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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蜡梅属种质资源的分布及其特 占 ，l'、 

赵 冰，张启翔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国家花卉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摘 要：根据对中国蜡梅属种质资源的调查，结合已有资料，重点阐述 了中国蜡梅属植物的地理分布、水平和 

垂直分布特点及其生境特点。现知中国蜡梅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的 l3个省，其水平分布很广，很连续，主 

要分布于秦岭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垂直分布跨度很大，但垂直分布的上下限与经纬度无显著的 

相关性。蜡梅属植物对水热条件要求较严格 ，土壤基质多为沙壤土，在群系组成 中，蜡梅属植物多为林木层和 

灌木层的优势成分。蜡梅属植物跨有 5个植被类型 ，主要生长在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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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plasm in China 

ZHAO Bing，ZHANG Qi—Xiang 

("I lle Flozt一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and preexisting data，this paper deals with with the distributions，the characteristic of 

vertical distribution and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nd habitat of Chirnonanthus germplasm in China．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Chirnonanthus germplasm includes 1 3 provinces，which is wide and continuous，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center 

is from the South of Qinling Mountains to the East of Hengduan Mountains．The span of vertical distribution is very 

big，but the boundary of vertical distribution is not relative greatly to geographic coordinate．Hydrothermal condi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exsit of Chirnonanthus germplasm．Soil matrix is mostly sand and loam soil．Chimonanthus 

germplasm is the dominant component of forest layer and bush layer．Chimonanthus，which includes 5 vegetation 

form，mainly grows in the evergreen defoliate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an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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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属(Chimonanthus Lind1．)系蜡梅科(Caly— 

zanthaceae)中的主要者，其全部之种均原产我国。 

其中蜡梅(Chimonanthus praecocc)为蜡梅科蜡梅属 

的落叶乔灌木植物，是我国特产 的传统名花和特用 

经济树种，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现已广 

泛应用于我国园林绿化 中。 目前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 

者对蜡梅科植物的归属、生物学特性、野生群落的结 

构及分布的调查、种属一级的分类、繁殖栽培及其应 

用、盆景和切花保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于该植物是第四纪冰川末期 

波及而幸存的孑遗植物 ，因此系统研究其分布特点 

对于植物区系分布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为 

此李烨，张若蕙等曾对蜡梅科植物在世界范围内的 

分布进行 了一定的研究(李烨等，2000，2004；张若蕙 

等，1998)。但关于蜡梅属植物在中国的分布特点尚 

无人进行过系统的调查总结研究。为此，作者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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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和 2006年先后对中国蜡梅种质资源所 

有野生居群的地理分布和生境进行了实地调查。根 

据 自己的调查结果 ，结合 中国植物志 ，各个省的植物 

志和很多学者多年的调查结果和部分资料，总结出 

中国蜡梅种质资源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及分布特点。 

1 蜡梅属植物在中国的地理分布 

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区、青藏高原的抬升以及 

山脉多为东西走向，尤其是秦岭的升高，使得中国没 

有直接受第四纪大陆冰川的袭击 ，又因为 中国主要 

是山地冰川，其规模比大陆冰川小得多，因此在中国 

许多地方形成第三纪植物 的避难所 ，这样蜡梅属就 

作为孑遗植物被保留下来(李烨等 ，2000)。 

蜡梅属为中国特有属 ，按 张若蕙在《世界蜡梅》 
一 书中的观点，有 6种 1变种。在中国，蜡梅属的分 

布较广，较连续，北起山东、河南，西至陕西、四川、贵 

州、云南，南至广东和广西的北部，东到浙江、江苏和 

福建，都有蜡梅属植物的分布。 

蜡梅原产我国中部，近年在湖北西部神农架地 

区、保康、宜昌，湖南西北部及陕西南部，四川东部， 

河南南部和浙江西北部都发现有野生蜡梅林。综合 

各种文献得知蜡梅主要分布在湖北西部的神农架及 

其附近(湖北省房县 、兴 山、巴东三县交界处 ，面积 

70 467 hm )；四川巫溪县 的东溪河 、西溪 河流域和 

白果林 区，其中巫溪县 白鹿区有成片分布 ，面积超过 

1 000亩(陈龙清，1998)；浙江临安市夏禹桥镇和玲 

珑镇高山村方山境 内(黄金茶、石凉茶)，浙江富阳市 

的万市镇和洞桥镇(李根有等，1997)；湖南石门县渡 

水乡的峡屿河、九渡河和吉首市矮寨乡以及永顺和 

保靖等县(陈功锡等，1997)；河南商城县金岗台的东 

河和西峡县的蛇尾；陕西的平利和安康；重庆北碚区 

静观镇 ；贵州兴义 、罗甸和花溪(瓦乌柴、麻木柴)；广 

西阳朔(大叶蜡梅 )等 。蜡梅的品种 主要 分布在鄢 

陵、武汉、上海、南京、扬州、泰州、重庆、成都、苏州和 

杭州等地，以鄢陵和静观的蜡梅品种最为丰富，数量 

也最多，其它地方多为引种栽培。 

山蜡梅(亮叶蜡梅)分布也较广，自安徽南部起 

至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及云南等 

省区均有分布。具体分布在湖北宜昌、湖南新宁和 

江华水口镇 、广西阳朔和桂林 (鸡卵果)、江西安远县 

和德兴县大茅山区(秋蜡 梅、毛山茶、香 风茶 )、安徽 

省徽州地区齐云山一带(香风茶)和祈 门县冷水湾及 

浙江中南部、贵州罗甸(臭蜡梅)和兴义(岩马桑、小 

坝王)、云南(野蜡梅、雪里花)等地。但主产于江西 

省德兴县大茅山区、婺源县怀玉山区及安徽省徽州 

地区齐云山一带。Nicely把山蜡梅的分布除湖北 

外，包括了江西、浙江和安徽南部，我国有些植物学 

工作者 ，认为浙江蜡梅和突托蜡梅应归并于山蜡梅， 

作为山蜡梅的同物异名，因此也将山蜡梅的分布包 

括了以上 2个种的分布区。 

浙江蜡梅(石凉茶)分布在浙江龙泉、云和、平阳 

和福建武夷 山、光泽和德化等地海拔 900 m 以下的 

山坡 、山谷、溪边林和灌丛中。 

柳叶蜡梅(香叶茶)分布于安徽东南部及江西西 

北部，浙江中南部等山区。具体分布在江西大部分 

地区如婺源、修水 、广丰、上犹和陡水 (荷花蜡梅)等 

地 ；安徽黄山、休宁、祈门和兰 田；浙江丽水林场、建 

德和开化 ；福建浦城 、崇安。 

突托蜡梅的分布范围十分狭窄，仅分布在江西 

省安远县松脂林场和蔡坊乡大脑河沿岸山谷溪沟边 

阔叶林内(彭九生等，2005)。主要在江西安远县蔡 

坊乡的猫公发至东坑和会昌县清溪乡的象洞村至雷 

公坝一带有分布。地理位置 115。27 ～115。38 E， 

25。15 ～25。10 N，散生于沟谷、山麓的次生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和灌木林 中，面积 300 hm 左右。 

西南蜡梅(鸡腰子果)分布在云南东北部的禄 

劝、麻栗坡和会泽等县海拔 2 1O0～2 900 m的石灰 

岩山坡灌丛中及 贵州兴义。其变种贵州蜡梅 (Ch． 

campanulatus var．guizhouensis)仅分布在贵州兴 

义县海拔 1 000 ITI的河边和路旁 。 

从图 1看出，蜡梅属在中国的分布较广较连续， 

但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在我国的 

东北和西北地区则无蜡梅属植物的生存 ，因此蜡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只是 一定意义上的广布种。在 

蜡梅属的各个种中，以蜡梅和山蜡梅的分布较为普 

遍，而西南蜡梅和突托蜡梅则成为了相应的狭域种。 

2 蜡梅种质资源在中国的地理分布 

据清代《花镜》记载：“蜡梅原产于中国中部”，北 

京和广州的《植物志》更明确记栽：“蜡梅原产我国湖 

北西部”。为寻找蜡梅原产地的具体位置，中国科学 

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武汉植物研究所通过考察，终 

于在 1975年于神农架南垭山上发现了面积达2 000 

hm 的原始野生蜡梅林，因此推断神农架及其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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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是蜡梅的故乡。蜡梅在中国的分布很广，根据 

考察和资料记载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地区。 

蜡梅在湖北主要分布在竹溪、竹山、房县、保康、 

神农架和宜昌等地，其中保康刺探沟林场，是世界上 

第一个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有“蜡梅王国” 

的称号，其分布面积高达 1．2万亩，仅成片野生蜡梅 

纯林就达 2 000余亩，2O余万株，据专家考证是第四 

纪冰川留下的活化石，大多数野生蜡梅均在百年以上 

历史。蜡梅在保康集中分布的地方有过渡湾的刺滩 

沟、寺萍箱子沟、台口东、西沟、金斗的九里川、石灰山 

及茅和口、溪堰沟、风桥沟、周家湾、双牛尖、高桥沟、 

马生沟、五羊屿、七里遍、三状沟、马桥的芋头河、毕 

架、鸡骨岭、中坪、鳌头山、南沟、林川河、欧店 的响铃 

沟、王家老屋沟等地。保康的野生蜡梅主要分布在南 

河两岸，109。06 ～l14。O4 E，3O。O5 ～32。O5 N，海拔 

200~800 m的溪屿沟谷地带 ，以海拔 400～600 m密 

度最大，坡山也有少量生长(金建平等，1992)。 

图 l 中国蜡梅属植物资源的水平分布 

Fig．1 The level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himonanthus wild resources 

该图是从 GPS中直接导出，图中所标示的均为野外调查时采用 GPS 

的具体定位点，未标出的其它分布点，表明作者未到该地调查。 

The anchor point in this picture is directed from the GPS，the unnoted 

anchor point shows that the author has no investigation in that place 

蜡梅在湖南省南至新宁县、北至石门县，沿湘西 

一 线均有成片分布，石门县以九渡河乡为主，绵延分 

布于下游河十多里狭长河谷的悬崖峭壁及附近溪谷 

中，海拔 250 350 m，主要分布在石门县维新镇和 

雁池乡大山上，严 山大组(5个村水天坪 ，张家塔 ，杨 

峰山、鸡公滩和严家山)的(跌水河)曹家嘴，荆州坑 ， 

文绍金老家屋门沙 田内侧，上起灰石滩，下至夜响 

庙，全长 1O多千米。吉首的蜡梅直到近年才被注 

意，陈功锡等于 1995～1997年对湘西北的石门、吉 

首、永顺、保靖等武陵山区的野生蜡梅进行了考察， 

该区蜡梅分布于 109。40 ～l11。15 E，28。48 ～3O。O8 

N之间的武陵山区，此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区。在 

万其(石f-j)有 10 km长峡谷，在该处 300~800 m的 

海拔高度，蜡梅自然分布成林，面积达 1 400 km2以 

上，约 1O万丛，5O万株 。 

目前发现浙江省 2市3镇有野生蜡梅的分布，即 

临安市境内的方山上 和姚家村以及富阳市的万市镇 

和洞桥镇境内，其中临安境内有 2个分布点，富阳境 

内有8个。因此野生蜡梅在浙江计有 1O个分布点， 

呈岛状分布，分布范围约 280 hm2，群落总面积为4O 

489 hm2，资源总数为79 105丛(李根有等，2002)。在 

浙江发现的这片蜡梅群落是目前华东地区唯一的一 

片蜡梅群落。李根有等于 1997～2000年，经数次考 

察，确认野生的蜡梅群落在浙江分布的地理位置界于 

l19。32 46 ～ l19。39 3O”E和 3O。O3 55”～ 3O。O9 4O N 

之间，分布区内山峰海拔多在 600 m 以下。 

野生蜡梅资源在重庆巫溪县分布也较多，巫溪 

县地处重庆市东部边缘 ，渝、陕、鄂三省交界处，大巴 

山东段南麓，长江一级支 流大宁河 、梅溪河、汤溪河 

上游，108。44 ～109。58 E，33。14 ～31。44 N之间。 

据巫溪县林业局的调查在巫溪境内暗藏着 3万多亩 

的蜡梅林，主要集中分布在白鹿区，湾滩河流域的中 

岗乡，田坝乡，西溪河流域的下堡镇、中粱乡，东溪河 

流域的许家镇(含易溪乡)、鱼鳞乡等。有人认为，巫 

溪境内的蜡梅林可能就是从神农架那边传过来。另 

外与巫溪仅有一山之隔的陕西的平利与安康也有大 

面积的野生蜡梅的分布。 

蜡梅在贵州主要分布于：青岩镇黔陶乡赵司村 

花山，花溪公园，大象山和平桥，孟关乡落飘寨对面 

岩上 ，贵州的兴义 马岭河峡谷风景区。 

3 蜡梅属植物的水平分布特点 

我国蜡梅属植物的水平分布区域较广，跨暖温 

带、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覆盖 13个省，其中湖北省 

分布最为集中，数量较多，其它省分布数量相对较 

少。蜡梅属植物的水平分布特点十分明显，多成片 

分布 。陈龙清等通过对蜡梅属整个分布区 2O多个 

地方居群的观察对蜡梅的分布特点进行阐述，发现： 

蜡梅所有居群间均存在地理隔离，某一地理居群往 

往分布面积不大，或沿峡谷、河流或山脚，但一旦有 

某种分布，则往往单株数量多，且仅 1种分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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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属几种均有各自独立的分布区，虽有相互交叠， 

但从大的分布区看仍较独立(陈龙清，1998)。 

蜡梅属是东亚植物区系由西南至华东分布式 

样 ，即从我国的西南部 四川、云南一 带 向东经长 江 

中、下游地区到达沿海 的江苏、浙江一带，向北可达 

秦岭，向南可达南岭(李烨等，2000)。蜡梅属主要分 

布在 100。～121。E，23。～33。3O N，其总的演化路线 

是从我国华南经华 中、秦岭向华东丘陵地带发展 ，既 

长江上中游 的我国第二阶地 向长江下游以南的东南 

丘陵地区(刘茂春 ，1991)。 

图 2 中国蜡梅种质资源的水平分布 

Fig．2 The level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himonanthus 

praecox wild resources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野生蜡梅资源的水平分布区 

域，作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已有资料，绘制蜡 

梅野生资源水平分布示意图(图 2)。从图 2看出， 

东亚的秦岭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是蜡梅 

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这和李烨的观点一致。 

4 蜡梅属植物的垂直分布特点 

陈龙清等实地考察了鄂西及川东 109。10 ～110。 

3O E，3O。03 ～32。03 N间的秦巴山地丘陵区，发现蜡 

梅主要分布在海拔 200 l 000 m的区域。从表 2看 

出，除西南蜡梅(海拔 2 100～2 900 m)外，该属的其 

它种类都分布在海拔 17O～1 100 m之间，垂直分布 

范围跨度最大的是蜡梅，可分布海拔为 170～1 100 

m。而山蜡梅、柳叶蜡梅和突托蜡梅在垂直分布幅度 

较小，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 200~450 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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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蜡梅属植物资源的垂直分布 

Fig．3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himonanthus in China 

1．蜡梅(170～1 loo m)；2．山蜡梅(200 370 m)；3．柳叶蜡梅(250～ 

350 m)；4．突托蜡梅(250~450 m)；5．西南蜡梅(2 100~2 900 m)； 

6．贵州蜡梅(900～1 100 m){7．浙江蜡梅(210~420 m)。 

1．Ch．praecox；2．Ch．Nitens；3．C．h．salisiJblius；4．Ch．grammatus； 

5．Ch．campanulatus 6．Ch．guizhouensis；7． ．zh iangensis． 

表 1 蜡梅野生群体的地理、生态因子状况 

Table 1 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status of Chimonanthus praecox wild population 

就蜡梅本种而言，由表 3看出，蜡梅在各地垂直 

分布的高度相互交叉，但垂直分布的上下限由东向 

西是逐渐升高的，尽管这种趋势不是很明显，但总体 

上与我国地貌西高东低的趋势一致。另外对各地蜡 

梅分布的上限和下限与当地的经度和纬度进行相关 

的分析表明，经度与海拔上限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 

一0．375，与海拔下限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一0．505，纬 

度与海拔上限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14，与海拔 

下限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 0．023，这说明蜡梅的 

垂直分布与经度成线性的负相关，与纬度成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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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但无论是海拔分布的上限还是下限，这种与 

纬度和经度的相关性是不显著的。这一点显著区别 

于其它树种 ，如中国白皮松 的分布(赵众等，1995)。 

5 蜡梅属植物分布的生境特点 

从其生态环境看 ，蜡梅群落分布于属亚热带季风 

性湿润气候区域，据调查得知，无论是湖北的神农架、 

保康和宜昌的蜡梅居群，还是湖南的石门、吉首和浙 

江临安以及重庆巫溪的蜡梅居群，其蜡梅群落的分布 

区域无一例外的为一些深切的的“V”形峡谷，谷两侧 

的坡常高达 1 000 m，坡度远在 5O。以上 ，谷内溪水常 

流，空气湿润 ，蜡梅往往沿溪两侧分布于海拔 300～ 

700 m的背风坡上。溪谷地势较低 ，水热条件 良好 ， 

这种特殊的溪谷地貌，形成了一个封闭性强、人为活 

动较小、植被保存较好的特殊生境 ，为蜡梅的生长发 

育及繁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根据石门县蜡梅 

集中分布的渡水乡资料表明，该地年均气温 15．5～ 

16．5℃，大于 1O℃的积温为 4 778～5 097℃，年 El照 

为1 509~1 700 h，年降水量1 296．6～1 545．8 ITIITt。吉 

首市蜡梅集中分布的德夯 ，年均温 16～17℃，大于 1O 

℃积温5 200℃，年El照1 400 h，年降水 1 200～1 600 

mm(陈功锡等，1997)。两地生态环境条件类似，说明 

良好的水热条件是蜡梅 生长发育的基础。而蜡梅属 

的其它种对水热条件的要求则没有蜡梅那么严格。 

从与植物群落的关系来看，大多是以蜡梅群落 

为主体的林地。在整个群落 中，林木层树种的重要 

值往往以蜡梅占绝对优势，而其它树种除了少数如 

栓皮栎、白栎可在个别地段与蜡梅形成共优种外，大 

多数种在群落中的作用甚微，可见蜡梅在群落中的 

作用及地位是相 当重要 的，这一点在神农架 、宜 昌、 

临安、吉首和石门的蜡梅群落中都有显著表现，蜡梅 

往往充当了整个群落的优势种，蜡梅灌丛群落主要 

分布于海拔 500～800 m一带 山坡下部、沟谷中，成 

片生长。群落中伴生树种一般有栓 皮栎 、马桑等。 

草本植物以较耐荫的蕨类植物为主，还有少量禾草、 

莎草等种类 。在调查 中还得知，蜡梅 的 自我更新和 

繁衍能力还很强，在蜡梅林下，常有蜡梅幼苗出现， 

这一点在神农架和临安居群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山 

蜡梅多生长在山坡路旁、溪边和疏林中，柳叶蜡梅多 

生于狭长沟地，突托蜡梅主要在针叶林或以马尾松 

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林缘生长，而在林 内少有见到。 

从生长基质来看 ，大部分蜡梅均生在山地黄棕 

壤上 ，多喜肥沃、疏松 、通气性 良好 的微酸性或 中性 

土壤。如保康的蜡梅生长在由石灰岩风化而成的粘 

土和石灰土冲积而成的潮土，石门县的蜡梅 生长在 

由石灰岩发育的黄棕壤及砂壤土上。浙江的野生蜡 

梅分布地形多呈口袋形山凹，成土母岩为石灰岩，蜡 

梅群落均严格地分布于台阶状石灰岩坡地 ，而条件 

较好的酸性火成岩土壤上则未发现，均与湖南和湖 

北报道的野生蜡梅分布生境的特点十分相近。调查 

还发现，在蜡梅群落 中，地表枯枝落叶层较为深厚， 
一 般为 5～15 cm，少数地方可达 2O cm 以上 ，土质 

松软 ，通透性 良好 ，有机质丰富，这为蜡梅幼苗的生 

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突托蜡梅喜生阴凉潮湿、石 

砾含量较多但土层疏松 的酸性至微酸性土壤 ，以溪 

边、沟谷和半阳坡之处表现最好，过荫、过旱及瘦瘠 

土壤处生长不 良。柳叶蜡梅多生于狭长沟地 ，喜石 

灰质土，但一般土壤上亦可生长。 

从植被类型来看 ，由于蜡梅 的分布区以秦巴山 

脉为中心，因此属于南方亚热带立地区域。蜡梅主 

要分布于南方亚热带分布区域中的秦巴山脉立地 

区、四川I盆地立地区和川I黔湘鄂山地丘陵立地区，云 

贵高原立地区。蜡梅一方面为华中区系成分的代表 

植物，同时又是亚热带东部成分森林植被的主要伴 

生树种，从图 3可以看出，蜡梅属植物共跨了五个植 

被类型 ：针阔混交林、落叶 阔叶林 、落叶一常绿阔叶 

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常绿一落叶阔叶混交林，蜡梅 

喜生于暖温带 、亚热带湿润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和常绿阔叶林地带 。但也有少数群落生长在针阔混 

交林和落叶阔叶林地带 。 

6 小结 

蜡梅属植物资源在我国水平分布的区域较广， 

较连续，且多成片分布。其中蜡梅种质资源主要集 

中分布在我国秦岭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 

其分布 区的经度和纬度变化范 围分别为 26。26 ～ 

32。00 E，109。34 ～1l9。37 N，跨暖温带、北亚热带 

和中亚热带 3个气候带，自然条件变化很大。在垂 

直分布上，它们可从海拔 1 700 m分布到海拔 2 900 

m，尤以蜡梅本种的垂直变化幅度最大 ，即可在海拔 

170 m 的低 山丘陵地带 生存，又可生长在海拔 1 100 

m的高山上。但它们垂直分布的上下限与所在的 

经纬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蜡梅属植物多生长在水热条件较为丰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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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土壤基质多为沙壤 土，在群 系组成 中，蜡梅属植 

物多为林木层和灌木层的优势成分，且 自我更新和 

繁衍能力很强。蜡梅属植 物共有 5个植被类型 ，为 

华中区系成分的代表植物，同时又是亚热带东部成 

分森林植被的主要伴生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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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蜡梅种质资源的植被类型分布图 

Fig．4 The vegetation diagram of Chimonanthus 

praecox wild resources 

蜡梅属植物资源具有 良好的观赏和药用价值 ， 

近年来其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它们的植株 

随着天然林迅速破坏而急剧消失。另一方面其资源 

伴随着人们的大量采挖而减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 

的高度重视。因此各地应尽快进行蜡梅野生种质资 

源的长期保护，产区及林业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杜 

绝个体采收，提高群众保护意识，引导群众推广人工 

繁殖，建立专业化的繁育基地，用人工栽培来取代对 

野生资源的掠夺，从而确保资源的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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