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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儿山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

李 光 照
`广西植物研究所 》

关位饲 苗儿山植物区系

苗儿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亚热带夫然林保存较好
、

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林区之一
’ 》 。

它的

植物区系成分复杂
,

植物种类繁多
,

古老子遗植物丰富
。

研秃其植物区系的组成和特点
,

对进

一步研究广西乃至我国的植物区系; 及开发利用保护区内的植物资源
,

使之更好为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
,

均有一定的意义
。

一

本文以作者 1978 一 1 0 84 年
,

在该保护区进行调查采集时获得的如
标本 ( 2 6 7 5号

,

5 1 00

余 份 )
,

及 有 关 资料为主要依据
。

同时参考了我所以往采的苗儿山核物标本 ( 1 6 3 4号 )
,

和
“
苗儿山林区树种资源调查饮戒 1叭 8年秋冬在该保护区采的 9” 号植物标本

, ,
。

以上三项植物

标本共 5 2 6 8号
,

每种区系植物平均 3
。

7号
。

限于作者业务水平
,

错漏之处
,

欢迎指正
。

一 与植物区系相关的自然条件简况

苗儿山自然保护区
“ 》

,

是广西四犬自然保护区之一
咭 )

,

是广西海拔最高的自 然 保 护 区

( 绝对高度 2 1 4 2米
,

相对高度 186 2米 ), 是桂林的漓江
、

湖南的资江和龙胜的得江三大河流

的主要发源地
,

也是一个风景优美
、

生物资源丰富的林区
,

一 苗儿山林区位于北纬2 5
0 4 8

`

一 2 5
0

5乡
` ,

东经 1 10
.

2 0,
一 1 1 0

0 3 5` ,

即桂东北的 越 城 岭 山

脉
。

它地跨兴安县华江
、

金石公社
,

资源县两水
、

车 田
、

中峰公社和龙胜县江底公社 , 划为

国家保护的面积约 2 3万亩
,

计 15 3
。

3平方公里
。

苗儿山林区自然条件简况大体可归纳为
, 山体古老

、

地形复杂
、

气候暖和
、

`

水源丰富
、

土壤肥沃
。

山床古老
,

主要表现在地质历史的悠久和地层的古老
,
据记载

,

苗儿山已有 1肠一 18 。万

年的历史
,

系因燕山运动形成
6 ) 。

它的地层
,

除近山顶的八角田有较多的板岩和侮拔 6 50 米处

1) 按 《兴安县志
》记载

,

苗儿山的原名应为
“
猫儿 山

” , 此外
,

以前还有一些记载称
“
猫岳 山

”
的

。

2) 作者参加了这次查调采集工作
。

3) 以下简称
.
苗儿山林区

” 。

4) 广西另三大自然保护区为花坪
、

弄岗和

陇瑞
。

5) 赓文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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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量砂页岩外
,

绝大部分系由泥盘纪前侵入的老花岗岩体组成 I ’ 1
。

因此
,

孑遗植物也较多
。

地形复杂
,

主要指地形类别及其变化的多样性
。

就整个保护区的外貌看
,

略似
“
葫芦形

” ;

地势呈现中间高
、

四周低
、

由中部和北部向东南部倾斜 , 除南部的通大坪和中部 的 八 角 田

( 面积约 3 6。。亩
`

)
、

三十六 包 ( 面积约 8 00 亩 ) 等局部的山间盆地外
,

其余均系山峦 叠 嶂
、

峰谷连绵地带
。

据统计
,

海拔在二千米 以上的山峰就有10 个, 海拔在一千米以
.

上的山峰达 “

个 , 其余山峰海拔多在七
、

八百米左右
、

在苗儿山
、

大竹山
、

戴云山
、

老山界
、

鸡公山
、

鸭婆山

等巨峰之间
,

’

千米以上的
“ V ”

形谷时常可见
。

各种各样的沟谷来回迁合和分割
,

加上一 些

石山及悬崖硝壁的穿插
,

使地形更显得复杂多变
。

因此
,

水
、

热条件也就分布不一
,

区系植

物种类随之丰富多彩
。

气候暖和
,

主要体现在气温适宜和冰雪期较短
。

苗儿山山顶的年均温 7 ℃
,

极端最高温

2 3 ℃
,

极端最低温 一 1幻海拔 1 2 0 0米处
,

一月均温 2
.

9 ℃
,

七月均温 2 1
.

5 ℃ ,

极端最高温 2 8
.

9 ℃
,

极端最低温 一 1 5 ℃ ; 山脚北部资源县城年均温 1 6
·

4 ℃ ,

车 田一带年均温比 资源县城高 2
·

5一 3
·

5

℃ ; 山脚南部华江一带年均温在 18 ℃以上 ; 整个保护区日均温 > 10 ℃的年积温在 6 0 0 0 ℃左右 ,

山上的冰霜期年约 1 05 天
,

山脚的冰霜期年约 95 天
。

因此
,

尽管林区的山顶与山脚
、

南北两向

气温局部变化大些
,

但总的看
,

林区的气候还是较温和的
。

水源丰富
,

主要反映在降雨量充沛和水系的发达
。

保护区的年降雨量在 2 1 0 0毫米以上 ,

二至六月为雨季
,

雨天占其中的三分之二
。

林区上空
,

一年有四分之三时间云雾弥漫 , 海拔

1 0 0 0一 2 0 0 0米处
,

一年有过半时间被云雾笼罩
。

相对湿度在 90 %左右
。

因而苔醉十分旺盛
。

林区的水系十分发达
。

它是漓江
、

资江和得江的主要发源地
。

有名字可称的江
、

河多达 45 条
。

二
、

三十米的瀑布近十处
。

清泉在海拔 2 1 0 0米处仍可看见
。

八角田 盆地的沼泽星罗棋布
。

据

测
,

这里在枯水期的储水量也有 90 万立方米
. 。

这里的区系植物十分繁茂
,

也是南方铁 杉 纯

林生长的地方
。

土壤肥沃
,

主要指土壤类型多
、
土层深

、

有机质丰富
。

苗儿山从山脚到山顶
,

其土壤类

型有山 地红壤
、

黄红壤
、

生草黄壤
、

黄棕壤
、

泥炭土和山顶矮林土
. 。

不论那一类 土 壤
,

其

有机质含量都较高
。

如山地生草黄壤
,

有机质含量达 7
.

2 %
,

土层厚 1 米以上
。

八角田 的 泥

炭土
,

黑色
,

厚 3 米以上
,
均系枯枝落叶长期累积炭化而成

。
山顶的矮林土

,

土层 虽薄
, _

但黑

色疏松
,

有机质和氮的含量高
,

发育了较多的温带区系植物种类
。

上述优越的自然条件
,

使保护区孕育了丰富的植物种类
,

为繁衍古老复杂的苗儿山植物

区系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二
.

植物区系的组成

苗儿山植物区系组成的概况
,

现从下述三方面说明
:

1
.

分类群组成 从前 面 5 2 6 8

号植物标本的初步鉴定可知
,

苗儿

山植物区系的维管 束植物共有 18 8

科 6 2 6属 1 4 3 6种 ( 包括变种 )
,

其组

成情况如表 1 :

表 1 苗儿山植物区系组成统计

理军毕黔冬
i

牛卜
一

攀整望思丁
翌: 黑粤

一

生仁生书竺
一

}二二卜竺 }竺牟
-

服类植物 1
3 0

}
“ `

{
3 0

}
“

}
了8

}
“

裸子植物 }
“

{
”

}
’ 2

{
’ 2

}
_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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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 44

}
“ 5 8

}
” ` 6

1
’ 7 0

合 计 } 1 8 8 ! “ 2 6 } 1 43 6
} 6 7 0 }“ 9 4 } 12翌

-

表中的种包括变种
。

`
广西桂林行政公署林业局

,
1盯。 .

8 :
广西苗儿山水源林区调查材料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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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主要代表科 苗儿山植物区系中
,

种子植物种类较多 ( 20 种以上 ) 的科有 菊 科
、

蔷

薇科
、

茶科
、

禾亚科
、

樟科
、

百合科
、

茜草科
、

唇形科
、

壳斗科
、

冬青科
、

杜鹃花科
、

莎草科
、

兰科
、

蝶形花科
、

忍冬科
、

五加科
、

大戟科
、

毛莫科和山矶科等 19 科
。

这 19 科约占苗儿山植

物区系种子植物科的 12
。

O%
,

其种类达 65 5种
,

约占苗儿山植物区系种子 植 物 ( 1 3 5 6种 ) 种

的 4 8
.

3 %
。

若除去这些科中的世界科和亚世界科
,

余下的茶科
、

樟科
、

壳斗科
、

五加科
、

忍

冬科
、

毛食科和山矶科
,

便是本区系的主要成分
。

卫矛科
、

安息香科
、

械树科和木兰科的种

类虽少些
,

但对区系的景观有较大的作用
`

现将本区系含种子植物 6 种以上的科与世界和广西植物区系的比较列成下表
:

表 2 苗儿山植物区系种子植物含 6 种心上的科与世界和广西区系比较
’ .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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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冬加食矶矛

茶檐壳五毛忍山卫桑

紫金牛科

马鞭草科

绣球花科

称猴桃科

小 典 科

金缕梅科

木 通 科

野牲丹科

苦登苔科

虎耳草科

山茱英科

爵 床 科

五味子科

防 己 科

姜 科
J、 角 科

锦 葵 科

漆 树 科

桔 梗 科

鸭拓草科

薯 裱 科

科科科科科科萄麻香芦英芸尊葡攀葫获

3 0
。

0

木 兰 科

械 树 科

属属 数数

安息香科

·

本表己除去世界科和亚世界科
。

世界区系以候宽昭
`
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 1 98 2

,

修订版 )为基数 , 广 西 区

系以广 西植物研究所的
《广西植物名录

》 ( 1 9 7 1一 19 73) 为

基数
。

由表 2 可知
,

在苗儿山植物区系中
,

除去世界科和亚西界科外
,

系占世界区系种的 1
.

9 % 以

上的有下述 25 科 (按百分比大小排 )
,

即 :
木通科

、

五味子科
、

称猴桃科
、

八角科
、

茶科
、

山茱

英科
、

山矶科
、

安息香科
、

绣球花科
、

金缕梅科
、

械树科
、

忍冬科
、

木兰科
、

壳斗科
、

获葵科
、

算麻科
、

五加科
、

卫矛科
、

葡萄科
、

葫芦科
、

防己科
、

樟科
、

芸香科
、

紫金牛科和寥科
。

这

些科除出现频率较低的防己科和算麻科以外
,

其余都是组成苗儿山植物区系的重要成分
。

并

且
,

这些科中的绝大部分木本科
,

是构成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分 ; 其中特别是壳斗科
、

樟科
、

茶科和木兰科
,

则是我国常绿国叶林的基本成分 f Z 】。

可见
,

苗儿山植物区系有着明显

的亚热带性质
。

3
.

在林区分布的差异 苗儿山植物区系主要植物在林区的分布
,

现从以下二方面概述 .

A
.

垂直分布差由异
。

于苗儿山林区是广西境内海拔最高的林区
,

因而其 区系植物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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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分布有着时显的差异
。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平地带性的变化
。

份夔缉攀携簿强
的种类、 多分布在山顶和山的东北坡, 一些热带性较强的种类

,

多分布于山脚鬓鑫摹捆舞i

一些热带至温带过度性种类
,

常常分布于山的中部 (见图 主)o 其分布大体情凉藻i
-

-

R五o d o d移n d r o n e a r d i o b a s i s S i n a r u n d i n a f i a ` P 、

L i t s e a 皿 e r r i l l i a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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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肚 s s t e w

a r d i
a n a

T 盆u g合 亡五i皿刃且, i s v 合 r
.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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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盯卜u ` k仑 i令 s l e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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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s t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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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ì l a m o n t i i

C y 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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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n 迁犷o p a n a x d e n t i g e r

T s u g a l o o g i b r a e t c a t a

P i n u s k w a皿 g t u n g e n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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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 f a b r i

S e h i m a a r g e n t e a

S a s s a f r a s t艺皿m 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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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r i o d e n d r o 皿 c五访贻云着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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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狱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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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苗儿山南
、

北坡主要区系植物垂直分布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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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少在海拔 9 00米以下
,

主要是亚热带喜暖种类及少数热带性较强的种类
。

如海拔 60 0

米至白0 0米常见的润楠 属 ( M
a e h i l u s

)
、

毛 桂 ( C i n n a m o m u m a p p e l i a n u m )
、

桐木

(阮 h i血 a s o p e r b a
)

、

厚皮香 ( T e r n s t r o e m i a g y m m a n t h e r a )
、

宛田红花油茶 ( C a m e l
-

l i a
`

一

p o l了o d o n t a
)

、

红锥 ( C a s t a n o p s i s h y s t r i x
)

、

白锥 ( C
.

e a r l e s i i )
、

大叶栋 C a s t
-

. n o p , i s
f i s s a

)
、

杜英属 ( E l a e o c a r p u s
)
、

猴欢喜属 ( S l o a n e a
)
、

马尾树 ( Z h o i p t e l e a

e
h i l i a n t h a

)
、

南华木 ( B r e t s e
b

n e id e r a s i n e n s i s
)
、

酸枣 (C五o e r o s p o n d i a s a x i l l a r i s
)
、

拟赤杨 (A l n i p h y l l u m f o r t o n e i )
、

长蕊杜鹃 ( l记h o d o d e n d r o n s t a m i n e u m ) 和南岭

杜鹃 (R h
.

m a r i a e
)等

。

又如海拔 6 0 0米以下南部 l妇谷常 见 的 硬 叶
一

拷 ( C a s t a n o p s i s

t i s o t泳n a
)
、

瓜馥木 ( F i s s i s t i g m a 一 。 ld h a m i )
、

深山 含 笑 (M i e h e l i a
一

m a u d i a e
)
、

山竹

手 怜
a r e i n i a m u l t i f l o r a

)
、

榕属 (F i e u s )
、

粉羊蹄甲 ( B a u h i n i a g lo u e a )
、

阿丁 枫

( A l t呈泛 g i a e h i n e n s主s
)

、

水丝梨 ( S y e o p s i s s i n e n s i s
) 和野芭蕉 (M u s u 卜a lb i s i a n a

)

等
,

则是一些热带性较强的种类
。

2) 在海拔 9 00 一1 3。。米
,

主要是亚热带常见种类
。

如乔木的罗浮拷 ( C as at 。 。
Ps si

.

f
a -

乞r i )
、

粤桂柯 ( L i t h o e a r p u s e a l o p h rj l l a
)
、

银分木 ( S e h im a a r g e n t e a
)

、

银钟树 ( H a l e s i a

爪 a e g r e g o r i i )
、

鹅掌揪 ( L i r i o d e n d r o n e h i n e n s e
)
、

化香 ( P l a t v o a r y a s t r o b i l a e e a
)
、

青

钱柳 ( C y e l o e a r y a p a l i u r u s
)

、

山合欢 ( A lb i z z i a k a lk o r a
) , 灌木的湖南杨桐 ( A d i n -

a n d r a b o e k i a n a v a r
.

a C u t i f
o l i a

)
、

.

满山香 (G
a u l t h e r i a 了。 n o a n e n s i s

)
、

圆锥绣 球

(H 了d r a n g e a p a n i e u l a t a
), 草本的兴安梅花草 ( P a r n a s s i a x i n g a n e n s i s

)
、

璋牙 莱

( S w e r t i a b im a e o l a t a
)
、

白花败酱 ( P a t r i n i a v i l l o s a
)

、

西南马先篙 ( P e d i e u l a r i s
h

e n -

r
对 )

·

等
。

此外
,

在这一区的上限
,

还分布有极少数的温带落叶树种
,

如水青冈 ( F a g sti

l o n 酥p e t i o l a t a
) 和雷公鹅耳枷令( C a r p i n u s v i m n e a 。

3 ) 在海拔 1 3 0 0一 1 70 0米
,

主要为亚热带种类和温带种类相互交错的区域
。

既有众 多

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树种
,

义有不少的魄带落叶阔叶树种
。

前者如桂南木莲 ( y a

ng il e t ai

。
h i 。 : 11)

、

阔瓣白兰花 ( M i比
e l i。 p l a t , p e t a l a 、

交让木 (D
a p h o ip “ y l l u m m a e r。 -

p o
d
。
孤)

、
,

枫桐桂 ( D
e n d r 。 p 。 n a 公 d e n t i g e r

)
、

铁锥拷 ( e
a s t a n 。 p s i , x。 m 。 。 t i i )

、

亮叶栋

(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 u b i u m )
、

红淡属 (C l e y e r a )
、

怜属 ( E u , y a
)
、

尖叶山茶 ( C
a m e

l l i a

比访 d a t a
)

、

团叶杜鹃 ( R h o

面 d e n d r o n o r b i e : l a r e
)
、

红岩杜鹃 ( R h
.

h a o
f “ i )

、

兴安马

银花 ( z、 h
.

二 i n g a n e n s e
)

、

摆竹 ( I n d o s a s a s h ib a t a e a o i d e s )
、

冬青属 ( I l e x s p p
.

) 和

蔷薇科中的一些常绿种类 , 后者如擦木 ( S“ s“ ar
s t z o m u)

、

雷公鹅耳 杨
、

水 青 冈
、

光皮桦 ( B e t u l a l。 m s。 i f e r a
)
、

紫树 ( N y s s a : i n e n s i s )
、

毛果积具 (H
o , 。 n i a t r i e五o a r p a

)
、

缺粤枫香 ( L iq u i d a m b a r a c a ly c i n a
)

、

白灯笼 ( e l e r o d e n d r o n m a n
d

a r i n o r 。 m )
、

华

中山初 ( e z
e t h r a c a v a l e r i e i )

、

杨护 ( w
e ig e l a

ja p o n i c a
)
、

陀螺果 ( M e
l l i o

d e n
d

r o n

x y l心 e ar p
u m )

、

广东木瓜红 (尺比 d e r o d o n d r o n kw a n g t u n g e n s e
)
、

裂叶白梓树 ( P t e -

r
公 yt r a x l。 ve il l e

)i 及械属 (A ec
r
) 的一些种类

。

此外
,

在这一区域还混生了一些温性针

叶树和
,

如长苞铁杉 ( T , u g a l o n g i b r a e t e a t a
)
、

广东五针松 ( p i n u s k w a n g t u n g e n s i s
)

和江南油杉 (K
e t e l e e r i a e y e l o l e p i s

)
。

4) 在海拔 1 7 0 0一 2 0 0 0米
,

常见的是亚热带耐寒种类和温带性针叶
、

阔叶种类
。

前者如

假地枫皮 ( I l l i e i u m j i a d i f
e n g p i )

、

资源木姜 ( L i t s e a m e r r i l l i a n a
)

、

黔周 ( Q
u e r e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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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ew ar dia a n
)

、

青岗栋 ( Q
.

g la uea
)

、

包果柯 ( L i th o ar ep s e ul e is to a er p a )
、

华丽杜 鹃

( Rli do de ndr o nf r er r ea e
)

、

厚叶杜鹃 ( h R
.

p a eh yp h yl l um )
、

北江杜鹃 ( h R
.

l e vi ne i )

美丽马醉木 ( P i er is fo r mo s a
)

、

山桂花 ( O
s m a nth us r e ti e ula t us

)和尖尾筱竹 ( T h a m
-

no ea la m s ue us p i da ts u
)等 ;后者如阔叶树的英五叶加 ( Aa e nth

o p a nax e vo dia e
f
o l is u

)
、

毛序花揪 ( S o r bs uke is s lr e i )
、

华西花揪 ( 5
.

w i ls o nia a n
)及针叶树的南方铁杉 ( T s ug a

teh e kia ng e ns is
)

、

长苞铁杉
、

宽叶粗摇 ( Cep h a lo tax us s i nes nis var
.

la tifo l ia
)等

。

南

方铁杉在这一区域除散生外
,

还有一小片约一百株的纯林
,

其景观异常壮观
。

5) 在 2。的一 2 1 4 2米
,

主要分布着一些温带种类
。

其中常见的木本 种类有红脉木 姜 子

( L i t s e a r u b e s e e u s
)

、

蚝猪刺 (B
e r b e r i s

j
u l i a n a e

)
、

西南山茶 ( C a m e l l i a p i t a r d i i )
、

灯笼树 ( E n k i a n t h
u s e h i n e n s i s

)
、

少花灯笼树 ( E n
.

p a u e i f l o r u s
)

、

心基杜鹃 ( R七o d o
-

d e n d r o n e a r d i o b a s i s
)

、

苗儿山杜鹃 ( R h
.

m a o e r e n s e
)

、

红果树 ( S t r a n v a e s i s d a v i d
-

主a n a
)

、

草地柳 ( S a l i x p r a t i e o l a
) 和观音竹 (S i n a r u n d i n a r i s s p

.

), 常见的草本种类有

柳 叶 莱属数种 ( E p i l o b i u m s p p
.

)
、

Y 蕊花 ( Y p s i l a n d r a t h ib e t i e a
)
、

灰鞘 粉 条 儿

( A l e t r i s e i n e r a s e e n s
)
、

日本荻芦 (V
e r a t r u m ja P o n i e u m )

、

异叶泽兰 ( E u p a t o r i u m w a .

l l i e h i i v a r
.

h e t e r o p h y l l u m )
、

琴叶飞蓬 ( E r i g e r o n p a n d u r a t u s
)
、

多星韭 (A l l i u m

w a l l i e h i i )
、

吊兰龙胆 (G
e n t i a n a a t k e n s o n i i )

、

及大戟属 (E
u p h o r b i a s p

.

)
、

和景天

属 ( S
e d u m s p

.

)各一种
。

B
.

地区分布差异
。

如前所述
,

因苗儿山林区地形复杂
,

其北部和东北部受西伯 利 亚

寒流影 响
,

南部受印度洋暖流的影响
,

故区系植物的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

在北部地区
,

即清水江和苗儿山公路以北
,

大体包括戴云山
、

塘洞
、

苗儿山北麓
、

雷

公田
、

吊洞
、

八角田
、

老山界和桐木江一带
。

常见的种类主要是一些温带性针叶树和落叶

阔叶树种
,

如 长苞铁杉
、

南方铁杉
、

红豆杉
、

南方红豆杉
、

江南油杉
、

广东五针松
、

宽

叶粗概
、

水青冈鹅掌揪
、

( L i r i o d e n d r o n e h i n e n s e
)

、

紫树
、

庐山极 ( T i l i a b r e v i r a
d

-

i a t a
)

、

栓皮栋 ( Q u e r e u s v a r i a b i l i s
)

、

南华木
、

北江莞花 ( W i k s t r o e m i a m o n n u
l

a
)等

。

此

外
,

一些耐寒性较强的常绿阔叶树
,

如宜 昌橙 ( C i t r u s i e h a n g e n s i s
)

、

尖嘴林擒 ( M a l u s

m e l l i a n a
)和多花山矶 ( S y m p l

o e o s s t a p f i a n a
)

,

及灵香草 ( L y s im a e
h i a f o e n u m

一

g r a e c ·

u m )
,

茵 芹 美花草 ( B℃。 s i a e a l t h a e f o
l i a

)和鸭脚黄连 ( A s t e r o p y r u m e a v a
l

e r i e i ) 等温

性草本亦较常见
。

这些种类在南部是没有或罕见的
。

南部地区
,

即清水江和苗儿山公路 以南
,

大体包括乌龟江
、

杉木江
、

三叉河
、

龙塘江
、

白竹江
、

大竹山
、

通大坪
、

嘈江河及苗儿山南麓
。

其主要分布着一些亚热带喜暖种类 ,

在一些温暖的沟谷里
,

也可见到极少数热带种类
。

其中有不少种类是林区北部所没有或

罕见的
。

如瓜馥木
、

楠木 ( P h o e b e b o u r n e i )
、

宛田红花油茶
、

硬毛石笔木 ( T
u t e 五e r i a h i r

·

t a
)

、

木英红豆 ( O r m o s i a x y l o e a r p a
)

、

花搁木 ( 0
.

h e n r y i )
、

饭毓稠 ( Q u e r e u s
f l e u r y i )

观光木 ( T s o o n g i o d e n d r o n o d o r u m )马尾树 归 h o i p t e r e a e h i l i a n t h a
)

、

基脉楠 (M a
-

e h i l u s d e e u r s i n e r v i s
)

、

西藏山茉莉 ( H u o d e n d r o n t i b e t i e u m )
、

方竹 ( C h i m o n o
b a m

-

b u s a q u a d r a n g l a r i s
) 和罗汉果 ( S i r a i t i a g r o s v e n o r i i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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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

t
.

地理成分盆杂 苗儿山植物区系的复杂性
,

主要表现在科的地理成分广泛及 属 的

丫地理分布区类型的多样性
。

现将煎面含种子植物 6 种以上的科的地理成分分为
:

,.. 丈 i )世界科
、

亚世界科 兮

l
一

菊 科 c o口 p o s i t a e 玄 参 科 s e r o p h u la r ia e e a e

几
` _

J

苗
’

薇 科 R心 s a
ec ` e 木 犀 科 0 1e a ec a e

禾 亚 科 A g r o s t id o i d e a e 竹 亚 科 B a二 b u s o id e a e

; 百
一

合 科 L iil 奴 ea
e

,

天南星科 A ra ec ea
:

,

, 茜序科
R u b` a c “ a e

茧 菜 科 v `0 `a c “ a e

、
_

辱形 科 L a b ia t a e 报春花科 p r i二。 l a e e a e

_
’

冬 青 科 A q ui f ol i a c e a e
`

鼠 李 科 R h a m n扰 e扰

杜鹃花科 E r ie a e e a e 清风藤科 S a b ia e e a e

莎 草 科 C y p e r a c e a e 尤 胆 科 G e n t ia n : c e a e

’

二 操形花科 P a p i l i o n a e e o e 石 竹 科 C a r y o p h y l l o e e a e

一 .

天 戟 科 E。 p h o r b ia e e a 。
一

苏 木 科 e a e s a l p i u i a e e a e

乡
_ ·

兰
·

科 O cr 从 da ec ae
一

景 天 科 Cr as us lac ea e

、 .

伞 形 科 U nt be ill f e r ae
、: ( 2 )热带科

C u e u r b i t a e e a e

S m i l a e a e e a e

A e a n t h a e e a e

2 i n g i b e r o c e a e

亚热带科

T h e a e e a e

L a u r a e e a e

F a g a c e a e

S y m p l o e a e e a e

M o r a e e a e

M y r s i n a c e a e

V e r b e n a e e a e

M a g n o l ia e e a e

S t y r e a c e a e

A c t ni id i a e e a e

漆 树 科 A n a e a r d ia e e a e

五 加 科 A r a l i a e e a e

薯 按 科 D i o s e o r e a e e a e

姜 科

(
,

3 ) 热带
、

茶 科
“ ’

樟 科

壳 斗 科

山 矶 科

桑 科

紧金牛科

马鞭草科

木 兰 科

安息香科
`

称猴桃科

野牡丹科 M e l a s t o
m a c e a e

金缕梅科 H a m a nt e l id a c e a e

木 通 科 L a r d i z a b a l a c e a e

苦芭苔科 G e s n e r i a c e a e

五味子科 s e h i z a n d r a c e a e

防 己 科 M
e n i s P e r m a c e a e

八 角 科 I l l i e i a c e a e

桔 梗 科 C a m p a n u l a c e a e

鸭拓草科 e o m o e l i n a c e a e

( 4 ) 热带至温带科

卫 矛 科 C e las t r a c o a e 芸 香 科

算 麻 科 U rt i ca c e ae 锦 葵 科

葡 萄 科
·

v i t a c e a e

( 5 )
一

温带科

忍 冬 科 C a p r i f o l i a e e a e 械 树 科

R u t a e e a e

M a l下 a e e a e

A e e r a c e a e



2 18 广 西 植 物 `卷

毛 食 科 Ra e n u n ula e ea a 小 巢 科

募 科 Po lg yo na e ea e虎耳草科

绣球花科 耳 ydr a ng eac ea e山茱英科

表 3上述各科计成百分比

Ber ber i da e ea e

S a

Co

x ifr ag a e ea e

a a e e C n

带科
带

热温总 科
世界科
亚世界科

热带科
热 带
亚热带科

温带科

。 ; 1: 5} 7
’

1;。
1

。 } 。

10 0 % 1 9 30 1
。

9} 2 9

表 4苗儿山种子植物属的分布类型统计

、

八̀抽比洲、.沪一八甘 J马自口ù00口 nOO口内 O nù J n月了

口/一 n` O口,目0.,曰4
Jù,口一勺,自ù勺.U

.电J净,口产̀一11,1,̀,几nl

分 布 区

类 型

…
属 ”

o. j咭Où自口n口汽000
ù

OQ仙,玉n西.勺而01ó口叮̀ó勺,人2,1
njnq甲̀内O,`

. 1.0

::

世界分布或近于世界分布

泛热带分布

旧世界热带分布

热带东南亚洲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太洋洲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东亚 (东喜马拉雅一日本 )分布

东亚至美诗间断分布

旧世界温带分布

北温带分布

合 计

从表 3 可知
,

除去世界科
、

亚世界科外
,

在苗儿山植物区系中
,

以热带
、

亚热带成分占

首要地位 (2 9
.

7 % )
,

并包含有较多的温带成分

和热带成分
, 同时

,

热带至亚热带和热带至温

带成分共占37
.

5 %
。

这就说明
,

苗儿山植物区

系具有地理成分复杂和明显的过度性
。

这一特性
,

也可从苗儿山种子植物属的分

布区类型的分析中
,

得到更好的证明 (表 4 ) :

由表 4 可知
: 1

.

苗儿山植物区系包 含有

泛北极
、

古热带和泛热带等地理成分
,

并以东

亚 (东喜马拉雅一 日本 )分布类型占 比 率 最 大

( 2 2
.

6 % ) , 2
。

在这些成分中
,

温带成带 ( 8

一 n 类
,

占本区系总属数的 4 5
。

6 % )与热 带 成

分 ( 2一 7 类
,

占本区系总属数的貂
.

4 % )大致

相当
。

这就再次说明
,

苗儿山植物 区系是一种

介于带与温带之间典型过度类型
,

即亚热带类

型 , 3
。

如果与湖北的神农架 (属华 中植 物 区

J上2846

系 )和桂中的大瑶山 (属华南植物 区 系 )比
,

则本区系温带成分的比率高于大瑶山 (3 4
.

2 % )
. ,

而低于神农架 ( 54
.

7 % )[ 3
污 热带 成 分 的 比 率低于 大 瑶 山 ( 5 8

.

9 % )
. ,

而 高 于 神 农 架

(3 1
.

3 % )[
3 1。

可见
,

苗儿山植物区系
,

既包含 有 丰富的华中植物区系成分
,

又包含有一部

分华南植物区系成分
。

2
.

植物起派古老 由于苗儿山林区地质历史悠久
,

又有许多对植物繁衍有利的 自然 条

件
,

因而它保存着不少古代残遗植物
。

首先
,

本区系中裸子植物就有 6科 8属 12 种
,

占我国野生

裸子植 物 (1 1科 )科的 5 4
.

5 %
,

占广西野生裸子植物 ( 8 科 )科的 75 %
。

其中有些种类如南方铁

杉
、

长苞铁杉和红豆杉等
,

树龄多在二
、

三百年 以上
。

我们曾测试过一株中年的南方铁杉和

一株中年的长苞铁杉
,

它们的年龄已分别达2 42 岁和24 6岁
。

其次
,

向来被人们视为起源古老的被子植物
,

在本区系中也有 10 科 37 属 10 6种
。

其 中 包

括木兰科 5 属 12 种
、

八角科 1 属 6 种
、

五味子科 2 属 7 种
、

毛莫科 9 属 20 种
、

木通科 1 属 1 种
、

大血藤科 1 属 1 种
、

三白草科 2 属 2 种
、

金缕梅科 7 属 9 种
、

樟科 7 属 38 种和茶科 2 属 10 种
。

樟科起 源于古南大陆
,

在本区系中占有优势
。

鹅掌揪是著名的第三纪残遗植物毕 1
,

在苗 儿

山西北的沟谷中保存有一定数量
。

它和观光木被认为是木兰科中最有代表的原始种类
。

猫儿

屎 ( D e o
ai s n e a af r g e s i )i 被认为是木通科原始种类的代表

,

在广西除田林的老山和乐业的

甘田有少数分布外
,

苗儿山林 区也肴分布
。

八角科
、

条科
、

樟科
、

木兰科的绝大多数种类
,

都

是苗儿山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分
。

此外
,

有些人认为双子叶植物中最原始的菜黄花序类
,

如

。
大瑶山综合考察队区系组

,
1 9 82 :

西广大瑶山综合考察报告 (植物区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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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科 ( J
o g l扛 nda ea e e

)
、

杨柳科 ( S a从 ea嘿 a。 )
、

杨梅科 ( M了r ia e e ea e )
、

桦木科 ( Bo t u·

la e
助

e
)

、

棒木科 ( C
o r yla a e e e

)
、
壳斗科 ( F ag a a e e e

)
、

榆科 ( U lm a e eo e
)

,

桑科 M o r -

解够 e)
,

马尾树科 ( R h oi p et l
“ “ c “ a e )等

,

在本区系中也有一定的位置
、

其中马尾树科仅 1

属 i 种 (即马尾树 ( R h
o i p t e

l e o e
h i l i a n t il a

)
,

仅分布于我国和越南
。

再次
,

就蔗类植物而言
,

古生代的石松 类 ( L yc
o p o d i o m s p p

.

)
、

卷柏类 (s
e

al g i ne u
a

s p只
.

)
、

密枝木贼 ( E q u i s e t u m d i f f u s u m )
、

华东阴地蔗 (B
o t r y “ h i “ m ja p o n i c n m )

、

马

蹄蔗 ( A n g i o p t e r i s
.

f o k i e o s i s

)
一

和中生代的残遗种紫其类 (O s m u n d a s p p
.

)
、

芒其类

( D 企二 a n o p t e r遥5 s p p
.

) 和里白类 (H i e r i o p t e r i s , p p
.

) 等
,

在本区系也有一定的 分 布
。

以上这些残遗或古老植物的存在
,

充分显示出苗儿山植物区系的古老性
。

3
.

植钧种类丰宫
.

苍抵 本区系的维管束植物有 1 8 8科 626 属 14 36 种
,

分别 占广 西 植

物区系科
、

属
、

种的 67
。

2 %
、

30
.

。%和 23
.

9 % l “ 1。

其种数
,

在广西仅次于大瑙山植物区

系 (2 3 35 种 )
,

较花坪 ( 1 1 93 种 )和筹岗 ( 1 2 82 种 ) 两植物区系丰富
, 在全 国较黄山植物区系

( 1 0 3 3种 )丰富 I“ l
。

其次
,

就世界种子植物四特大科 (菊科
、

兰科、 蝶形花科和禾本科 )看` 截儿山区系计

有 I Q0属 17 3种
,

分别占广西这四科 (计2 78 属 7 70 种 )所含属
、

种的 3 6
.

。%和22
`

5 % ` 特别
.

是苗儿山有 4 1个含10 种以上的科
,

计有 9 7 6种
,

占广西种子植物 5 4 e 3种的 17
.

9 %
。

这 些

科在黄儿山林区分布较广
,

出现频率也较高
。 -

·

第三
,

在 1 98 1一 1 9 8 3年发表
、

属于苗儿山的新种新变种和分布不限于苗儿山
,

但其模

式或副模式标本采于苗儿山的新种新变种
,

共有16 种 (表 场 ) :

表石 1 9 8 1一 1 9 8: 年发表
、

模式或副模式标本采子苗儿山的新种和新变种

兴安梅花草 Pa
r n a s s i a x i

n g a n e n s i s C
.

2
.

G a o e t G
.

2
.

L i

广西虎耳草 s a x i f r a g a * , a n

脚
。 n s i

s e ` u n e t H o ,

细 痰杜鹅 R五o d o d e n d r o n t e n “ e C h i o g e大 F a n g e t M
,

Y
.

H e

美 丽 杜 鹅 R h
.

b o l l。皿 F a . g e t G
.

2
.

L s

子 花杜 鹃 R h
.

fl o s e u lu m Fa
n ` e t G

.

2
.

L i

猫 儿 杜 鹃 R h
.

m
a o o r e n s e

Fa
n ` e t G

.

Z
.

L i

兴安马银花 R h
.

x in g a n e 皿 s e G
.

2
.

L i

厚 叶杜 鹃 R h
.

p a e h y p li y l lu 二 Fa
n g

稀 果 杜 鹃 R肚
.

o l i g o c a r p u m F a n g e t X
.

S
.

Z h a n g

广 西 杜 鹃 R h
.

k 贫 a 。 ` s i e . s e H u e x F a n g

萦挂花杜鹃 R h
.

, i l s o n a e H , 口 5 1
.

e t W i l s
.

, a r
.

i o n a n t五u m F a n g

短柄粉叶柿 D io s p了r o s ` l a u o i f o
l i a M e t e

.
v a r

.

b r e, i p e s 5
.

L
e e

广 西 阶 栗 R ib e s ` u a n g x 玉e n s e C
.

2
.

G a o

华 南石衫 Hu p e r z i a a u s t r o s i n
i

e a c h i。 g

心托叶冷水花 P i l e a e o r
d i s t i p u l a t a C

.

J
,

C h
e n

毛花吊石芭苔 L 了s i o n o t怪 5 p a性 ` i f l o r 认 5 M a 飞 im
.

v a r
.

la s三a n t奴u s
W

.

T
.

W
a 住 g

此外
,

属于广西新记录的植物还有红叶木姜子 ( Li t s ea
r u

b
e s c e

ns )
、

鸦椿卫矛 ( E u -

o n y m u s e u s e a p h i s
)

、

长蕊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s t a m i n e u m )
、

啮蚀状英莲 ( V i b u r -

肚m o r o s u m )
: 异叶败酱 ( p a t r i n i a

h
e t e r o Ph犷l l

a
)等2 0余种

,
在 1 9 8 1年以前发 表 的



2 2 0广 西 植 物 5卷

新植物中
,

也有资源木姜 ( L i t s e a p e n d u n e u
l

a t a
)

、

半齿拎 ( E u r y a s e m i s e r r a t a
)

、

临桂绣球 ( H y d r a n g e a l i n k w e i e n s i s
)

、

越桔 ( V a e e i n i u m s i n i e u m )
、

毛果积具 ( H o v e ·

n i a t r i e h o e a r p a
)

、

短脉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b r e v i n e r v e
)

、

五岭细辛 ( A s a r u m w u ·

l i n g e n s i s
)

、

金花称猴桃 ( A e t i n i d i a e h r y , a n t h a
)

、

宽叶粗极 (C
e p h

a
l

o t a x u s s i n e n -

5 1: v a r
.

l a t i f o
l i a

)
、

和琴叶飞蓬 ( E r i g e r o n p a n d
“ r a t u s

) 等 2 0种的模式或副式模 标

本的产地在苗儿山
,

此外
,

苗儿山亦产的我国特有植物计有 34 属 38 种
,

如南方铁杉
、

长

苞铁杉
、

广东五针松
、

红豆杉
、

鹅掌揪
、

黄连 ( C
o p t i s e五i n e n s i s

)
、

猫儿屎 ( D e c a i s 一

n e a f a r g e s i i )
、

金花称猴桃
、

宜昌橙 (C i t r u s i e h a n g e n s i s
)

、

南华木 ( B r e t s e h n e id e r a

s i n e n s i s
)

、

青钱柳 ( C y e l o l e a e h i l i a n t h
a

)
、

马尾树 ( R h
o i p t e

l
e a e

h i l i a n t li a )和银

钟树 (H
a l e , i。 m a 。 g r e g e r i i )等

。

可见
,

苗儿山植物区系的种类是+ 分丰富的
。

4
.

特有位物多 分布仅限于苗儿山的植物有兴安梅花草
、

细瘦杜鹃
、

美丽杜鹃
、

子花

杜鹃
、

猫儿山杜鹃
、

紫篮花杜鹃
、

心托叶冷水花
、

毛花吊石首苔
、

宽叶粗极
、

华南石杉和琴叶
-

飞蓬等 n 种
。

这是苗儿山植物区系的特有成分
,

约占本区系植物种数 O
。

7 %
。

5
.

木本植物 占优势
,

慈本植物处 于劣势 本区系的木本植物有 6 70 种
,

约占全区系植

物种数的 4 6
.

7 %
,

较草本植物 ( 5 9 4种
,

占全区系植物种数的 4 1
.

4 % )尤其较藤本植物 占

优势
。

藤本植物有 17 2种 (占全区系植 物种数的 12
.

。% )
,

较花坪林区 (藤本占n % ) 略 高
,

较热带北缘的鼻岗林 区 (藤本占2 0
.

8 % )明显偏低
’ 。

并且本区系的藤本植物大都是 些
’

纤

弱的木质或草质种类
,

如五味子属 (K
a d s u r a

)
、

北五妹子属 ( S e h i s a n d r a
)

、

铁线莲 属

( C l
e m a t i s

)
、

野木瓜属 ( S t a u n t o n i a
)

、

细圆藤属 ( P e r i e a m p y l u s
)

、

括楼属 ( T r i e h o -

s a n t h e s
)

、

称猴桃属 ( A e t i n i d i a )
、

蛇葡萄属 ( A m p e l o p s i s
)

、

获葵属 ( S m i l a x ) 等
。

它们的围径一般不超过 5 厘米
,

长度不超过 15 米
。

而鼻岗林区的藤本植 物
,

不 但 常 以

强大的木质出现
,

而且分布也十分普遍
,

如大叶藤 ( T i n o m i s e i u m t o n k i n e n s i s
)

、

蝉翼

藤 ( S
e e u r id a e a i n a p p e n d i e u l a t a

)
、

铁带藤 ( T e t r a s t i g m a p l a n i e a u l e
)
、

钩藤 ( U n -

c a r i a r h y n 。 h o p h y l l a
)

、

龙须藤属 ( B a u h i n i a
)

、

崖豆藤属 ( M i l l e t t i a
)

、

买麻藤属 ( G
-

n e
ut m )等

,

便 是 其 中一些典型的例子
。

其中扁带藤分布最普遍
,

有时在一百平 方 来

内就达十至二十株
,

围径最粗可达 45 厘米
,

长近40 米
。

钩藤也长得特别粗 大
,

如 陇 荣

的一株钩藤
,

其直径竟达 15 厘米
,

估计重达 4 00 余斤
。

如此发达的藤本
,

在苗儿山林 区

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找到的
。

6
.

无板根现象 板根现 象是热带雨林 的特征之一
,

在我国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 纳 的

带热森林中尤为常见
。

在广西
,

除桂南和桂西南一些地区 (如鼻岗林区 ) 外
,

在桂北和桂

东北 ( 如苗儿山林区 ) 一般是不在的
。

在 养岗林区的人面子 ( D r a e o n t o m e l o n d u p e r r e a ·

n u m )
,

其最大的板根宽竟达 4 0 0厘米 ; 见血 封 喉 (A
n t i a r i s t o x i e a r i a

) 海 南 风 吹楠

( H o r s f i e l d i a h a i n a n n , 15
)

、

规木 ( B u : r e t i o d e n d r o n h s i e 二 m u
)

、

及榕属 ( F i c u s
)的

一些种类
,

也具有发达的板根
。

而苗儿山林区
,

由于地处中亚热带
,

这类板根植物是役

有生长的
。

. 弄岗林区综考队植物区 系组
, 19 8。

:

弄岗植物区 系考察报告 (五
,

植物区 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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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与相邻区系的关系

一

苗儿山位子桂东北
,

它的植物区系与相邻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
,

西可与桂东北的花坪

比较
,

南可与桂中的大瑶山以至海南岛比较
,

北和东因近邻缺乏资料
,

但也可分别 与稍

远的安微黄山和广东鼎湖山作一比较
:

6 表 苗J L山植物区系与相邻地区植物区系属
、

种相似系数比较

f 面
’ : 一 : ”

! 一
’ `

种

地 区 !—
一

- — 一百二丁丁万 , 万万二二一汗
~

一
万

-一万二万万, 丁, 二孟二二
~ ~ 1 二

二
} 与苗儿山 } 相似系数 1 二 二 . } 与苗儿山 1 相似系数

l 总 属 数 ! 霏思台众 1 们汽灭抓 } 总 种 数 } 窟里软岩 l
’ . 几天朴

} ` 性 “ }椭属数 } ` % , } “ ” ’ …共有种数 ! ` % ,

李一 坪 1
` , 5

}
` , ,

!
` 5

· ` “

}
l。, 7

{
5 73

}
3。·

: 1

杏瑞 中 {
7 8 4

}
通6 3

}
“ i

·
6 7

!
2 0 85

} 了6 0
1

2 8· 3 5

芭
一
臾 1

5 , ,
l

’ ` 7
.

1
` “

· , 0

{
’ 。, 3

{ ” ,

I
` “

·

“

钾塑中 1
` , ,

{
3, 了

}
`。

·

5 ,

t ” , `
{

` “ 5
1

, ,
· ` ,

海 雨 岛 } 1 10 8 }
`

3 60
`

{
`

2.7 21 !
`

} !
`

由上表可知
,

无论属或种的相似系数
,

均以花坪最高 (属和种的相似系数分别为 “
.

88 %

和30
.

肚% )
,

说明了苗儿山与花坪两植物区系的关系最为事切
。

其次为大瑶山
,

属和种的

柏似系数分别为 5 1
.

6 7 %和 2:
.

3 5 %
。

其余地区属和种的相似系数均低千 5。%
,

因而与苗

儿山植物区系较疏远
。

_

花坪位于东径2 0 0
0 4分,
一 1 0 9

0

5 8` ,

北纬 2 5
0

3 1 ,
一 2 5

“ 3。, 。
由于它与苗儿山甚近

,

纬度

只差 32
` ,

经度只差 17 , ,

又同在越城岭上
,

因而两地区相同的植物特别多 (计有 4 2 1属 5”

种)
,

联系也特别密切
。

这种联系是通过它们中相同的主要成分
。

如这两区系的 6个 主

要科夕即茶科
、

樟科
、

壳斗科
、

山矶科和五加科 )中
,

共有植物 37 属
,

其中相同 成 分 就

达 32属
,

约占总属数的 71
.

6 %
.

由于这些科几乎都是我国常绿阔叶林的基本组成成分
,

因而也可 以说
,

.

这两区系主要是通过一些亚热带成分而实现联系的
。

当然
,

花坪和苗儿山两区系也各有不同的特性
,

主要表现在各自特有成分的区别上
。

如上面曾提到的苗儿 山n 个特有种 ( 即华南石杉
、

兴安梅花草
、

细瘦杜鹃
、

美丽 杜 鹃
、

子花杜鹃
、

猫儿山杜鹃
、

紫蓝花杜鹃
、

心托叶冷水花
、

毛花吊石芭苔
、

宽叶粗框和琴叶

飞蓬 )
,

一些广西新记录植物 (如长蕊杜鹃
、

红脉木姜子
、

鸦椿卫矛等 )
,

及一些起 源 古

者的种类 (如观光木
、

猫儿屎
、

青钱柳
、

银钟树
、

匙叶草等 )
,

均是花坪所没有的
。

反之
,

花坪所拥有的著名孑遗植物银 杉 ( C a t h
a y a a r g y r o p h y l l a

) 及 龙 胜钓樟 ( L i n d e r a

l u n g s
h e n g e n s i s

)
、

皱果茶 ( C a m e l l i a p a r a t u b e r e u l a t a
)

、

龙胜械 ( A
e e r

l
u n g s

h
e n g

-

e n s e
)
、

红 滩 杜 鹃 ( R h
u

d
o d e n d r o n e h i h

s i n i a n u m ) 和 缝 曹 乌 饭 树 ( V a e e i n i u m

fi m br ci al y x)
、

等特有种
,

也是苗儿山所没有的
. 。

这种区系特有成分上的差 异
,

集 中

地体现了苗儿山与花坪两植物区系的差异
。

大瑶山地处南亚热带
,

即北纬2 3
0

4 0
`

一 2 4
0

2 4产
,

东经 1 0。 。
5 0

,

一 1 1 0
0

2 7 尹之间
。

其纬度

,

花坪林区纬合考察队
,

李树刚等
,

砰62
:

广西花坪林区缘合考察很告 (五
,

植物区系)
,

U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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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苗儿山低 2
“

0 8,
。

其与苗儿山相同的成分有 4 63 属 7 60 种
,

属和种的相似系 数分 别 为

51
.

67 %和 2 8
.

3 5 %
,

仅低于花坪
。

其与苗儿山植物区系的联系
,

主要是通过亚热带
、

温

带成分和部分热带成分加以实现的
。

前者有 2 28 属
,

占这两区系相同属数 的 49
.

2 %
,

如

樟科苗儿山有 7 属
,

均与大瑶共有 , 虎耳草科苗儿山有 4 属
,

与大瑶山共有 3 属 , 苗儿

山的木兰科 ( 5 属 )
、

茶科 ( 8属 )
、

金缕梅科 ( 7属 )
、

壳斗科 ( 6 属 )
、

绣球花科 ( 6 属 )
、

忍冬科 ( 4 属 )和桔梗科 ( 5 属 )等所含的属
,

全部与大瑶 山相同
。

后者有1 70 属
,

占这 两

区系相同属数的 36
.

7 %
,

如葫芦科苗儿山有 7 属
,

均与大瑶共有 6 属 , 漆树科苗儿山有

2 属
,

均与大瑶儿山共有
; 野牡丹科苗儿山有 7 属

,

全部与大瑶山共有 , 番荔枝和山竹

子科苗儿山 1属
,

均与大瑶共有等等
。

当然
,

大瑶山植物区系所含的热带成分较苗儿山植物区系更显著
,

这一区别也应加以

肯定
。

如大瑶山的一些典型热带成分金虎尾科 (M
a

lp馆五i ac
e a e

)
、

天料木科 ( S a m y d a -

e e a e
)

、

水东哥科 ( S a u r a u i a e e a e
)

、

橄榄科 ( B u r s e r a e e a e
)
、

山榄科 ( S
a p o t a e e a e )等

,

在苗儿山是不存在的
.

反之
,

在苗儿山一些含属数很少的热带科
,

如番荔枝科 (A
n n o n -

a e e a e
)

、 一

桃金娘科 (M y r t a e e a e )
、

白花菜科 ( C
a p p r id a e e a e

)
、

胡椒科 ( P i p e r a e e a e
)
、

山

竹子科 ( G u t t i f
e r a e

)
、

檀香科 ( S a n t a
l

a e e a e
)

、

糠科 (M
e

l i a e e a e
)

、

夹竹桃科 ( A p o e y
·

n a e e a e )
、

萝摩科 ( A
s e l e p i a d a e e a e

)
、

姜科 ( Z i n g ib e r a e e a e
)等

,

在大瑶山则含有 较 多

的属和种
,

甚至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成分
。

安徽的黄山
,

位于北纬 3 0
0

08
, ,

东径 1 1 8
0

09
, ,

属北亚热带
。

它与苗儿山相同的植物有

3 4 7属 3 72 种
,

属和种的相似系数分别为 4 6
.

2 0 %和 18 ` 44 %
。

这两区系的联系主要是通过

一些温带和暖温带成分加 以勾通
。

如虎耳草科苗儿山有 4 属
,

与黄山共有 3 属 , 绣球花

科苗儿山有 6 属
,

与黄山共有 5 属 , 忍冬科苗儿山有 4 属
,

与黄山共有 3 属 , 毛食科苗儿

山有 9 属
,

与黄 山共有 6 属 ; 十字花科苗儿山有 4 属
,

与黄山共有 3 属 ; 此外还有玄参

科的马先篙属 ( P e d ci ul ar i s
)

、

杨柳科的柳属 ( S al 主x) 和小葵科的一些属 等
。

但是 作 为

北亚热带有代表性的黄山植物区系
,

它又以更多的
、

独特的温带种类
,

而与中亚热带的

苗儿山植物区系相区别
,

如黄山松 ( P i n u s h w a n g s h a n e n s i s
)

、

黄山乌头 ( A e o n i t u m

e
h i n e n s e v a r

·

h w a n g s h a n i c u m )
、

黄山大青 ( C l e r o d e n d r o n k a i e h i a n u m )
、

黄山拎

木 ( E u r y a h w a n g s h a n e n s i s
)

、

黄山蔷薇 ( R o s a h w a n g s h a n e n s i s
)

、

黄 山 兔 儿 风

( C a e a l i a h w a n g s h a n i e a
)和黄山风毛菊 ( S a u s u u r e a h w a n g s h a n e n s i s

)等
。

广东的鼎湖山位于北纬2 3
0

1 0
` ,

东经 2 1 2
“

3 4` 。

它与苗儿山相同的植物有 5 0 7属 4 8 5种
,

属

和种的相似系数分别为 4 0
.

5 9 %和 2 1
.

4 1 %
,

显示出它和苗儿山植物区系较疏远
。

尽管鼎

湖山也由一些热带和亚热带成分与苗儿山发生联系
,

但鼎湖山却有更多的热带成分为苗

儿山所没有
,

如天料木科 ( 2 属 4 种 )
、

使君子科 ( C o m b r e t a e e a e
) ( 2

、

属 2 种 )
、

木棉科

( B o m b
a e a e e a e

) ( i 属 1 种 )
、

金虎尾科 ( 2 属 2 种 )
、

水东哥科 ( 1 属 1 种 )
、

山榄科 ( 3

属 3 种 )
、

橄榄科 ( 1 属 1 种 )
、

无患子科 ( S a p i n d a e e a e
) ( s 属 9 种 ) 以及马钱属 ( S t r y

-

e h n o s
)

、

断肠草属 (G
e l s e m i u m )

、

人面子属 ( D r a e o n t o m e l o n
) 和脉果漆属 (P h l e b

-

。 c iil ot n) 等
` 。

这就说明了鼎湖山植物区系较苗儿山植物区系更富于热带性
。

·
巾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究研所鼎湖山树木园

,
19 7 8 ,

鼎湖山植物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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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位于北纬 28
0

扩一 2 0
0

1 2
` ,

东经 2 0 8
0

2 5
`

一 2 1 2
0

3`
之间

。

它的区系种子植物有 1 10 8

属 I ’ 1
,

一

其中与苗儿山相同的只有36 。属
,

属的相似系数仅达 2了
.

2 1%
,

因而它与苗儿山植

物区系的关系最疏远
。

尽管苗儿山的一些亚热带成分如樟科
、

茶科
、

壳 斗 科
、

山 矶科

等
,

以及温带成分如柳 属 ( S al i x )
、

鹅 耳 杨 属 ( C ar p ni u
)s

、

械 属 (A ec )r
、

紫 树 属

( N y s s a
)
、

重楼属 ( P a r i s
)
、

杜鹃花属 ( R li o d o d e n d r o 。 )
、

粗框 属 (C
e p h

a
l

o t a x u s
)
、

大血藤属 (s
“ r ge n ot do

x a
)等在海南岛也有分布

,

但这些成分是海南植物区系的次要成

分
。

而海南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分则是占该区系 8 0% 以上的热带和泛热带属
。

同时
,

海南

植物区系具有的典型热带成分如龙脑香科 ( D IPt e r o ca r p ac ea e)
、

无患子科
、

天料 木 科
、

番荔枝科
、

桃金娘科
、

藤黄科
、

猪笼草科 ( N e p “ nt h ac ea e)
、

棣科
、

橄榄科
、

山 榄科
、

龙舌兰科 ( A ga
v

ac
e
ea )和棕桐科等

,

在苗儿山是不存在或所含的属种为数极少
。

可见
,

海南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
,

较之于苗儿山的中亚热带性质
,

其差异尤为明显
。

五
.

与本区系相关的资源保护利用问题

1
.

如前所述
,

残遗植物但特有种类多
,

而且珍
、

稀
、

残遗植物也不少
,

如巳列 为 国

家保护的南华木
、

银杏
、

银钟树
、

香果树
、

鹅掌揪
、

青银柳
、

马尾树
、

楠木
、

猫儿屎
、

擦木
、

大果五加
、

小花木兰
、

天麻和黄连
,

古老残遗种的观光木
、

南方铁杉
、

长苞铁杉
、

户东五针松
、

三尖杉
、

红豆杉
、

宽叶粗极等
,

对于植物学各领域的研究
,

都有着很大的

价值
。

特别近年来
,

这些类在我国 (尤其广西 )境内正 日处减少的时候
,

其价值就显得更

天了
。

’

因此
,

进一步加强对苗儿山天然林的保护
,

以利于这些植物的生存和发展
,

无疑

是十分必要的
。

2
。

在苗儿山物区系中
,

还有着不少用途特殊或经济价值大的资源植物
。

其 中
,

有 些

种类如罗汉果
、

灵香草
、

毛竹
、

银杏 ( 白果 )
、

六洞茶
、

中华称猴桃等
,

是广西有名的土

特产 , 种 类 如 天 麻
、

三七
、

黄连等
,

是名贵的中草药 , 有些种类如楠木
、

擦木
、

杉和

椎
、

栋类
,

是优质良材
,
有些种类如油茶

、

山苍子
、

马尾松等
,

是很好的油脂植物 , 还

有些种类如各种杜鹃花
、

木兰花
、

木莲花
、

含笑花
、

山茶花
、

兰花等等
,

则是有名的观

赏花卉
。

此外还有些种类用于淀粉
、

饲料
、

饮料
、

绿化
、

纤维等方面
。

所有这些资源植

物对于生产
、

科研
、

旅游
、

教学
、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

无疑也有很大的意义
。

因而
,

在保护的基础上
,

如何加以引种栽培和合理利用它们
,

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

石
。

根据苗儿山植物区系在林区内分布的差异
,

苗儿山自然保护 区拟应分以下三 部 分
:

( 1 ) 中心区 包括苗儿山盘山公路沿线
、

苗儿山南麓
、

八角田至冬瓜岩
、

乌龟 江 和

砂木江上段
、

鸡公山
、

鸭婆山
、

杉木坪
、

大竹山和清水江上段
。

这是保护区的核心 部 分
,

也是森林最茂密
、

动植物种类最集中
、

水源最丰富的区域
。

一些古老植物如南方铁杉
、

长苞铁杉等
,

也长在这里
。

因此
, `

本区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现有生物资源及其天然生态

系统
,

发挥其水源涵养作用
,

严禁一切生产活动及其他人为干扰
。

(2 ) 边缘区 位于中心区外侧
,

包括锯齿岭至老山界
、

勾勾岩和石狗头外围
、

鸭婆山

外围
、

白竹江至毛坪
。

本区域森林也较茂盛
,

植物种类也较丰富
,

但次生林面积大
,

还

有人为破坏
, 因而

,

本区的主要任务应是封山育林
,

保存好现有森林镇被
,

同时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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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妻人辈造林
。

如梯子岭一带海拔 1肠。米以下
,

其南坡可选种银椒木
、

桐木
, 一

罗浮拷
、

首撤
二

凑榷
、

一

水播拷和拟赤杨
, 其北坡可选种擦末

、

水青冈
、

沐祷华木
、

曼稠相巍叶白持

树
。
海拢, 功。米的北门坳一带

,

可选种猫儿山杜鹃
、

厚叶杜篇
、

团叶杜鹃
、

幸籍禾暑自远
果柯譬构葬

。

白竹江和鸭婆山外围 9 00 来以下
,

可营造毛竹林和杉木林
。

鸡公 山 ; 鸭粤
山和杉禾坪一带的山脚

,

还可发展罗汉
、

六 i同茶的种植
。

一
: 。 ) 瞬蜻区 位于边缘区外侧

,

为保护站建站
、
生产

、

科研和生活区域
。

其大致刨舌
九牛焦

一

夭竹坪至雷公田
、

通大坪和戮云山外围
。

这里的天然林大都己破坏犷主要 i叠翰

绿嚼呼琢生林及人工的毛竹林
、

杉木林
、

马尾松林和灌丛为常见云因此
,

本藏圭要垄噩爵
应是大碧月寓好造林

、

科学实验和生产
。

九牛塘 (海拨1幼 。米 )的生段
,

可选种鬓贰
:

永青
冈; 雷公鹅耳杨和桂南木莲 下段可选种交让木

、

擦木
、

阔瓣百兰花及鸟贪 、 黄连不冲

华称猴桃
、 一

灵香草
、

六洞茶等资源植物
。

大竹坪和雷公田
,

除大力发展手竹 、 杉木和马

尾松外
,

宜种鹅掌橄
、

缺尊桃香
、

擦木
、

紫树
、

栓皮栋
、

化香
、

红豆杉等树种
,

并适宣

发展天麻
、

金花称猴桃
、

中华称猴桃
、

三七等的种植
。
通大坪一带

,

则以种植常绿爵叶

树种为宜
,

如各种拷
、

栋
、

椎
、

楠木
、

楠木
、

润楠等
。

, _
_

` 辉据苗儿山
.

植物丰富
、

古老租花卉植物众多
、
森林类型多样及风景优美 ;肇卓̀ 在 l悬护

的摹醚李
,

拟应划出一定区域开展旅游业
。

如
_

蒯L山盘山公路的苗儿山预
、

逸象油扭、 省
巍霎髯滓拿坪

、

梯子岭
、

九牛塘
、

高寨和同仁
.

以及乌龟江下段及龙塘
一

江的瞥鬓{ 瘴攀
臀

t 窦翼何等地
,

可作为首批旅游点加以建设
叭
待 有条件时

,

雷公田
、 白沙参

一

多苦物
、

大坳福蜘竹扛
、

通大坪和金石一带
,

亦可筹建旅爵点仁 道过这些点的旅游
,

黄摹攀勇自匀覃时
风光

、 _

云海
、 瀑布

、

河流
、

清泉
、

悬崖、 怪石
、

奇树
、

花卉
、

古铁杉林
、

山摹黔娇
、
贾

绿阔叶与落叶混交林
、

常绿阔叶林
、

毛竹林
、

杉木林
,

以及各种类型的土专 红军长戴

经过的胜地等
,

皆可尽收眼底
。 - - -

六
.

结 论

一

从以王 分析得出下述初步结论
: ~

七 苗儿山山体古老
、

地形复杂
、

气候暖和
、

水源丰富
、

土壤肥沃
。

这样优越的 身熟
条件

二

为苗儿 山植物区系的繁衍奠定了基础
。

- -

一

公 苗儿山植物区系包含有维管束植物18 分科铭 G属 1魂36 种 (变种 o) 它的主臀成汾是
:

茶科
,

樟科
、

壳斗科
、

五加科
、

忍冬科
、

毛莫科和山矶科
。

此外
,

较重要的 成 分途有

八角科
、
木兰科

、

卫矛科等 1 6个科
。

这些科大都是我国常绿阔叶林的基本成分
,

从翁说
明了苗儿山植物区系的亚热带性质

。 几

:

飞
.

苗儿山植物区系在苗儿山林区内
,

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布和一定的地区分布鬓异漓
拔由低至高

,

植物种类呈热带一亚热带一温带地理性变化
。

林区的南向和东南真
,

分布
着较多的亚热带喜暖种类和少数热带广布性种类 ; 北向和东北向

,

分布着鬓篓幽嘘热带

耐寒性常绿阔叶树种
,

及一些温带性针叶
、

落叶阔叶树种
。 -

二

一

冬盗儿山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是
: 丈1 )地理成分复杂

,

并有明显的中亚热带瞥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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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 6种以上的科的地理成分比例为
: 世界科

、

亚世界科 9 3
.

1%
,

热带科 10
.

9 %
,

热带
、

亚热带科2 9 J %
,

热带
、

温带科 7
。

8 %
,

温带科 12
。

5 %
、

。

其属的分布类型可划为 n 类
,

其

中含有
`

泛北极
、

古热带和泛热带成充 并以东亚 (东喜马拉雅` 日本 ) 分布类型占最大的

比率 ( 2 2
.

6 % )
。

其温
、

热两带成分分别占总属数的4 5
。

6 %和刁2
。

4写
,

近乎相等
,

明显地

说明了本区系的中亚热带性质 ; ( 2 )植物起源古老百其中裸子植物的 6 科 8 属 12 种
,

被子

植物的 10 科 37 属 1 06 种
,

及一些族类
,

均系起源较古老的种类 , ( 3 )种类丰富
。

在广西
,

其种类仅次于大瑶山
,

名列第二 , ( 4 )特有植物多
, 1 98 1年后发表的新种新变种有 16 种

。

区系特有种 1 1种
,

1 9 8 1年前模式或者副模式标本采于苗儿山的 I Q种
,

广西新记录2。余种 ,

( 6 )木本植物占优势
,

藤本植物处于劣势 , ( 6 )无板根现象气
`

:
. _ ·

:
.

公 苗儿山植物区系与花坪植物区系的关系最密切 (属和种的担似系数分 别 为 6 5
,

s a%

和 30
.

81 % )j 与大瑶山植物区系的关系次之 (属和种的担似系数分 别 为孙
·

67 %和28
,

35

% ) ; 与黄山
,

鼎湖山和海南岛等植物区系 (尤其海南岛)
,

都较疏远 (属和种的相似系数

6
.

苗儿山植物区系与花坪植物区系的联系
,

主要是通过它们之间的亚热带成 分 ,
与

大瑶山植物区系的联系
,

主要通过亚热带至温带成分和部分热带成分
; 与黄山植物区系

的联系
, ;

宾要通过温带成分和暖温带成分 , 与鼎湖山和海南岛两植物区系的联系
,

则因

建厢区系的明显热带性而显得琉远
。 ·

二
,

7
.

苗儿山植物区系珍
、

稀
、

特和残遗植物丰富
,

但 日趋减少
.

因移必须加弹对其
:

天
.

瑞林帅爆护
。

同时
,

应根据本区系的特点
,

综合地研寒和合理地利甩它的镇物资源
,

使

之惠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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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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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炳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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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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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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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采集部分植物标本 , 苗儿 山林 区保护站和桂林地区林业并学研究所

,

在工作上给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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