,

在奔 岗区系中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

不但种类较

多
,

而且个体数量非常丰富
。

如胡椒科
、

无患子科
、

爵床科
、

天南星科
、

鼠 李 科
、

葫 芦 科

等
。

因此
,

对这些科也不能忽视
。

而掸岗区系是广西区系的一部分
,

我们还可以从统计鼻岗

区系主要科在广西 区系中所占的比重来了解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 鼻岗区系 I Q种以上的科在

广西区系中所 占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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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岗区 系
。

广西区 系 } 弄岗占广西%
一

-

—
一— 一 ! 科 名

: 属
:

种 属
:

种 属
:

种

壁壑二牢吧草共聋擎臀…
属

:

种 } 属
:

种 犷

属
`
种

大风子科

凝椒科

涂树科

桑 科

番荔技科

谏 科

无息子科

大戟科

爵床科

防已科

白花菜季1

天南星科

葡萄科

鼠李科

葫芦科

芸番释

棕桐科

苏木释
丫

尊麻科

姜 李育

梧桐科

含羞草手车

获葵科

4 : 12

3
: 1 1

8
;
1 2

1 1 : 45

1 1
:
2 2

9: 1 7

1 0
:
1 3

3 2
; 3 7

1 8
:
2 4

C
:
2 0

3
: 1 1

10 : 2 0

7: 2 4

1 0
侣
2 2

息
: 2 0

8
名
3 6

6: 1 3

10
:
2 6

10 :
2 6

5 : 14

9: 14

5
: 11

1 : 10

7:
1 5

3
男
} 4

1 1
: 1 8

1 3 `
2 7

1 2
:
3 6

1 2
: 2 8

1 6
:
22

4 3
盆1 4 8

2 6
: 4 2

13
:
3 6

4 : 2 0

14 :
3 8

7: 4 6

10
:
4 3

1 7
:
4 1

1 8
:

74

15
:
2 7

1 7
:
0 6

13
:

63

9
:
35

1 4
:
3 6

7:
2 9

2 :
2 9

5 7
。

14
召

80
。

0 0

1 0 0
.

0 0
:

7忿
。

5 7

72
。

3 7
:

6 6
.

6 6

8墓.

62: 韶
。

汕

91
.

份 7
会

61
。

1 1

75
。

0 0
:
0 6

.

71

62
。

50
:
5 9

.

0 9

74
。

4 2
母
5 8

。
7名

62
。

0 7
:
5 7

。

14

69
。

2 3 : 5 5
。

55

5 7
.

0 0 : 5 5
。

0 0

71
。

4 3
:
5 2

二 63

10 0
.

0 0 : 5 2
。

1 7

1的
。 0 0

:
5 1

.

1右

5 2
。
94

:
4吕

。

了忍

44
。
4 4 : 4 8

。

64

4 0
。
0 0

:
4 8

.

1 4

5吕
。
息2

:
4 3

。

3 3

7好
。

92
: 4 1

。

舫

55
.

5 6: 4 0
。

0 0

64
.

2 9
:
3公

.

朋
71

。

4 3 :
3 7

。

93

5 0
。

0 0 , 3 4
。

4 8

萝厚科

木每科

夹竹桃科

紫金牛科

樟 科

茜草科

马柑草科

百合科

五加科

卫矛科

竹亚科

旋花科

兰 科

蝶形花科

禾亚科

毛食科

菊 科

苦巷苔科

唇形科

蔷裁科

莎草科

壳斗科

1 5 盆 2皿

5 公 1 6

1 3 念2 3

4 奋 19

1 2 ; 3 6

2 7 ; 5 2

仑考2 2

9
:
2 5

6
:
17

4 : 13

9
: 13

7 : 10

2 2
:
3 5

2 3
:
60

通1
: 4 7

4
: 1 1

2 7劣 4 3

5
息
1 1

1 4
: 19

9 : 23

6 : 1 4

3
: 10

3 3
:
8 2

9
:
4 9

2 7
: 7 7

奋
.
6 4

1 3
:
12 5

4 5
:
1 8 5

1 5
:
8 1

2 6 : 9 5

13
:
6 5

5 言 5 1

1 5
:
5 1

1 5
: 4 0

5 0
: 14 3

6 3
:
2 5 0

99
,
2 10

l峨
: 5 3

7马: 2 1 7

1 9 : 5 6

4 1 : 10 9

2 6
: 19召

2乙若 12 6

5 尝 1 1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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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 鼻岗区系在广西区系中占有较灯七重的前Ze个科是大风子科
、

胡椒科` 漆

树科
、

桑科
、

番荔枝科
、

楠科
、

无患子科
、

大戟科
一

、

爵床科
、

防已科
、

白花 菜 科
、

天 南 星

馨嘿蒙霎霉翼:菜藻馨嚎幕盆扩望裂牌翼霹豁霖狐岔九裴拿
科外

,

它们也包含了前表所列的占世界科区系 比重较大2 6个科中的所有热带性翼的乖毒若这些

科也是组成鼻岗植物区系的优势科
。

由此可见
·

筹岗区系具有较明显的热带阪 一
下面、 我们再看看广西区系在世界区系中所古的位参 广西被子植物含却羹(

i鬓牡牵拿字窦翁
个科

,

按它们在世界区系中所占的比重
,

排列在前面的礴安息香释 (占世界 区赛的加% )
、

金

缕梅科 (1 8
.

6% )
、

茶科 ( 16
.

3% )
、

冬青科 (玲
·

3 % )
、

绣球花科 (拓% )
、

清风藤蒸率(珠
睿% )

、

木兰科只誉% )
、

壳斗科 ( 1 2% )
、

榆科 ( 1 0
.

` % )
、

山矾科 (9 % )
、

忍冬科招
.

8 %狂 璧荻霸育髻习铭
.

6

% )
、

防巳椒 .82 % )
、

杜英科 ( 8% )
、

紫金牛科 (。
,

。% )
、

木犀科 ( 。
。

“% )
、

樟科拓
一: 翰) ; 寥

科 (6 .l 写袄 极树科 ( 6 % ) 等
。

它们中钓大多数是亚热带分布科
,

其中金缕梅释豪聋纂翱几
_

冬青

礼 木兰科
、

壳斗科
、

山矾科
、

杜英科
、

樟科等
,

是梅成华南常绿林的主要篆鬓分
。

胆在广西

区系中厂亦有一些热带性的科占有较大的比重
,

如防已科 (8
,

2% )
、

紫金牛科传沛孔 )
、

聋科
( 5

`
g%不葡萄科 (5

.

4% )
、

梧桐科 ( 5 % )
、

桑科 ( 5% 、
、

葫芦科 ( 4
.

5 % )
、

姜科郊%九 由可此

见
,

广西区系从整体来看属亚热带成分
,

但热带成分也占了一定的位置
。

界岗区系反映了热

带
汾

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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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木本植物统计

奔岗区系中木本植物占较大的比重
,

在 14 3 1种植物中
,

乔木和灌木共有7 4 5种
,

占 总 数

的5 2 %
,
几 加上木质藤本 1肠种

,

则木本植物共占盯
。

12 %
。

这个比例也反映了奔岗区系的热带

性
。

二
、

脚肖植物区系的特点
-

(一》热带边缘性质
厂
筹岗自然保护区地处热带的北缘

,

很 自然分布着许多热带和亚热带的种类
。

从上面区系

组成的统计情况看
,

界岗占世界区系较大比重的科中
,

热带性强的杯略占抚势
,

但从鼻岗在

广西区系所占的比重情况看
,

则热带科占了绝对的优势
。

也就是说
,

鼻岗是广西区系中热带

成分的代表
。

而实际上
,

组成奔岗霉要森林群落的树种
。
都是热带性较强的种类

,

如龙脑香

科的擎天树 ( P
a r a s h o r e a e h i n e n s i s v a r

.

k w a n g : i e n , 15 )
、

锻树科的现木 ( B
u r r e t i o d亡 n -

d r o血 h s i e n m u
)
、

大戟科的肥牛树 ( C梦p h
a l o 。 二 p p a s i n e n s i s )

、

闭花木 (C l
e i s t a n t h u s s a i e il i

-

k i i )
、 ’

网脉核实 (D
r y p e et

s p o r e t i e u l a t a )
、

山竹子科的金丝李 (G
a r e i n i a p a u e i n e r v i s )

、

桑科的米浓液 (T
e o n o n g i a t o n k i n e n s i s )

、

辣科的割舌树 (W
a l s u r e a r o b u s t a )

、

无 患子科

的细子龙 ( A m
e s io d e n d r 。 直 。 h in e ns e)

、 ;

等
。

它们中的大多数不但在群落的上层 占优势
,

而

且个体数量很多
,

幼树和中树成片分布
。

如在 4 00 乎方米的样方里
, 一

乔木第一
、

二层就 有 规

木 14 株
,

金丝李 4 株
,

割舌树 6 株
,

闭花木 3 株
,

肥牛树 2 株
,

可见它们密度之大
。

而这些

种类
,

大多数又是鼻岗区系的特征种
。

因此
,

研究筹岗植物区系成分
,

不能单看属
、

种组成

的统计
,

还要注意它们个体数量的比例
。

另外
,

我们还可 以根据属的现代分布区
,

对鼻岗 69 0属进行统计
,

得如下结果
:

热热 带带 热 带带 热带亚热热 热 带带 亚热带带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热带带 带至沮带带 温 带带 温 带带泛泛热带带 古热带带 新热带带带带带带

旅旅 类类 lll 1000 222 I 111 888 777 3000 111

裸裸 子子 7 OOO 2 0 333 777 222 lll 1 99999 4 333

被被 子子子子子 19 111 9 000000000

合合 计计 7 lll 2 9 333 999 2 0 444 9 999 2 666 3000 4 444

占总数 % 1 0
.

1 } 峨2 10
。
0 1 t 3 1 1 1 4

从上表可见
,

鼻岗植物区系包含有热带
、

亚热带和温带成分
,

但以热带成分 占较大的比

重
。

再从2 93 个热带属的分布区看
,

大致可作如下的划分
:

1
.

热带亚洲分布的有 n s属
,

占40% ,

2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的有 6 5属
,

占22 % ,

3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的有 35 属
,

占 12
.

5% ,

4
。

热带亚洲
、

热带非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的有 42 属
,

占14 % ,

5
.

喜马拉雅至东亚和热带亚洲分布的有 9 属
,

占3 % ,

6
。

热带美洲和热带亚洲分布的有 14 属
,

占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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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热带美洲分布的有 7 属
,

占2
.

5% ,
-

s f 地中梅至热带非洲至印度分布的有名属
,

占 1% ,
、

几

综合上面的划分和统计
,

热带亚洲以及热带亚洲呈热带非洲为中心分布的续那住氦
一

占

88 %
,

可见异岗植物区系以热带亚洲分布的属占优势
。

从区系成分来说
,

明显地反映娜习担部

湾地区植物区系成分和南海地区植物区系成分为主
。

热带

霖耀默黔军瓢嘿鳖默鹭盟默磷粼笨辈
住三然然:嚣翼薰翼骥畔岑…

滋彝淤犷薰巍翼{羹鬃巍操{

棘薰渊燕戮薰澎卿瞬牛综上所述
,

可见异岗植物区系虽然具有较强的热带性
,

但也具有由热带向弈攀)带攀滩的

特点
。 ~

(二 )特有性
。

特有现象
,

是植物区系的主要特点之一
。

界岗保护区功于面积很小
,

特有撼物的绝封数

当然很难与面积较大的区域性区系或海岛区系相比
,

但荞岗的特有现象还是童靡暴著的
。

仅就这次调查
·

在保护区内即采得过去未记录过的新植物共 2孕种
·

其中包l舌5 个新变种

和 2 个新变型
,

它们分别隶属于 2 0个科 24 个属
。

现罗列如下
:

泣丁学名之后的号码为标本采集号
,

果集人概为
一

“
奔岗综考队” 。

2 3
.

柔毛细圆藤 P o r i e a m p y l u s g l a 认 c u s ( L a m
.

) M e r r
.

v a r
.

, 元奎l o s u : X
.

L
.

M o e士 X
.

S
.

L e e ,

i n ” d
, 卫。 9 J 5

,

1 1遵8 2
.

弄岗通城虎 A r i
s t o l o e h i a l o n g ` a n g e n o i s C

.

F

10 2的
,

1泊6 85
,

1 15 5 8
,

120 20
,

12 13 2
,

12 22 7 , 2 02的
,

弄岗褪果藤 C a p p a r i s l o n g g a n 郎 。 5 1 5 X
.

L
.

M 。

齿歼大风子 H y d o o e a r p u s h a i n a n o n 。 15 (碗
r r , )

iL an g 于 《广西植物 》 2 (分 “ 孔 盆铭 2
,

2肠81
.

e t X
.

5
.

L e e i n e d
.

113 87
.

压 e 。 。
.

f o : m搜se
: r at us C

.

F
,

L 认。 且 d

X
.

5
.

L e e i n e d
.

10 0 3 0
,

10 3 16
,

1丈7 9 4
,

1 19 18
,

12 18 2
.

103
.

柠檬黄金花茶 C a o e i i i a l i o o n i a C
.

F
.

L i a o g e t X
.

L
.

M o 于 《广西植物 》 2 ( 2) : 6忽
,

l卿
,

11 25 忿
,

11 4 81
,

11 52 7
,

11 54 9
,

11 洲 2
, 一 _ -

1帕
.

弄岗金花茶 C a m e il ia lo
n g g a n ge

n s is C
.

F
.

L 法。 9 e t X
.

L
.

M o 于 《广西植物含 2 `黔
:
以

,

1胎 2
·

20 0 2。
,

20 0 5 2
,

202 4。
,

205 15
,

2 1 ,。 ,
,

12。。7 ·
1 2 ,邢

,
i r , 4 2

,

, ,舫 1
,

加研
,

如旅
-

1叱
.

大样弄岗金花茶 c a m e ill a lo n g g a o g e n is : C
.

F
,

L i幼 g 。 t x
.

L
.

枷
, 。

.
9馆云d招 c

、

F
.

工
J

ia鲤
。 t x

.

L
.

M
。
于 《 广西植物 》 2 ( 2 ) :貂

,

l黔2
.

, , ; 13 1“ 37
,

11 幼。
.

姗
.

龙州金花茶 C a
o

e

iii a

lon gz ho
u e” 1

5
.J .Y uL

。
·

于 ` 广西植物 》巾川胳州
,

姗氛

20 以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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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

大叶棒柄花 C l ei di o n m ega p h了 11桂m C
.

F
.

Li a n ` et X
.

L
.

Mo i n ed
.

10峨6 1
,

22 20 7
.

15 6
.

弄岗叶下珠 P h y l l a n t h u s m o i P
.

T
.

L i 于 《 广西植物 ) s ( s )
: 16卜 16 8

,

1 9 5 3
.

2 2 5 5 5
.

5 1叮
.

红花三宝木 T r i g o n s t e . o o l o t
e s e e 五5 Y

.

T
.

C h a n g 心t
.

工
.

Y
.

L i a n g 于 ( 广西植物 ) s ( 3 )
:

1 73一17 4 , 1 9 8 3
.

120 8 3
.

4 8
.

秃叶蛋果鸡血藤 M i l l e t i a o o s p e r m a D u n n
.

v a r
.

g l a b r i f o l i a y
.

X
.

L u e t X
.

5
.

L e e

1 14 5 8
.

154
.

蓖脉黄杨 B u x u s p e e t i n e r v i s C
.

F
.

L i a n o e i x
.

L
.

M o ,

10 70 2
, 气

11 0 0 3
,

1 17 5 3
.

16 3
.

弄岗石柯 L i t h o e a r p u s l o n g g a o g e n s i s H u a n g
,

i n e d
.

1 1峨0 7
.

16 5
.

龙州青冈 Q u e r e u s l o n g z h o u e o s i s H u a n g i n e d
.

1 10 ` 7
,

1 1154
.

16 7
.

扁果榕 F i e u s e o m p r e s s a s
.

5
.

C h a n g 于 《 广西植物 》 s ( 4 ) : 2 9 5一 2 9 6
,

1 9 5 5
.

1 10 5 5
.

一6 ,
.

基心叶冷水花 P i l e a b a s i e o r d a t a w
.

T
.

`

w
a n : e t e

.

J
.

e h e n 于 《 植物研究 》 2 ( 3 ): 45

19 82
。

190
.

小叶雀梅藤 S a g e r e t i a t五e e z a n s ( L
.

) B r o n g n .

f o r m
.

m i e r o p h y l l a X
.

L
.

M o ,

i n e d
.

10 20 3
,

11 18 5
.

i , 4
.

长果黄皮 C l a u s e n a d o l i c五o c a r p a C
.

F
.

L i a o g e t Y
.

X
.

L u
,

i n e d
.

117 15
,

11弓7 8
,

1! 7今一
,

119 71
。

19 5
.

广西摺树 A i l a n t h u s g u a n ` x i e o s i s X
.

L
.

M o ,

于 ( 广西植物 ) 2 ( s ) : l d s
,

10 5 2
.

10 6 9 6
.

x , 5
.

茎花赤才 L e p i s a o t h e : 。 a u l i f l o r a C
.

F
.

L i a n g e t X
.

L
.

M o ,

于《广西植物》 2 ( 2 ) : 6 6
,

1982
.

110 67
,

! 0 60 9
,

10 92 8
。

105
.

光叶茎花赤才 L e p i s a n t五e s e a u l i f l o r a C
.

F
.

L i a n g e t X
.

L
.

M
o v a r

.

g l a b r i f o l i a X
.

L
.

M o e t X
.

5
.

L e e
,

于 《广西植物 》 2 ( 2 )
: 6 7

, 1 , 52
.

112 55 , 1 12 5魂
,

1 15 5 1
.

2 12
.

厚叶鸭脚木 B r a s s a i o p s i s e o r i a e e i f o l i a X
.

L
.

M o ,

i n e d
.

10 5` 1
,

10 7 5 7
.

2 12
.

龙州柿 D i o s p y r o s l o n g z 五o u e n s i s 5
.

L e e i n e d
.

12 208
.

2 5 6
.

弄岗唇柱昔苔 C五i r i t a l o n ` g a n g e o s i s w
。

T
.

W a n ` 于 ( 广西植物 ) 2 ( 4 )
: 27 1一 1 7 2

,

z , 5 2

2 5 6
.

刺齿唇柱芭苔 C il i r i t a s p i n “ l o s a D
.

F a n g e t W
.

T
.

W a n g 于 《 广西植物 ) 1 (魂) : ` 7
,

1 0. 1
.

25 6
.

弄岗半葫芭苔 H e m i b o e a 一o n “ a n o e n s i s z
.

Y
.

L i 于 ( 植物分类学报 ) 2 2 ( 2 )
:

一

2 0 2
,

105 5
.

2 5 9
.

弄岗叉柱花 S t a u r o g y n e 10 。 ` g a n g e n s i s C
.

F
.

L i a n g e t
.

X
.

L
.

M o ,

i n e d
.

117 0 0
.

264
。

大叶细齿锥花 G o m p h o s t e m , a l e p t o d o n D u n n v a r . 二 e g a p h y l l a X
.

L
.

M o ,

i n e d
.

11 5 5 5
,

1 16 95
, 1 127 1

.

正如前面所述
,

由于鼻岗保护区的面积很小
,

而且在地形和植被上与桂西南和越南北部

的岩溶地区连成一个整体
。

因此
,

上面所列的产于异向的新种
,

不可能仅局限于保护区内
,

其附近的岩溶地区也可能有分布
。

这些不严格的奔岗特有植物
,

不但反映葬 岗区系的特点
,

也反映了邻近岩溶地区区系的特点
。

反过来看
,

邻近地区的特有植物
,

对认识鼻岗区系的特

征也有一定的意义
。

实际上
,

局限于鼻询和邻近地区共有的种类是相当丰富的
。

下面就鼻岗

亦产的广西特有
,

鼻岗与海南岛共同特有和笋岗与北部湾地区共同特有等几个方面统计列表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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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广 西
丫

植 物 ` 卷

弄肖亦产的广西特有植物

林 科

防 已 科

马兜铃科

宁明
、

缪左
、

裁鸭

阳弗
、

毋纂
… - 一

田阳
、

靖西

那获

百色
、

河池
,

大新
、

白花集科

亚 徽 科

千屉象科
天料禾科

转心莲科

茶 科

龙脸香科

么丝挑科

大 戟 科

长果土楠

蜂离木姜子

石山楠

黑叶楠

广西地不容

广西乌兜铃

瑶山金耳环

无柄摊果藤

米念芭

卵外絮裁

柳时天料木

蝴蝶藤

朗缘金花茶

拿天树

毛叫黄牛木

肥牛树

鸥尾木

济靳乌柏

大叶云实

火麻树

奖案牵

广西萦麻

苦丁茶

答叶卫矛

E皿 d i a a d r a d o l i e五0 . a r
aP

L i t s e a f o 甲 e o l` t a

P h o e b e “ l e色尝 e自

P么o e b . n i g r i f o l l a

S t e p h . o i a k , . 口名s i
e胜 . 15

A r
i
s t o l o c五i a k育 a n ` , i e . s i s

A s a r u 口 i n s i心皿 e

C a PP a r i s s u
b
s“ 写1115

T i r川 t : i a o v o i血
a

aL g e : ` t r o e . i . d . a n ` 皿 、 i s f

~
, o 下 a枯

H o m a
l i
u
m s a b i

a e
f
o l五. m

P a s s
if l o ar

C
a皿 e

l里i a

Pa r a s h o r e

5 15

卵 P i l l i o

i m衅
, ` i n 兮作 i`

a c h 里n e。 ` 1 5 , a r
一

盆 , ` 瓜 g s l e且
’

田阳
、

龙州

龙州
、

大朴
角州 f 大捞

、

大新
、

龙州
、

凌云
、

梢西
、

龙州
、

崎西
、

瑶山于兴安
一

龙州

桂西各池

龙州

龙州

龙州
、

宁明
、

龙州
、

大新

都安
、

’

龙州
、

崇左
、

武鸣
、

乐业
、

尝左

贵县

崇左
、 一 `恳霉十

天等
、

龙州
、

武鸣、 镇保
崇左

、

扶缪
、

巴马
、

万大山
大新

、

宁明
、

那披

宁明
、

崇左易隆窦

龙州 、 大新
_ _

苏 木 科

寡 魏 科

青 科

矛 科

摧林
_ _ _ _

十万大山
、
大瑞山

、

巴撬
,

翅释童那装
、

凌云
凌云

、

辞林
、

龙州

龙州
、

凌云
、
陇林

、
灵 )件, 赘桂

桂酉
,

龙州至规等” 县

龙州
、

大新
、

武鸣

龙州
,

百色

!
一

…
!

…l
!
工,,f.rL̀..111了

l
..

f,l卜tl
.

才
.

卜!
It̀里J Ì卜.fl

!
`
1
.

11

冬卫

密花美登木

广西九里香

C ar t o 盆 v i 肚也 d
a , y P卜y ll二

C e p卜a l o 也 a P妙 s i n e n s i s

E x e o e e a r i a , e n e n a t a

S a p i u 口 e h i h s i n i a n 。 也

C a o s a l p i n 玉a 血 a ` n i f o呈i o l. t a
’

aL p o r t o a e h i恤 g i a n .

L
a

妙
r t e a v

i it f o l i a

o
r e

co
n i d

, k , a . 名 Si e公 , 15

Il e x k盆 d i n梦卜
a

E u o o r 功 . 5 r
h了t五d o p五了11a

M a了 t 。二
5 c o . 介 r t i f l o r

a

M
褪 r r a la k贫吞 . 9蛀 . 汀`全,

M u rr a y a k . ` . 9
二 i e n 幻。 , 。 r `

乌1砖
r攀

cS 加 ffl
,
ar d ` 且

地
。娜主。 “ 。

啄 1
.

S
c 五e f f l e r a l o e i a厄 a , ar 二

。 9 . 户犷11.

Di o s p y or s lo n玄若h o . o
s i s

A r d i s ia co
r了血 b ife 万a ” r

.

恤 b” 价
r t

Ra ,
n亡 a k甲 a n `。 i七。 515

J
a s . i。稗 . 盆 l七i亡吐了 x

J
a s . i n胜 . 萨

r
d
e皿 i订 10 , 胜血

A ls t o n i a g 妞二 g x i e瓜 , i ,

M e l o d i唇妞 , . o r` e i

W姐以“ 击音 . yt ia 时如
V i b u ,二二 t r墓娜i . o r , 。

G了m 皿 。 , ta比了她 人 , ` 且试5 1。皿。 i:

G了m。 。 吐 8 。五” 也 。甘加姚坛毛粗 .

A m o m u m d o l ie五a . t五姐恤

P o th o s
k
e r r i

Rh a p i s r o
b
u s t a

G
u三h a i

a a r g y
, a t u s

上患(十万犬山》
、

龙
龙拟

,

马山
、

武哟
、

百芭
-

一
龙川

类蘸养奎系李新
_

葬安

叶广西九里香

西明馆宁州州州ù拼川隆裁
.

息龙龙龙龙龙娜上木柴

树
二架锵

, 。氏遨颧垂泳鬓琢
林

、

佩山
、

东兰
、

天雄茹属翻甭福安
、

砚龙州
、
俄鸣

、

平乐
_

丫
_ - -

一

思(十万六山 )

广西鸡骨常山

赛花水加树

广西裸柱草

龙拼
龙州

龙州
、

上侧十万大山 )

龙州
、

罗城

老川
、

宁明
、

大新

龙州
、
宁砚

龙州

龙州

龙州

广西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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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岗与海南岛共同特有的植物

科
引

植 物 名
}

拉 丁 名 卜
’

名 {
植 物 名

…
拉 丁 名

嘛
枝
心

海南暗 ,

囚
ay lbt ial au ;

卜
科
{
海南柿 一

画石丽;丽孺蔽蕊厂
一

白花菜科 1大叶褪果藤 { c
a p p a r` 5 1̀ a n : “

l萝 攀 科 1小叶球兰 1H
o y a d

a , y a n ` h a

秋海棠科 }盾叶秋海案 1eB
g o n ` a p e l , a ,“ 0 “ a

}茜 草 科 {海南水团花 } A d
, n a h a ` n a n e n , ` ,

`

大 戟 科 }喜光花 1A
c , e p h` l a , e r“ ` l̀ a , a

}{爵 床 科 }侮南黄凉草 { c h
a m p` 0 , e

, , a m a c ,” t e `

1海甫核实 I D
t了eP t e s h a i n a , e n s i s l获 羹 科 ! 灰孩葵 】s ` i la x a s , r o s p e r m a

弄岗与北部湾共同特有的植物
·

科 名
{
植 物 名 } 拉 丁 名

}}
.

科
.

名 }植 物 名
} 拉 丁 名

竺擎整}奎垒节王
“

}少
a r i·

!.o
。 k i:

e

.sn
i s

.
_

二

{}翌竺登}币竺兰
.」

_

}少
y
: “ 110

5

:
,

二一

塑二竺}竺竺二盈 }竺
o

粤.ol’
d `

f于
e b e r n

于{
d ` , ,

.

}】贾早 二 {生份甲竺木 }竺仁
,

只
n e

梦
r o

于
.

` “ n

份
。 . n s , ’

人 傲 科 } 乐示桐 1 etH
u

万2
1 a n t n u s

.ot
n

粤
1

野
n s i s

!! 安 抖 } 浦叮 llJ 聋 }八
l p l n l a 兀 o n ` I n e n s l s

1掀南枝塞 l 与
l a

加 g了
n

竿
,
o rl 心呼t a l , s ! I

`

{长序砂仁 1A m o m u m t h , r
s o i d e u m

}三二丁二 l , .v .a[
·

t

妙幻 n .en “ 5
.

}! }
、 t

二
, ,
茄一 { 。

.

:

_ _ _
_ .

1甲誉士呈_ }犷
n

了
“
竺
n

.tn
皿 s 下 ` t g a t u ,

l
_

, 、 _ , J

}壬赞巴里蚕 }匕
o

于
` u s ` o

尹份
n e n ` , ,

杀朱 更科 l 入果佩化牌 ! l
o d e s b . l a n , a e

l{标 稠 抖 l 匕三官膝 1`
a ` a nZ 。 , ” a ` a n s a e a n u s

从上面三个表所列的种类看
,

弊岗亦产的特有植物为数不少
。

就与上述三个地区共有的

即达 33 科
、

“ 属
、

67 种
,

其中大戟科最突出
,

有 8 属 9 种
。

含 4 种以 匕的有樟科和姜科
,

含

3 种的有番荔枝科
、

茜草科
、

夹竹挑科
、

爵床科
、

尊麻科 , 含两种的有马兜铃科
、

白花菜科
、

苏木科
、
卫矛科

、

芸香科
、

五加科
、

柿科
、

木犀科
、

萝孽科
、

紫金牛科
。

以上这些科
,

绝大

多数均为鼻岗区系的优势科
,

可见优势现象和特有现象是一致的
。

另外
,

鼻岗还有许多岩溶特有植物
,

这些种类仅见于广西
、

贵州
、

云南及越南北部的岩

溶地区
,

如极树科的规木
,

山竹子科的金丝李
、

大戟科的肥牛树
、

假肥牛 树 (C l
e i s at nt b us

p e闲
。 t i五)

、

东京桐 (D
e u t z i a 双 t h o s t o n k i n e n s i s )

,

桑科的米浓液和柿科的枚辣柿 (D i
o ,对

r -

os
·

is d er o p五户 lu s)
.

等
,

不但是桂西南岩溶地区植被的优势种
,

也是桂西南岩溶地区植物区

系的特征种
,

它们在界岗得到 良好的发展
,

不论老树
、

中年树或幼年树都生长旺盛
。

此外
,

鼻岗亦产的岩溶特有植物尚有石山楠
,

广西马兜铃
、

米念 芭
、

尾 叶 紫 薇 ( L a g er : t r o e m ia

ca ud at a)
.
、

擎天树
、

石山巴豆 c( or ot
n ca l c ar . us )

.
、

鸡尾木
、

密花美登木
、

樟叶鸭脚木
、

木生地
、

三脉夹迷
、

广西裸柱棉
、

裸柱草 (G y m
n o s t a e h了u m s u b

r o s u l a t u m ) 龙州 棕竹等
,

它们在掸岗区系中也占了一定的位置
。

因此
,

研究鼻岗的特有现象
,

应该和这些地区的特有

植物联系起来分析
。

也就是说
,

这些地区的特有植物
,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鼻岗二区 系 的 特

点
。

(三 )岩溶特性
。

具有岩溶区系的性质
,

这是鼻岗植物区系又一显著的特点
。

据初步统计
,

鼻 岗被子植物

有 61 科 12 6属 17 0种是典型的嗜钙植物
,

它们局限分布于岩溶地区
,

构成了特殊的岩溶植被
。

这些典型的岩溶植物
,

约占奔岗被子植物种数的 13 %左右
。

除上面所提到的鼻岗29 个新种及规木
、

金丝李
、

肥牛树
、

东京桐
、

米浓液
、

枚辣柿等 21

种岩溶特有种外
,

鼻岗尚有许多岩溶专有植物如石山樟 (C in
n a m o m u m as x at i l e)

、

石山野

樱 ( P
r u n u s z i p p e l i a n a

)
、

岩生鹅耳 杨 (C
a r p i n u s r u p e s t r i s )

、

马 见 喜 (D i m e r o e a r p u s

b a l
a n s a e )

、

大齿野麻 (B
o e h m e r i a h o l o s e r i e e a )

、

大叶裸实 (G l y p t
o p e t a l u m b u l l a t

u , ) 石



加O 广 西 植 物 6 卷

ilJ 吴茱黄 (E
v od i ae al e i e ol a

)
、

石山花椒 (X
a nt b o二 y l u me al e i e al i u m)

、

三角榄 (C
a n a

-

r i u m be ng al e ns e
)
、

滇桂米仔兰 (A g l
ai aw a ng i i )

、

肥牛草 ( C h i r i t aL e d y s ot id e a
)
、

明尊

草 (R
u ng i ae h i e n ns i s )

、

细齿锥花 ( G
omp卜 os t e m m al e pt od n o

) 等
,

它们只 分布于岩溶地

区
,

不见于其他地方
。

界岗具有明显的岩溶性质
,

还可以和邻近地区的大青山区系比较得到证实
。

大青山和界

岗同位于龙州县
,

纬度相近
,

但大青山非岩溶地区
。

经过多年调查
,

现知大青山被子植物有

1 1 7科 4 32 属 69 7种
,

与界岗共有的有 10 9科 3 4 9属 3 79 种
,

仅占鼻岗被子植物属的 5 3 %
,

种的 2 8

%
。

前面所述的界岗区系中的 17 0种岩溶专有植物
,

全部不见于大青山
。

大青山常见的 华 南

地区普遍生长的酸性土植物
,

如木姜子 ( L i t s
e a e u b e b a )

、

擦木 ( S
a x a

f
r a s t z u m u

)
、

网 脉 山

龙眼 (H
e l i e i a r e t i e u l a t a )

、

尖叶山茶 (C
a m e

l l i
a e u s p id a t a )

、

华南拎木 (E
u r y a s a n g u i n e -

a
) 多花山竹子 (G a r e i n i a m u l t i f l o r a

) 台湾相思 (A e a e i a e o n f u s a
)牛耳枫 (D

a p h n i p h y
-

11u m e a l y e i n u m ) 亮 叶 猴 耳 环 ( P i t h
e e e l l o b i u m l u e i d u m ) 杨梅 (M y r i e a r u b r a ) 罗 浮

柿 (D i o s p y r o s m o r r i s i a n a
) 白花酸藤子 ( E m b e l i a r i b e s ) 白花笼 ( S t y

r a x f a b e r i ) 华山

矾 ( S y m p l o e o s e h i n e n s i s ) 大青 (C l
e r o d e n d r o n e y r t o Ph y l l

u m ) lLJ 姜 ( A l p i
n i a e h i n e n

-

5 15 ) 山营兰 (D i
a n e l l a e n s i f o l i a ) 等近2 0 0种植物

,

全部不见于鼻岗
。

而界岗和大青山共有

的种类
,

则全是那些既可以生长在酸性土
,

亦可 以生长在钙质土
,

对土壤条件要求不严的岩

溶随遇植物
,

如假鹰爪 (D
e s m o s e h i n e n s i s )

、

阔叶瓜馥木 ( F i
s s i s t i g m a e h l o r o n e u r u m )

、

紫玉盘 (U
v a r i a m i e r o e a r p a )

、

美新木姜 ( N
e o l i t s e a z e y l a n i e a

、

海南风吹楠 (H
o r s f i e l

-

d i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
、

百解藤 ( C y
e l e a h y p o g l a u e a

)
、

金线 吊乌龟 ( S t
e p h a n i a e e p h a r a n t h a

)
、

柞木 (X了l
o s m a e o n g e s t o m )

、

刺果藤 ( B u e t t n e r i a a s p e r a
)
、

光叶山芝麻 (H
e l i e t e r e s

g l a b r i u s e u l a )
、

翻白叶树 ( P t
e r o s p e r m u m h e t e r o Ph y l l u m )

、

鬼画符 (B
r e y n i a f r u t i e o s a )

、

枫香 (L iq
u i d a m b a r f o r m o s a n a

)
、

灰毛浆果械 (C i p
a d e s s a e i n e r a s e e n s

)
、

酸枣 (C h
o e r o -

s p o n d i a a x i l l
a r i s )

、

盐肤木 (R h
u s e h i n e n s i s )

、

长叶木蓝 (M
a g n o l i a f i

s t u l o s a )
、

冷饭团

(K
a d s u r a e o e 。 i n e a

)
、

毛叶 阿芳 (A l p il o
n s e a m o l l i s ) 等

。

由此可见
,

尽管 鼻岗和大青山近在咫尺
,

但由于地形
、

岩石和土壤不同
,

由它们孕育出

来的植物区系性质也不相同
。

界岗具有众多的岩溶专有植物
,

显然是界岗植物区系的特征之

三
、

脚岗植物区系的地形分布特点及生态变化

界岗保护 区属于峰丛深切园洼地槽谷地形
,

区内峰丛林立
,

但海拔较低
,

最高的峰顶约

68 0米
,

因此植物的垂直分布并不明显
。

但由于界岗的地形可以 明显的分为谷地 (包括佳地 )
、

山坡及崖顶三部分
,

因此植物的分布也随地形的变化而有一定的差异
。

现将鼻岗区系植物 14 3 1种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

{
谷 地

}
山 坡

}
崖 顶

}
谷地山坡 !

山坡崖二
{
谷地一山坡一崖顶 )

谷地崖顶

植物种数

占总数的 百分 率

4 6 9

3 2
.

7%

3 1 0

2 1
.

6%

2 6 2

2 0
.

4 %

1 6 4

11
.

5%

7 8

5
.

5%

3 2

2
.

3%
哪阶
l

从上表可以 看出
,

界岗植物分布在谷地的种类最多
,

越往上种类逐渐减少
。

如果计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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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谷地和山坡两处的种类
,

则总数共有 1 0 7 1种
,

占养岗植物的 75 %
。

也就是说
,

界岗的植

物大部分是生长在谷地和山坡
。

(一 )谷地
、

山坡
、

崖顶植物的分布概况
。

下面分别叙述各种地形所分布的主要种类
。

谷地或园佳地是指深切的峰丛之间比较平坦的地块
,

这些地方由于四周 山峰林立
,

日照

短
,

太阳辐射弱
,

地下水较丰富
。

因此
,

即使在旱季
,

林内湿度也较大
。

在这里生长着热带

性较强的种类
,

而且往往能生长成高大的乔木
,

有些种类还有巨大的板根
,

茎花
,

附生植物

及藤本也较丰富
。

其中乔木主要有人面子 (D
r a c o n ot m el o n d a o)

,

最大者可高达 3 9 米
,

直

径 2
.

5米
,

板根高 s 米 )
,

木棉 (G
o s s a m p i n u s m a l a b a r i e a )

,

擎天树
,

见血封喉 ( A
n t i a r i s

t o x i e a r i a )
,

阴香 (C i
n n a m o m u m b u r m a n n i i )

,

香叶树 ( L i
n d e r a e o m m u n i s

,

柿叶木姜

子 ( L i t
s e a m o 牡o p e t a l a )

,

海南蒲桃 ( S y
z y g i u m e 。 斑 i n i )

,

木菠萝 (A
r t o e a r p u s 五e t e r o p h y l

-

10 5 ) 水筒木 ( F i
e u s h a r l a n d i i )

,

大耳榕 ( F i
e u s a u r i e u l a t a )

,

高山榕 ( F i
e u s a l t i s s i m a

)

红色对叶榕 ( F i
e o s 卜i s P id a v a r

.

r u b r a ) 及琼楠属 数 种 (B
e i l s e l

、 m i e d i a s p p
.

) 等
。

藤

本 有 瓜馥 木属数种 ( F i s s i
s t i g m a s p p

.

) 胡椒属数种 ( P i p
e r s p p

.

) 及毛白鹤藤 (A
r g y r e i a

e a p i t a t a ) 等
。

草本有卷柏属 ( S
e
l
a g i n e l l

a
)
,

木贼属 (E q
u i s e t u m )

,

马蹄肤属 (A
n g i o p t e

-

r i s )
,

铁角旅属 (A
s p l e n i u m )

,

秋海棠属 (B
e g o n i a )

,

蛇菇属 (B
a l a n o p l o r a

)
,

以 及 海 芋

(A l
o o a s i a o d o r a

)
,

砂仁 (A m o m u m v i l又。 s u m )
,

防风草 (A
n i s o m e l e s i n d i e a )等

。

山坡是谷地与崖顶之间的地带
,

一般岩石露头多
,

水分和土壤条件均不如谷地
。

但因有

一定的坡度
,

岩石露头之间常发育少量的棕色石灰土
,

土壤复盖度约 10 一20 %
,

从下 坡 至

上坡
,

土壤逐渐减少
。

生长在山坡地带的植物
,

如处于下坡者
,

往往可向下伸延到谷地
,

而

处于上坡者则可上达于崖顶
。

如东京桐
,

第伦桃叶木姜子 ( L it
s e a id l le in f ol ia )

,

广西顶果

木
,

四瓣来仔兰 (A g l a i
a t e t r a p e t a l a ) 枕榔 (A

r e n g a p i n n a t a )
,

鱼尾葵 (C
a r 了o t a s p p

,

) `

阿 芳 (A l p il
o n s e a s p p

.

)
,

山 柑藤 (C
a n s

j
e r a r 丘e e d i i )

,

筹岗金花茶
、

鸡 尾 木
、

棒 柄 花

(C l e id i o
n b r e v i p e t i o l

a t u m )
,

缝尊木 (E r y t h
r o p a lu m s e a n

d e n
s
)
,

赤苍藤 ( S t
r o P五i o b l a

-

c ib a
if m br ic al y x)

,

界岗通城虎
,

广西马兜铃等种类
,

常常可以分布到谷地
。

舰 木
、

肥 牛

树
、

金丝李
、

海南风吹楠
、

假肥牛树
、

砍头树 ( Z
e n i a i n s i g n e )

,

水东哥 ( S
a u r a u i a t r i s t y

-

l a )
,

菜豆树 ( R
a d e r m a e h e r a s p p

.

)
,

黄毛豆 腐 木 ( P r e爪
n a f u l

, a
)
,

海南极
,

截叶翻白 叶

树 ( P t
e r o s p e r m u m t r u n e a t o l o b u m )

,

苹婆 ( S t
e r e u l i a n o b i l i s )

、

网脉核实
、

闭花木
、

米

浓液
、

密花美登木
、

割舌树
、

肖异木患 (A l l o p h y l l
u s r a e e m o s u s

)
、
澄广花 ( o

r o p h
e a s p p

.

)

球兰 (H o y a s p p
.

) 等
,

比较集中分布在山坡
。

而尖叶龙须藤 (B
a u h i o i a p y r r o e l a d a )

、

细

叶谷木 (舔m e e y l o n s e u t e l l
a t u tU )

、

崖棕
、

棕竹属数种 (R h
a p i s s p p

.

) 则常常分布到 近山

顶处
。
上述山坡地带分布的种类

,

许多是鼻岗植物区系中具有代表性的种类
,

而由它们为主

构成的森林
,

也是鼻岗主要的植被类型
。

簿顶是指峰丛的峰顶部分或断崖陡壁
,

这里几乎没有土壤
,

植物插根于 石 缝 之 间
,

具

有较典型的旱生特征
。

严格分布在山顶石崖上的种类是为数不多的
,

比较常见的有 山 菠 萝

(C y e a s s i a m e n s i s )
、

毛叶山胶木 ( S i
n o s i d e r o x r l o n p e d u n e u l a t u m v a r

.

p u b i f o l i u m )
、

米念

芭
、

假野丁香 ( L
e p t o d e r m i s a f f i n i s )

、

大齿化香 ( P l
a t y e a r y a g r o s s e d e n t a t a )

、

秀丽海桐

(P i t t
o s p o r u m p u e h r u m )

、

西南粳子稍 ( C
a m p y l o t r o p i s d e l a v a y i )

、

卫矛叶黄 杨 ( B
u x u s



2 02 广 西 植 物 春堪

二 la st r讨成她习 等
。

这些种类
,

大多数是广西岩溶地区山顶常见的种类
。 -

(二 ) 水平分布的差异
。

下面
,

再看看界岗植物的水平分布
。

界岗保护区由于地形和位置的不同而分封寥羲三片
。

西北片因地形和水分条件的不同而在植物种类的分布上亦有一定的差异
。

陇呼孝自爵山片仁由

子水分较充足
,

优势种多长成高大乔木
,

亦有较多两地根同的种奥` 如东京
一

桐
一

飞厦灵 吹

鬓{等纽蒸罗
、

油渣果 ( H 。嫂g 、 n认 坦 。 。 or
c
盯孙 .) 凹叶瓜馥木 雍F最林踌

-

r m `
a

彻 d ian .a) 长柄藤榕 (F扣。 s “ u o g 。

卜峥葬醉i纬踌) 如
1m rP

e ” “
)
、

界掩通城虎等
,

在陇呼及陇山片均可飞 馨兔 履

在养岗片尚未采到
。

同样
,

鬓岗片分布的一些种类
, ·

如云南马蔗蹄 ( A呼
。讨

“ 礴匆秘彝吟噢缚醉覃
-

s

呀 ` 叉吁苏铁 ( C y c a : m ic h ol it : i订
、

黄粱木(人毗h 。 ; 七p h
a l那

c 扒 n 。。 i分
、 川桂 (C墓澎亘哥

-

m “
耐m 翩” “ ` )等

,

在其他片则很少或根本役有见到,

融
出片由于地

秘哗彝蜂孽
,

浓
不伺的由坡和佳地中常分布一些其他地方少见的种类

,

如松叶蔗 (即 lo 恤` 。
曝道种)

、

答檬

黄 金咋教 峰核桃
、

香果兰 V(
“ “ “ al “ n , ` 血`“ )

、

彝岗竹茎兰及算岗叉柱花等` 挺育趣
的是无患宇科赤才属的一个新种

,

其分布有碍显的区域性
,

植株被毛的茎花赤才穿霭;霍鬓扁

片
,

而其无毛变种光叶茎花赤才却只见于陇山片
。 丁

一
布
一

(乡生态变化
。 - - -- … - ~

一

另外
二

一

我们还观察到
,

同一种植物
,

在不同的基岩和土壤条件下
;

其形态也发生 了
一

变
化

。

毓
风子科的海南大风子 (H y d no

e 。
印。 `缸。 。 e n成好 在悔南岛和广酋夫胃山生长

补燃:黔

一
嚣)燕鬓

:梦黔:默默华粼岑;
巴
徽骤黔

。 抓~ ,
几

一

一

…粼带麒戮科 2.属二士瞩共有
; 天南星科 10属

,

8 属共有 , 鼠李科 12 属
,

8 属共有
; 葡萄科 贫厨 音属

书
巾印半岛的资料只包括越南

、

老挝及柬埔寨
。

, ,
本魂5所列的科

、

属
、

种数均指被子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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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 芸香科 9 属
,

8 属共有
; 棕搁科 5属

,

3属共有
,

苏木科 10 属
,

8 属 共 有
, 尊 麻 科 9

属
,

6 属共有
, 姜科 6 属

,

4 属共有等等
。

这些科绝大部分都是异岗区系的优势科
。

这种优势

与共有的一致
,

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区系有密切的联系
。

鼻岗与中印半岛区系的联系
,

还可以从局限于两地共有的种类中寻找线索
。

这种局限于
.

两地共有的种
,

越来越多地被发现
。

如东京紫玉盘
、

东京桐
、

黄珠子草
、

大果微花藤
、

毛球

兰
、

中越密脉木
、

滑叶山姜
、

长序砂仁
、

光叶闭鞘姜等
。

这里只列举其中的一部分
。

必须指出的是
,

筹岗区系与中印半岛关系密切
,

主要是指越南北部而言
,

就整体来说
,

中

印半岛比鼻岗具有更多的马来西亚成分
。

`

特别是一些亚洲热带的特征科
,

在 那里有大量的种
,

在鼻街只有为数不多的代表
。

如龙脑香科
,

在那边有 7 属 61 种
,

鼻岗仅于保护区边缘有 1 属

1 种 , 肉豆葱科在那边有 3 属 ” 种
,

鼻岗只有 1 属 1种
, 胡椒科在那边有 2 属 42 种

,

鼻岗有

3 属 1 1种 , 水东哥科在那边有 l 属 4 种
,

算岗有 1 属 1 种 , 第伦桃科在那边有 4 属 19 种
,

鼻

岗也只有 1 属 1 种 , 山竹子科在那边有 5 属 41 种
,

鼻岗只有 1 属 2 种 , 金虎尾科在那边有 8

属 l `种
,

鼻岗有 1 属 2 种 ,
红树科在那边有 5属 n 种

,

鼻岗只有 1 属 1 种 , 桑科的榕属在那

边有盯种
,

鼻岗虽然比较丰富
,

也只有 ZB种
,

不及中印半岛的三分之一
。

此外
,

尚有许多马

来西亚成分
,

根本就不见于养岗
。

如猪笼草属 (N
e p e n t h e s )

、

毒鼠子属 ( D i
e h a p e t a l o m )

、

黄叶树属 (X
a nt h o p h yl ih m ) 等

,

均不产于筹岗
。

由此可见
,

鼻岗区系与中印半岛区系的
.

联系
,

主要是过通过带热科的一些广布种而体现

出来的
,

两地共有的种约 占鼻岗岗被子植物 24 %左右
。

由于鼻保护区的面积非常狭小
,

约为

中印半岛的 1 6/
,

000
,

但两地共有的种巳超过 3 00 种
,

如果把鼻岗及其邻近地区的种 类 也计在

算内
,

则两地植物区系的联系将会更明显 了
。

(二 ) 与海南岛的关系
。

海南岛位于北纬 1 8
0

9 1 一2 0
0

1 0
,

东经 10 8
0

3 5 , 一 1 1 1
0

3产之间
,

面积约 3 2 2 0 0平方 公里
。

根

攀地史方面的研究
,

海南岛是在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才由于琼州海峡的形成而与雷州半岛分

离
,

成为海岛的
。

因此
,

海南岛的植物区系与
一

两广大陆及中印半岛有着直接的渊源
。

海南岛

每广东
、

广西及中印半岛被子植物属的相似性指标分别为83 %
,

77 %
,

76 %
. 。

而界岗植物区

系则通过两广大陆与海南岛有着广泛的联系
。

在界岗区系“ ,属和海南岛区系 1 108 属 中
,

有

5奥碑属为两地共有
,

属的相似性指标为82 %
,

仅次于中印半岛
。

但两地相同的种 类 则 有 ` 47

种
,

约占鼻岗区系 1 , , 5种的 49 %
,

远远超过了中印半岛
。

其中番荔枝科
、

胡椒科
、

大风子科
、

天料木科
、

桃金娘科
、

锻树科
、

梧桐科
、

大戟科
、

桑科
、

葡萄科
、

糠科
、

漆树科
、

柿科
、

木

犀科
、 一

萝草科
、

茜草科
、

获葵科等 50 个科
,

均有半数以上的种类与海南岛相 同
,

而 这 些 科

中
,

不少是构成海南植物 区系的重要科
。

鼻岗植物区系与海南岛的联系
,

还可以从一些特有的种类中寻找到线索
。

如过去认为有

海南特有属的海南极 ( H ia
n a in a

)
,

现在筹岗及十万大山已有发现
,

而过去认为是海南 特有

种
,

现在异岗已采到的
,

则数量更多了
。

如番荔枝科的海南阿芳 ( A l p h
o ns ae ha in a

ne ns is

海南暗罗
、

澄广花
,

白花菜科的大叶糙果藤
,

秋海棠科的盾叶秋海棠
,

大戟科的 海 南 核 果

木
,

壳斗科的海南拷 ( C a s t a n o p s i s h a i n a n e n s i s )
,

无患子科的毛叶 异 木 忠 (A l l o P h了l u ,

解 (自张超常
、

刘兰芳
` 海南被子植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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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淤褂撰滞辫g y殷), 柴龙树 ( A p o d y t e s c a m b o id a n a ) 等等
,

在这里仅列举其一
、

二
。

一

拼撰抽撰拼笋
:爹;;})}{11雏熬沂荡鬓器

…

::篇;熬募燕熟黛汤淤得多
,

因而比鼻岗具有更多水生植物及温带性的科
、

属
。 丫 一

几
_

(花 )与广西阳朔的关系
。

一
阳朔县位于广西东北部

,

介于 !仁纬 2 4
0

4
’

一2 5
。

邵
,

东经 11 旷 13
,

一 1 1 0 、 『之间 矛面积议1

类器祺黔卢幸雪药篡翼默霹默默i驾骂篡鑫纂黯嗯
属的相似性指标为63 %

,

较中印半岛及海南岛疏夙 共有种的比例亦低于上迷声釉) 碎改爵
岗
粉榷物慧数的20 %

。 -

一 一
不 ,

笋黯默篡产膏纂器纂薪絮黔探蹂嚣霭婴赊
科 ” 属 导

私爵床科 4属 4种
·

大风子科
、

番荔枝枷无患子科各
一

4属 5种
,

葡雌餐鑫属嚎参)

黔粼叶粼{纂器默戮纂{粼森粼夕霎票拿攀纂摹架
常见的探

一

在这里却得到较好的发展而远比筹岗丰富
。

如壳斗科阳搏有吞属聋曙馨) 攀拳界拳
户

;累麟)):):蒸翼)燕{)潇们所处的纬度不同
,

阳朔区系已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性质
,

因而在其区系组成中厂 奉玖葵热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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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较大的比重
。

鼻岗区系中
,

有 n 个科不见于阳朔
,

它们是五 丫果科
、

龙脑香科
、

木棉科
、

茶茱黄科
、

山抽仔科
、

檀香科
、

蛇掀科
、

橄榄科
、

牛栓藤科
、

山榄科和报春花科
。

这 n 个科中
,

除报春

花科外
,

几乎全是热带性较强的科
。

由此也可见鼻岗区系比阳朔区系具有较强的热带性
。

那么
,

异岗区系和阳朔区系有什么联系呢 ? 我们可以从统计含半数以上共有属的科中寻

找到线索
。

在阳朔区系中
,

有樟科
、

防已科
、

桃金娘科
、

大戟科
、

蔷薇科
、

苏木科
、

蝶形花

科
、

壳斗科
、

鼠李科
、

葡萄科
、

芸香科
、

糠科
、

紫金牛科
、

木犀科
、

茜草科
、

马鞭草科
、

禾

本科等 , 0个科含有较多两地共有的属
。

这劝个科虽然仅 占限朔区系科总数的 18 %
,

但它们已

包含了52 % 以上的两地共有属
,

而这些科除了部分世界性分布科外
,

大部分是热带科
。

由此

可见
,

鼻岗与阳朔主要通过热带科的广布种联系
。

筹岗植物区系与阳朔区系还通过岩溶地区的广布种联系
。

岩溶地区的的广布 种 尾 叶 紫

薇
、

圆叶乌柏 ( S
a P i u m r o t u n d i f o l i u m )

、

石山巴豆
、

尖叶龙须藤
、

翅荚香 槐 (C l
a d r a s t i :

p l
a t y e a r p a )

、

斜叶榕 ( F i
e u s g i b b o s a )

、

石山榕 ( F i
e o s v i r e n s v a r

.

s u b l
a n e e o l a t a )

、

齿叶

黄皮 (C l
a u s e n a d

e n t a t a )
、

四瓣米仔兰
、

麻糠 ( C h u k r a s i a t a b tt l a H s
)
、

小架树 ( B
o n i o

-

d e n d r o n m in o r
)
、

粗柄械
、

黄莲木
、

嚎核桃等
,

在异岗和阳朔同样有分布
。

但 由于纬 度 的

不同
,

鼻岗在广西的岩溶区系上
,

还是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

前面提到的鼻岗所具有的 1 70 种

岩溶专有植物中
,

只有 4 种和阳朔共有
,

它们是青岗栋 (Q
u e r e u s g l a u e a )

、

榔 榆 (U l m u s

p a r v i f o l i
a
)
、

皱雀梅藤 ( S
a g e r e t i a r u g o s a ) 及小架树

。

弊岗区系中有特征性的种
,

如 规木
、

肥牛树
、

金丝李
、

东京桐
、

米浓液等
,

在阳朔区系中根本见不到
。

因此研究鼻岗区系对认识

广西岩溶区系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

( 四 )与花坪的关系

下而
,

我们进一步比较广西北部花坪林区与鼻岗区系的关系
。

花坪位 于 北 纬 2 5
0

3 1
` -

2 5
0

3 9
, ,

东经 1 0 9
0 4 8

, 一 1 0 9 0 5 8
,

之间
,

面积约 1 3 9平方公里
。

计有被子植物 1 5 0 科 4 7 3属 8 8 4

一

种
,

其中有 1 19 科 Zn 属 1 23 种与鼻岗共有
,

其属的相似性指标为 44 %
。

花坪植物区系与鼻岗区系有较大的差异
。

组成花坪区系的主要科和养岗区系完全不同
,

它们主要是亚热带科
。

花坪区系中占重要位置的科
,

在 鼻岗只有为数不多的代表
,

甚至完全

没有分布
。

如安息香科花坪有 7 属 13 种
,

一

鼻岗只有 1 属 2 种 , 茶科花坪有 8 属 34 种
,

鼻岗只

有 1 属 6 种 , 山矾科花坪有 1 属 17 种
,

奔岗有 1 属 3 种 , 山茱黄科花坪有 4 属 9 种
,

鼻岗只

有 l 属 1 种 , 械树科花坪有 1 属 10 种
,

异岗只有 1 属 2 种 , 壳斗科花坪有 5 属 2 0种
,

鼻岗有

3 属 1 0种
, 金缕梅科花坪有 6 属 9 种

,

鼻岗有 3 属 4 种
。

而绣球花科 (花坪有 5 属 10 种 )
、

杜

英科 ( 4 属 22 种 )
、

越桔科 ( 1 属 8 种 )
、

杜鹃花科 ( 4 属 22 种 )
、

虎耳草科 ( 5 属 7 种 )
、

小萦科

4 属 7 种
、

八角科 ( 1 属 5 种 )等在养岗完全没有分布
。

相反
,

鼻岗区系中占主要位置的科
,

在花坪也只有极少数的代表
。

如大风子科
、

苏木科

在花坪只有 1 属 1 种 , 胡椒科
、

番荔枝科有 l 属 2种
, 爵床科有 2 属 2 种 , 姜科

、

萝孽科
、

夹

竹桃科有 2属 3 种 , 而无患子科和梧桐科则不分布到花坪
。

鼻岗区系中尚有 26 个科不见于花坪
,

它们是青藤科
、

肉豆盏科
、

金粟兰科
、

五 丫果科
、
天料

木科
、

转心莲科
、

水东哥科
、

龙脑香科
、

使君子科
、

红树科
、

木棉科
、

金虎 尾 科
、

翅 子 藤

科
、

茶茱英科
、

山柑科
、

植香科
、

橄榄科
,

牛检藤科
、 山榄科 、 眼子菜科

、

蓝雪科 : 芭蕉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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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芋科
、

笃尾科
、

百部科和露兜树科
。

这 26个科中
,

除极少数是世界广布科外
,

绛耸丈多数都

是热带性较强的科
。

由此可见
,

筹岗区系与花坪区系是性质完全不夙的属于两个不自摹畴的

区系
。 二 ~ -

一

一
纂筒区系与花坪区系的联系

,

主要通过一些世界性分布的科及部分热带科的广礴瓤
-

如蝶多花赘、 菊科
、

蔷薇科
、

百合科
、

莎草科
、

禾本科
、

大戟科
、

茜草科
、

桑科 、 筒参狄
葡萄科

、

紫金牛科
、

五加科等
,

都有较多共同的属种
·

但世界科在区系分析上并不重摹i 币)
这些热带科

、 _

花坪已是它们分布的北缘
。

一
_ -

伍。与马来半岛岩溶植物区系的关系
。

-

一
二 一

,
,

霎势宗黑黯
,

掣蕴麦篡霖橇:撬默获箕黔
共有 ;似

、

粼趾属
62 种

、

属的相似性指标为 49 %
。 一 _ 一 _ 一

鬓岗区系与 马来半 岛石 山区系自然同属岩溶性质
,

但由于纬度相距较远
,

属馨)簿铆瞬参鬓
标较低

, 一

两地共有种更少
,

仅占养岗区系种数的 “ % 左右
。

.

-

一
二

:磷澎祺:{11:淤犷翼淤器澎}馨i
梧桐科

、 一

篡麻科
,
姜科

、

棕桐科
、

苏木科 (

嘱入 掩科
、

无奔子科丘段属o) 这牌真囊舞砷簿虞
属数一就占甄地共有属的半数以上

。

而这些科中
,

除樟科以外
,

全为热带礼 由窿事擎)簿一 `

万

岗区系具存夔曼的热带性
。

但是
,

马来半岛比奔岗具有更多的马来西亚成分
。

一

为卓参舞妹瞻【参
马来亚有1

瞩 43 种
,

鼻岗只有1 1属22 种 ; 肉豆落科那边有 “ 属 7 种杯鼻岗只有主彝篓赞i 龙

脑香科那边有 e 属 12 种
,

并岗也只有 1 属 1 种 ; 山竹子科那边有 奋属 11 种
, ~

鼻 扁有注属 2

种 ;
使君子科那边有 7 属 1 0种

,

界岗有 2 属 3 种 ;
而猪笼草科鼻岚根本没有分镇鑫

、 一 _

鼻岗区系有3名个科不见于马来半岛
, ’

臼们绝大部分是亚热带戴或温带分
_

本称 妞
一

来兰
科

、

茶科
、

五味子科
、

山茱英科
、

八角枫科
、

安息香科
、 几

清风藤科 ` 胡桃科
、 一

伞彝科 i 城寒

科
、

捺末戮 桔梗科等
。

这些科的存在
,

也反映鼻岗区系具有向亚热带过渡的畴
,
一 _

尸

_

伏 )总的沈较
。 - -

一一
_ _

现将鬓圈弱 3属 1 3 3 5种与邻近区系相比较作表如下
:

-

藏添
~

退些璧
{相

比区系自有”

属 }与弄岗相同数

中印半岛 海南岛
马来半岛

石
~

山

相似性指数

相比区系自有数

与弄岗相同数

相同数占弄岗总数

1 72 6

5 7 3

8 8%

1 1公8

导3屯

8 2%

5 1刃

3 2 4

6 3%

5 3 5

2 6 1

4 9%

上万一妞J,皿02

一7
唯1口/

é口̀
Z
J气

óóó呼4

41潇1.`

l
r
..
`.胜1,̀ .卫,.r
几
t
.
了.1

2 3 4 1

6 4 7

魂牙%

仑0 5

肠 3

2 0%

韶 4

l忿3

1吞%

1 1 12

6 2

5%

种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养岗与中印半岛及海南岛的属相似性指数较高
,

也有较多如同昏鞠种
,

说砚它犷垮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

从地理位置和区系组成来看
,

它灯是有共同洲霆户夕一全整

体
,

与胆朔区系的属相似性指标虽然也高于卯%
,

但相同种数较低
,

它们分别雇圣两沦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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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系
。

与花坪及马来半岛区系的属相似性指数均低于 50 %
,

说明它们的关系较疏远
、 花坪

是典型的亚热带区系
,

而筹岗却是热带区系的范畴
。

但由于纬度的差异
,

它和典型热带区索
的马莱半岛岩溶区系也有很大的不筒

。

也就是说
,

鼻岗区系带有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性质
。 _

五
、

结论

1
。

根据吴征锰教授 《论中国植物 区系的分区问题 》 一文的描述
,

我们认为奔岗区 系 可

以归入文中所划分的古热带植物区
、

.

马来亚植物亚区
、

北部湾地区的范围之内
。

在北部湾地

区中
,

可划分成越南东京区系着
、

滇东南区系省和桂西南区系省
。

鼻岗区系属桂西南区系省

中的尸个小 区
。

本区系省的特征种应包括山茶属的金花茶组 ( S
e o t

.

C hr ys
a
nt h ae )

、

规木
、

金丝李
、

肥牛树
、

假肥牛树
、

擎天树
、

东京桐
、

蒜头果 (M al
a in a ol ie f er a)

、

茎花赤才
、

广

西得树
、

广西马兜铃
、

鸡尾木
、

密花美登木
、
枚辣柿

、

广西大风子等
。

2
。

从 弹岗植物区系的组成及属的气候带分布情况看
,

鼻岗区系热带成分占了较大 的 比

重 (纯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的貂% )
,

亚热带成分也有一定的比例 (热带和亚热带分布的 占31

% )
。

结合其纬度
、

气候和温度的情况看
,

鼻岗区系为热带边缘性质
,

具有向亚热带过 渡 的

特点
。

鼻岗区系是广西区系热带成分的重要代表之一
。

3 、 异岗植物区系中
,

属于岩溶专有的种类有 61 科
、

126 属
, 1 70 种

,

约占鼻岗总数的 1 3%
。

它与同是岩溶地区的阳朔及马来半岛的岩溶共有种为数不多
,

这是由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

纬度带
,

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岩溶植物区系
。

可见界岗作为岩溶植物区系
,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

值
。

4
.

鼻岗保护区虽然面积不大 (1 01 ) 平方公里 )
,

但植恤种类丰富
,

据初步调查
,

即得维

管束植物 14 5 4种
,

而且还发现了2吞种新植物
, ,

是广西植物区不中几个荟萃中心之一
。

研究鼻

岗区系
,

对认识广西植物区系有很大的意义
。

5
.

鼻岗区系与邻近区系的关系以中印半岛及海南岛最为密切
,

属的相似性指 数分 别为

88 %与 82 %
。

与广西阳朔区系的属相似性为“ %
。

与马来半岛及广西花坪区系较疏远
,

属的

相似性指数分别为49 %
、

44 %
。

6
。

异岗区系中一些特征种
,

如规木
、

金丝李
、

东京桐
、

枚辣柿等
,

在保护区内已 受 到

不同程度的破坏
,

特别是规木
,

直径 30 公分以上的大树 已不多见
,

而且在综考队考察期间
,

仍见有不断砍伐的现象
。

这不但影响保护区内的生态平衡
,

还将导致植物区系成分的变化
。

因此
,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 以保护
,

以免这些种类被灭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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