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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瓮山地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t13科，421属，813种．其植物区系具有地理成分复杂、分 

布类型多样、温带性质强烈 区系提源古老、特有现象明显的特点。植被类型多样，有 3个植被 

型组、9个植被型、10个植被亚型、16个群系组和 4】个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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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8】3 species of 【d seed plants belonging to 1 13 families and 421 genera in 

Shiweng M ountainous Reg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ra ale：the geographical e1ements ale 

complex，the types ofdistribution are varied ，the flora has a obvious character of temperate zone，the 

origin ofthe flora is very ancient，and the  phenomenon ofendemic to China is obvious、The typies of 

vegetation ale various with 3 groups ofvegetation types,9 vegetation typca，10 sub-vegetation types， 

16 groupofformations、41 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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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瓮山地位于秦岭南坡柞水县境内，是秦岭山系的一部分，区内地貌类型复杂， 山势陡峭，淘谷 

纵磺，曾有“终南首邑，秦楚要喉 之称，其生态环境特殊．次生植被恢复较好，植物资源丰富，植被 

类型多样，陕西省柞水溶洞风景名胜区位于本区 因此。对本区植被的研究，不但为风景名胜区的管 

理保护提供基本资料、而且对完善整个秦岭植被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为此，笔者 自 1993年以 

来、先后四次湃{A该区进行调查。在获得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其植被做了分析研究。 

1 自然地理概况和研究方法 

石瓮山地位于 33。41 N。109。06 E，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北亚热带北缘。最高峰云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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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450 m，相对高度 1 050 m，东西长 26 km，南北宽 18 km。北部有秦ll争主脊屏障，寒潮不易侵人， 

全年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年均温度 12．4℃，一月份撮低平均为 0．1℃，七月份最高，平均为23．9 c，极 

端最高温度 39．1℃ (1986年 8月)，极端最低温度为一13．9℃ (1980年 2月)，历年平均相对湿度 77 

％， 平均降 水量 742mm，平 均 日照 2 049 h，平 均有 效积 温 3 943，平均无 霜期 205 d。土 壤类 型主 

要为：河谷为凇沙土，100 m 以下的低山丘睦为淋溶褐土，随山势升高，依次出现山地棕壤、山地灰 

棕壤。 

研究方法 “ ： 

1、生活型统计采用 Raunkiaer生稻型系统。 

2，样方设置采用固定丽积样方法，乔木样地为 10m x 20m，灌木样地为 10m x 10m．革本样 

地 为 5Ill x 5m。 

2 种子植物区系特征 

据1桶查，石瓮山地野生种子植物有 113科 

5科、8屉，20种 积子叶植物 96科 343属 

421屈，813种 (含种以下分类单位)，其中裸子植物 

685种，单子叶植物 l2科．70届，】】8种 

2-1 地理成分复杂，分布类型多样 表1 石瓮山地种子植物区系的分布医类型 

区域联系广泛 Table 1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genera o r seedpIants Jn Shi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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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2 温带分布占主导地位 过渡性明显 

从科的晰况看 (袁 2)，I13个科中有世界广布科 23个，热带一温带分布科 27个、热带分布科 6 

个 热带一亚热带分布科 篮 个 亚热带分布科 6个、亚热带一温带分布科 4个、温带分布科 19个 

涉 及到温带 的 [ 5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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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的情况看 (表 1)，421属中，温带分布属246属， 占总属数的65．6O％，而热带分布属只有 

114属．占总属数的30．4O％。 

从中国特有属所在的科的分布情 

况来看 (表 3)，世界分布科 4个， 

热带和温带分布科 7个，亚热带和温 

带分布科 3个，温带分布科 1个，l5 

属都涉及到温带分布，从生活型看， 

木本屉8个，草本属 7个，除杉木属 

(CuninEhctmia)外，其余 全为落叶 

种类。 

从种的情况看，温带分布种 553 

种，占总种数的 68．23％，热带分布种 

有 260种，占总种 数 的 31．77％ 。从 

生 长性状 来 看 ， 草本 植 物 423种 占 

50．03％ 术本植物 345种 占 49．93％ 

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fdistrubution patterns ofseed plants 

in Shiweng M ountainous Region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石瓮山区地处：lt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以温带成分 占主导，具有明显 

『l勺温带性。同时．热带和亚热带成分也占相当一部分比倒，使本地区的植物区系成分具温带和亚热带 

『l勺双重性质，表现出强烈的过渡性。 

表3 石瓮山地的中国特有属 

Table 4 The endemle genera to China in Shiweng M ountainous Region 

2．3 区系起源古老 

石瓮山地地处泰岭南坡，受历次冰川破坏不大，处于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因而，这里保存有第三 

纪的植物类型和大批古老的种属，成为古老植物的 庇护所 ·”、因而本区种子植物具有较强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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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性．本区有大量的古老科属，古老的科如：壳斗科 (Fagaceae)、樟 科 (Lauraceae)、桦术科 

(Betulaceae)、 术 兰 科 (Magnoliaceae)、 榆 科 (Ulmaceae) 胡桃 利 (Juglandaceae)、 金 缕 梅 科 

(Hamamelidaceae)、五加科 (Araliaceae)、忍冬科 (Carifoliaceae)、四照花科 (Cornaceae)、橄树 

科 (Aceraceae)等。古老的属如松属 (Pinus)、榧属 (Cephalotaxus)、 胡桃属 (Juglans) 榛届 

(Corytus)、栗属 (Castanea)、榆属 (Utmus)、樟属 (Cinnamomum) 槭属 (Acer)等在侏罗纪就 

已出现，红豆杉属 (Taxus)、木兰属 (Magnotia)等在白垩纪就已存在，第三纪现存的有鹅耳枥属 

(Carpinus)、桦木属 (Betufa)、柳属 (Safix)、青擅属 (Pterocefti 、构属 (Broussonetia)、枫杨属 

(Plat~carya)、桑属 (Morus)、勾儿茶属 (Berchemia)、五味子属 (Schisandra)等。 属于第三纪古 

热带区系或更古老的植物如香果树 (Emmenopteryshenryi)，化香 (Ptatycarya strobitacea)、领春木 

(Eupteleapteiosperma)等。此外，本区分类上孤立和演化上较原始的单型属 (1种 )和少型属 (2～ 

6种 )较多，它们代表着孤立和孑遗的类群，单型属有 l8属， 占总属数的 4．28％、如：柳杉屠 

(Cryptomeria)、檀属 (Pteroce~is)、南天竹属 (Nandina)、香果树属 (Emmenopter~．~) 七叶树属 

(A．wuius)、 马 桑 届 (Coriaria)等 。 少 型 属 49属 ， 占总 属 数 的 l1．64％ ， 如 ： 化 香 届 

(Platycar~a)、盾果草属 (Syruphytum)、黄栌属 (Cotinus) 青荚叶届 (Helwingia)等。 

2．4 特有现象明显 

中国特有属主要分布在秦岭一山东以南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 ，石瓮山地恰好处于这个区域之 

内，在石瓮山地的种子植物区系中，中国特有属有 15属 (表3)，占本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4％，占 

全国全部特有届 (196属)的 7．6％，因此本区的特有成分较为丰富 

从表 3中还可以看出，本区的中国特有属中，单种属 9个，少种属4个 多种屉 2个，这与多种 

屉处于系统发生的中期或盛期，其分布区不断扩大，特有现象表现不明显、而单种届或少种属通常处 

于系统发育的初期或后期，特有现象往往很明显 卵 的观点相一致。 

3 植被特征 

3．1 植被生活型谱 

按 Raunkier生 活型系统 分 

析．制定了石瓮 山地植被生活型谱 

(表 4)，本区高位芽植物 占有优势， 

低于处于低纬度的浙江午潮 山 ” ， 

与纬度差不多的南京紫金山植被生活 

型谱 ⋯ 较接近，但低于其北的西安 

南五台山，这说明本区植被具有一定 

的次生性质，比次生性强的南京紫金 

表 4 石瓮 山地生活型比较 

Table 4 The comparisionoftype oflifein Sh[wengM ountainousRegion 

苎fi0 N ． La 占 地罩 苫 一 

山略好但低于西安南五台山的较为原始的植被高位芽所占的比例。但本 区一年生植物所占的比例比南 

京紫盘山低，仍高于西安南五台山，说明本区虽受一定的人为干扰，但较南京紫金山为小， 

3 2 石瓮山地擅被类型 

3 2 1 石瓮山地植被的垂直分布类型 

石瓮山地在中国植被区划上届于北亚 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秦、 巴山地丘陵栎类林 巴 

山松、华山船林区 参照 《中国植被》¨。 及 《商洛地理志》 结合石瓮山地植被的具体特 

点．将本区植被按垂直地带性，主要划分为五个植被型：(-- )落叶 常绿阔叶混交林，(二)落 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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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三)针闼ft．1混交林，(四)灌丛，(五)灌草丛。 

(一)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是台有常绿闰叶片层的落叶林，这是本区的地带性植被，在本区 

得到良好的发育．“落叶树为主，混生一定数量的常绿阔叶树，本带分布于海拔 400～800m 之间。 

组 成 群 落 的落 叶树 种 主要 有 ： 栓 皮 栎 (Quercus variabilis)、 麻 栎 (Q acutissimaj、 枫杨 

(Pla carya,~lenoptera)、 茅 粟 (Castanea seguinii)、 榆 (Ulnms pumila)， 刺 楸 (Kalopanax 

septemlobus)、 桑 (Morus alba)等： 常绿 阔叶树常见 的有 ：油 樟 (Cinnamomum 抽 眦rMt var 

albosericeum)、乌药 (Lindera aggregate)、女贞 (Ligustrunr lucidum)等，灌木层中落叶灌木常见的 

有马桑 (Coriaria sinica)、黄栌 (Cotinus coggygria vaLpul~scens)、盐肤木 (Rhus chinensis)、中华 

青英 叶 (Helwingia chinens~)、多花勾儿茶 (Berchem~tToribunda)，常绿的有十大功劳 (Mahonia 

bealei) 海 桐 (Pettosporum rehderianum)、冬 青 (Ilex macrocarpa)等 ， 藤 术植 物 有 扶 芳 藤 

(Euonymus alatus) 葛藤 (Pueraria lobata)、络石 (Trachelospermum sminoides)等，草本有 白茅 

([mperata cylindrica)、苔草 (Carex spp )、蒿类 (Artemisia spp．)等。 

其 中． 在 阳坡 上有 马尾松林 (Pinusmas$o?lial~a)分布 ，钙 质土 上有 侧柏林 (Platycladus 

orirnyalis)。灌丛常见的有马桑灌丛和黄栌灌丛，草丛以白茅占绝对优势 

(二 )落叶阔叶林：分布于海拔 800～1 100m朐低山丘陵，主要为栓皮栎林带。以桂皮栎为主， 

1甜种组 成复 杂， 其他 落叶 阔叶乔术还 有柿 (Diospyros kak~)、柞 栎 (Quercusdentata)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茅栗 、 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柳 (Salix hypoleuca)、榆 (Ulmus 

t~tmila)等， 灌 木 有 黄栌 、 盐 肤术 、蓑 子 梢 (Campylotropia macrocarpa) 小 果蔷 薇 (Ro．伽 

cymosa) 绣线菊 ( #area chinensis)、小檗 (Berberis amurenxis)、剞枝子 (Le,~Tedeza ibunda) 

等-草本植物有苔草、白茅、野棉花 (Anemone hupehens~)、唐松草 (Thalictrum thunbergii)、紫菀 

(Aster smithianusj等。据文献报道 ．本带在秦岭南坡应有松 (油松 (Pinustabularformis))一栎 

林分布，但由于植被的次生作用，人为干扰较严重的缘故，在本区仅有油松的少量分布。在 阳坡 上 

分布有萌生的栓皮栎纯林 

(三 )针阔叶混交林：分布于 1 loo～1 450m之间，植被比较完整，构成本带的建群种是华山松 

(Pinus armandii)和锐齿槲栎 (QMercM alienavaL exutemrrate)，故称为华山松一锐齿槲栎林带，主 

要树种有槲树 (Q dentata) 尖叶栎 (Q oxyp lla) 山杨、茅栗、臭椿 (Ailanthus alti．vsimⅡ) 

等-灌术有菥子梢 黄栌、荚迷 (Viburnum dilataum) 连翘 (Forsythia suspenxa) 小檗、 III白 

(Rhododendronmicranthum)等，草本有舌叶苔草 (Carexligulata)、 日本蒿 (ArtPmisiajaponi∞) 

大 油 芒 ( odiopogon sihiricus) 淫 羊 藿 (Epimedium breviconnum) 柴 胡 (Bupleurum chinense)、 

篓 斗菜 (Aquilegia oxysepala Villi"．yabeana) 野菊 (Dendranthemaindicum) 天 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x)等，另外， 山顶 上有少 量的红桦林 (Betula alba-sinensis)和 散在 的 白桦 (B 

rtaty? l／a j分布。 

(四 )落叶灌丛：主要分布在 1 450m 的山顶上， 种类主署有：多 花胡枝子、黄栌、锦鸡儿 

(Caragana xinica) 稿 子 梢 (Campylotropis macrocarpa)、 小 果 蔷 薇 等 ， 草 本 层 有 野 古 草 

(Arundinella hirta)，金茅 (Imperataglohosa)、秋鹅观草 (Roegneria serotina)等。另外，在人为干 

扰严重 大片森林被砍伐后的低海拔地区，如居住地附近、河岸砂砾诽地及撂荒地上，也有一定量的 

落 叶滞 丛 分 布， 如 ： 大 叶 酵 鱼 草 (Buddleja davidii)稀 丛 、 黄 栌 灌 丛 、 截 叶 铁 扫 帚 (Lespede Ⅱ 

cuneata)濉丛等。 

(五 )灌草丛：分布在 1 450Ill的山顶上和次生性强的低海拔地区，如 野古茚、金茅 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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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白茅草丛．狼尾草 (Penni,velum alopecuroides)草丛等。 

另外，在 1】10 m 以下 的居住 地周围有一定 数量 的人 工林，如 ：毛竹 (PhyUostac ． pubescen．V) 

林、柿树 (Diospyros kaki)林、板栗林 油松林、槲栎林等。 ’ 

3．2．2 石瓮山地植被类型的详细划分 

根据 《q1国植被》的植被分类原则和分类系统 ¨”，笔者将石瓮I1 1地的植被具体划分为三个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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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车生泉等： 秦岭石瓮山地植被研究 

4 结论与 论 

(1)从柿物区系看，本区地处秦岭南坡，受秦岭主脊的屏障作用， 14种地理成分都有，且有 15 

个变型，并表现出强烈的古老性，区系成分复杂，分布类型多样。 

(2)本区位于：忙亚热带向南暖温带过渡地带，不仅有温性落叶林 (栎林)，还有暖性针III林，暖 

性竹林，而且迁分布了一定数量与该区石灰岩基质有关的侧柏林，马桑灌丛，铁仔箍丛等，使本区植 

被类型多样化、 复杂化， 

(3)本区由于受人为干扰作用较大，使本来较为温和的生境变得较为贫瘠，严酷，局部小生境趋 

于恶化，植物群落表现出较强的次生性质，植物种类和数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常绿类群在群落 

丰Ij对的种类 l数_吊=上锐减，它们常常只能分布在小气愤较好的温湿的生境中。这也是本区植物区系和 

群落植被特征都表现d{较强的温带性质的原因之一。 同时，生境的恶化导致本区的植被垂商带谱同秦 

岭植被昔遍的垂赢带谱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上限是 1 000111；落叶阔叶林上5艮是 】300m：j 3001TI 

以上为针，阔 叶抛交林)⋯ 相 比普遍下移。 

参 考 文 献 

f 生泉．寨岭柞水溶嗣风晕名胜区植4打群蒋多样性研究．上海农学院学报，I996，14(3)206～214 

2 吴征锚．巾国利I于植物屉 0丹 布区类型 云南植物研究增刊．I99】．I7：I～139 

3 关征锚．巾囤利I子ffj物属 0丹 即区粪型 云南植物研究增刊，l993 I7 l4l～l78 

4 泉志诚．秦 岭植被变迁 西北 太学学报．1979．2：58～62 

5 “1汗生．太白ih 旧纪 川遗迹的探讨．西北大学学报、I981、3．29～驺 

6 王荷生．植物 区系地 ．北柬 科学 出版社．1992 

7 李锄文．巾围特有种子植物届 在云南的两大 生物 多样性中心及其分布．云南植物研究，1 994．16(3)：221～227 

8 韩 9．植物群 学 上海：上海科 技山版祉．1986 

9 刘盘林．浙江午搏l山趣生植被恢复=醴程中的群落学剞析．植物 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1 983．7(I)：8～1 

0 安树青，赵懦林．南京紫金山瑰生森林植被特征分析．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I990 14{ll 13-21 

I 中国植被编辑委员皇 中田植 被 北京：科学出l 杜，I980 

2 方 正．商浩地 区地刎志 西安 陕西^民出版社，198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