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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山岛种子植物区系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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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福州 350001；2．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福州 350012) 

摘 要：通过野外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整理，对东山岛种子植物科的区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岛共有种子植 

物 ¨1科 406属632种；其中以泛热带分布科最多，有 45科，占总科数的4o．54％；世界分布科其次，有 42科、 

占总科数的 37．83 。热带科有 57科，占总科数(不包括世界分布科)的 82．61 ，且单属科和少属科较丰富， 

说明该岛植物区系中科的组成虽然以热带成分为主，但属于热带分布科的北缘。菊科、豆科和禾本科为明显 

的优势科，茜草科、大戟科、蔷薇科等也是该岛的优势类群。对东山岛与清源山、戴云山、茫荡山和武夷山的植 

物区系进行的相似性 比较表明，随纬度的北移或与岛屿距离的增大 ，离心皮类、蕖荑花序类和重要科的科、属、 

种数的相似系数均下降，说 明东 山岛植物区系中科的组成有其 明显的福建南部岛屿地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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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lora of spermatophyte on 

Dongshan Island in Fuj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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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 literature collection，with the analysis about flora of sperma— 

tophyte on Dongshan Island in Fujian，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there were 111 families，406 genera and 632 species in this 

area．Pan-tropical families(45 families，accounting for 40．54 of the tota1)distributed most，and the next was worldwide- 

distribution families(42 fami lies，accounting for 37．83 of the tota1)．There were 57 tropical families，accounting for 

83．61 of the total(excluding the worldwide-distribution families)，and families of single-genus or few-genera were a— 

bundant．All of these meant although the flora composition on Dongshan Island was mainly tropical element，they be— 

longed tO the northern edge of tropical distribution families．Compo sitae，Leguninosae and Gramineae were the obvious 

dominant families，and Rubiaceae，Euphorbiaceae，Rosaceae were also the dominant communities of the island．The simi— 

larity comparison of flora on Dongshan Island with Mt．Qingyuan，Mt．Daiyun，Mt．Mangdang，Mt．Wu showed that the 

similarity coefficient of apocarpy fami lies，catkins fami lies and important families all would decrease wi th the latitude 

north moved or the distance increasing from the island，which explained that the flora of spermatophyte on Dongshan Is— 

land showed obviously island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rn islands of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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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是植物分类学 中最大的 自然单位，在植物地 

理学中同样重要。同一科 ，特别是大科通常包含许 

多具有不同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的属 ，这是长期 自 

然选择和演化的结果，但各科一般具有十分明显的 

结构特征以便于与其它科相区别，以表明它们可能 

有共同的起源(王荷生 ，1992)。分析一个地 区植物 

科的组成 ，不仅可了解植物区系的起源、与其 它地区 

的关系以及主要科 的组成情况 (吴征镒等 ，2003；彭 

重华 ，2004)，还有助于认识该区生态系统 中植物的 

构成特点、变化趋势及植物多样性等，进而为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 

德国学者 Vester(1940)首先开始了科分布区 

类型的划分工作，其 后 Balgooy(1969)和 Good 

(1974)等也相继进行了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 。我国 

学者李锡文(1996)和吴征镒(2003)等对中国和世界 

所有种子植物的科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种子植 

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及《世界种子植物科的 

分布区类型系统》的修订(吴征镒，2006)，随后马丹 

炜等(2005)对成都市园林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进行了分析，吴晓菊等(2006)对甘肃崆峒山种子植 

物区系科分布区类型进行了分析，但对福建东山岛 

种子植物科的区系成分的分析尚未见报道。本文对 

东山岛植物资源进行了普查，试图对东山岛种子植 

物科的组成、区系成分及特点等进行系统的分析，以 

期为该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及沿海防护林的异龄、 

复层和多样化构建提供基础资料。 

1 研究区自然概况 

东山岛位于福建东南端，23。40 N、1l7。18 E， 

由东 山本岛和 30个小 岛屿、39个岩礁组成 ，位于西 

太平洋边缘构造带。在中生代，中上侏罗纪发生一 

次强烈的造山运动，产生大量变质岩体和侵入岩体 ， 

在变质岩带，岛 内出现 一系列压 性或压扭性 断裂 。 

东山岛海拔高度较小，地貌结构相对简单。地貌类 

型主要有低丘、台地、滨海小平原和滩涂。岛上西北 

高，东南低，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低丘与 

台地交错。东山岛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 

候温暖，热量丰富，光照充足 ，雨量较少，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为20．8℃，极端最高气温为 

36．6℃ ，极端最低气温为 3．8℃ 。主要 自然灾害为 

台风和干旱 ，台风多发生在 7～8月，年平均 5．1次。 

土壤类型主要可分为砖红壤性红壤(赤红壤)、水稻 

土、风沙土和盐土。 

2 研究方法 

野外调查于 2007年 9～1O月、2008年 4～6月 

和 2009年 7～9月进行 ，期 间课题组人员沿东山岛 

沙质海岸带、岩质海岸带和泥质海岸带成“之”字形 

进行了详细调查，共采集 2000余号该岛植物标本并 

参考福建植物志(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1982～ 

1996)进行鉴定并统计 ，凭证标本现存于福建农林大 

学林学院植物标本室。与此同时又收录、整理了曾 

被收藏在厦门大学植物标本室、厦门亚热带植物研 

究所、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植物标本室、福建农 

林大学林学院植物标本室的该岛植物标本，并查阅 

了省内外馆藏的该岛植物标本和文献资料。 

3 结果与分析 

3．1东山岛种子植物的基本组成 

3．1．1种类组成 经统计表明，东山岛共有种子植物 

111科 406属 632种，其中裸子植物有 1科 1属 1种， 

被子植物有 110科 405属 631种(双子叶植物 92科 

333属 521种、单子叶植物 18科 72属 110种)。 

3．1．2科级别分析 东山岛种子植物区系中，大科 

的排列顺序(表 1)与中国(李锡文 ，1996)和世界 (吴 

晓等 ，2006)大科相比，前三位顺序没有差异 ，分别是 

菊科、禾本科、豆科，其次是茜草科、蔷薇科、大戟科 

等。从表 2看出，东山岛种子植物中含31种以上的 

科和含 20~30种的科数量最少、均为 3科、占总科 

数的2．7 9／6，但从其拥有的属数和种数来看，前者为 

8O属 133种，占东山岛种子区系总属数的 19．37％ 

和总种数的 2O．56 ，后者 为 53属 100种 ，占东山 

岛种 子 植 物 区系 总 属 数 的 12。84 和 总种 数 的 

15．46 ；含 2～4种科数最多 ，为 52科 ，占总科数的 

46．85 ，其拥有 的属数 和种数 分别为 107属 141 

种，占东山岛种子区系总属数的 26．35 和总种数 

的22．31％；含有20~30属的科数最少，仅为 1科， 

占总科数的 0．9 ，有 26属 37种，占东山岛种子区 

系总属数的 6．4 和总种数的 5．85 9／6；含 2～4属的 

科比例最 高，为 47个 科，占该类 科 总科数 的 

42．34 ，有 126属和 190种 ，占东 山岛种子 区系总 

属数的 31．O3 和总种数 3O．06 。由此可见该岛 

除以世界传统大科如菊科、禾本科、豆科为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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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科、大戟科、蔷薇科等也是该 岛的优势科 ；通过 

科级别统计含有种数多的大科科数少 、属和种数多， 

而含有种数少的小科科数多、属和种数少的特点。 

表 1 东山岛种子植物的优势科 

Table 1 Dominant families of spermatophyte 

oil Dongshan Island 

3．2东山岛种子植物科的区系特征 

根据吴征镒(2003)对世界植物各科分布型的划 

分，可将该岛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型分为 9大类，为进 
一 步说明该岛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种子植物的分布特 

点，现分述如下(表 3)。 

3．2．1世界广布科 东山岛种子植物中世界广布科 

有 42科(表 3)，占野生种子植物总科数的37．83 ， 

共有 244属 403种，分别占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 

数的 60．O9 和 63．76 。统计表明该类科中含属 

数 2～5属的科和含种数 2～5种的科比例最高，前 

者为 l8科 ，占该类科总数的 42．9 ，后者为 21科 ， 

占该类科总数的 5O．0 ；超过 10属的科和超过 4O 

种的科较少 ，前者有 5科 ，占该类科总数的 11．9 ， 

后者有2科，占该类科总数的4．8％。由此可见，该岛 

种子植物中世界性分布的科具有小科和单属科较多， 

大科较少的特点。世界性分布科在该岛植物区系中 

占有较大的比例 ，虽然这些科在区系分析上意义不 

大，但作为该岛植物的主体，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表 2 东山岛种子植物科、属和种统计 

Table 2 Number statistics of family，genera and 

species of spermatophyte on Dongshan Island 

表 3 东山岛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型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types of family of 

spermatophyte on Dongshan Island 

分布区类型和变型 
Distribution types 

科数 所占比例 
Family Percentage 

number (％) 

3．2．2泛热带科 该岛种子植物中泛热带科有 45 

科(表 3)，占野生种子植物科总数的40．54 ，共有 

112属 172种，分别占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29．30 和 26．58 。统计表明该类科中含属数 2～ 

5属的科和含种数 2～5种的科 比例最高 ，前者为 22 

个科，占该类科 总数 的 48．9 9／6，后者为 27科 ，占该 

类科总数的 57．4 ；其次为 1属的科和 1种的科， 

前者有 18科，占该类科总数的 38．3 ，后者有 l3 

科 ，占该类科总数的 28．9 9／6；超过 1O属的科和超过 

19种的科较少，均为 1科，占该类科总数的2．1 。 

由此可见，在该岛科 的分布型中，泛热带科所占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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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例最高，所含属和种的数量仅次于世界广布 

科，具有少属少种型科和单属单种科较多，而大型科 

较少的特点。 

3．2．3东亚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科 该岛种子植物 

中东亚及热带南美 间断分布科有 5科 (表 3)，占种 

子植物总数的4．5 ，共有 15属 22种，分别占种子 

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3．63 和 3．40 。统计表 

明该类科中含属数 1属的科和含种数 1种的科比例 

最高，前者为 3个科，占该类科总数的 50．0％，后者 

为 4科 ，占该类科总数 的 66．7 ；超过 6属的科 和 

超过 6种 的科较 少，均 为 l科 ，占该类 科总 数 的 

16．7 。 

3．2．4旧世界热带分布科 该岛种子植物中此类型 

的科有 2科(表 3)，占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1．8 ，共 

有 2属 4种 ，分 别 占种子植 物 总属数 和总种数 的 

0．49 和 0．63 。所有科皆为单属 ，占该类科总数 

的 100．0 ；含种数 2～5种 和单种 的科各有 1个 ， 

占该类科总数的 5O％。 

3．2．5热带亚洲及热带大洋洲分布科 该岛种子植 

物中此类型的科有 4科(表 3)，占种子植物科总数 

的 3．6 ，共有 5属 7种，分别占种子植物总属数和 

总种数的 1．21 和 1．08 。该类 科 中含属数 2～5 

属的科有 1科 ，占该类科 总数的 25．5 ，单属 的科 

有 3科，占该类科总数 的 74．5 ，含种数 2～5种的 

科有 1科，占该类科总数的 25．0 ，单种的科有 3 

科，占该类科总数的 75．0％。 

3．2．6热带亚洲分布科 该岛种子植物中此类型的 

科有 1科(表 3)，占种子植物科总数的0．9％，共有 

l属和 1种，分别占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0．24 和 0．15 。 

3．2．7北温带分布科 该岛种子植物中此类型的科 

有 9科(表 3)，占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8．1 ，共有 17 

属 22种，分 别 占 种 子 植 物 总 属 数 和 总 种 数 的 

4．12 和 3．4 ；其中单属的科和含种数 2～5种的 

科分别为 7科和 4科，比例较高，分别占该类科总数 

的 77．8％和 44．4％；超过 lO属的科和超过 2O种的 

科均为 1科，占该类科总数的 l1．1 。 

3．2．8东亚及北美间断带分布科 此类型的科在该 

岛有 2科(表 3)，占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1．8 ，共有 

4属 4种，分别 占种子植 物总属数 和总种数的 

3．87 和 0．62 。2科皆为含属数 2～5属和含种 

数 2～5种的科 。 

3．2．9旧世界温带分布科 此类型的科在该岛仅有 

1科(表 3)，占种子植物科总数的 0．86 ，共有 l属 

3种 ，分别 占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 的 0．16 和 

0．46 。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该岛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型 

中，热带性分布占的比例最大(2-6类)，共 57科，占 

总科数(世界广布科除外)的 82．6 ，如樟科、茶科 

等；温带性 分布 的科 (7-11类)有 12科，占总科数 

(世界广布科除外)的 17．39 ，是该 岛常见的种子 

植物。说明该岛植物区系以热带分布科的北缘为 

主，温带分布也有一定 比例 ，体现了温暖湿润的热带 

亚热带气候特点。 

3．3东山岛种子植物科区系与其它地 区的比较 

为进一步认识东 山岛种子植物区系科的特点， 

确定其与福建其它地区植物区系之间关系的亲疏程 

度，根据曾文彬(1983)对福建境内植物地理的划分 

界线 ，即沿戴云山脉的东南坡 ，大致与海岸线平行约 

100 km，东部可达北纬 26。，划分为两个地区：此线 

以南应属华南地区，此线以北应属华东地区。华东 

地区由于范围较大，植物区系成份南北有所差异，还 

可以再划分为两个亚地区，即以武夷山脉为主体的 

闽北亚地区和 以戴 云山脉为主体的闽中亚地 区，大 

致以北纬 27~附近为界 ，而与山脉走 向相一致 ，呈东 

北向西南偏斜 。本文 以此为依 据选择 了泉州清源 

山、德化戴云山(林鹏，2003)、南平茫荡山(游水生， 

1 92；林鹏，2003)和武夷山(林来官等，1981；林有润 

等，1981；游水生等，1993)与东山岛进行种子植物科 

区系的比较(表 4，表 5)。 

3．3．1五个地区种子植物主要科比较 五个地区主 

要科与所含属种数的统计结果见表 4，东山岛种子 

植物植物区系中主要科 占首位的是菊科，为 46属 

76种 ；其次是禾本科 ，为 34属 57种 ；再次是豆科， 

为 27属 39种 ；而清源山、戴云山、茫荡山、武夷山主 

要科占首位都是禾本科，分别为 47属 83种、61属 

124种、6o属 125种和 58属 127种，其次清源山是 

豆科，为 34属 69种；戴云山和茫荡山都是菊科，分 

别为 47属 86种和 47属 98种；武夷山是蔷薇科，为 

2l属 125种；再次清源山是菊科，为 47属 65种；戴 

云山和茫荡山是蔷薇科，分别为 18属 71种和 21属 

44种；武夷山是菊科 ，为 44属 95种 。 

3．3．2五个地 区离心皮类植物比较 东山岛种子植 

物区系中属于被子植物原始类型的离心皮类有 4科 

12属 2O种，与其它地区比较，该岛离心皮类科、属、 

种数较少，而其它地区较多，分别为清源山4科9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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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种 、戴云山 7科 41属 l11种 、茫荡 山 7科 39属 

74种 、武夷 山 8科 43属 l29种。 

laccard相似性指 数(张镱锂 ，1998)计 算表 明 

(表 5)，东山岛与清源山离心皮类所有科 为 5科 ，共 

有科 3科，科相似系数为 6O．0 ；所有属为 15属， 

共有属 7属，属相似系数为 46．67 ；所有种为 29 

种 ，共有种 9种，种相似系数为 31．O3 ；与戴云 山 

所有 科 为 7科 ，共 有 科 有 4科 ，科 相 似 系 数 为 

57．1 ；所有属数 40属 ，共有属 1l属 ，属相似系数 

为 27．5 ；所有种数 102种 ，共有种 13种 ，种相似 

系数为 12．75 ；与茫荡山所有科数 7科 ，共有科有 

4科，科相似系数为 57．1 ；所有属数 3O属 ，共有属 

8属，属相似系数 为 26．67 9／6；所有种数 79种，共有 

种 9种，种相似系数为 11．39％；与武夷山所有科数 

8科 ，共有科有 4科 ，科相似系数为 50．0 ；所有属 

数 42属，共有属 11属，属相似系数为 26．19 ；所 

有种 数 121种 ，共 有 种 13种，种 相 似 系 数 为 

lo．74 。由此可见，东山岛离心皮类与其它四个地 

区相比，科、属 、种数随纬度的北移或与岛屿距离的 

增大 ，相似系数越来越小。 

表 4 东山岛与其它地区主要科的比较 

Table 4 The comparison of main families of spermatophyte among Dongshan Island and other regions 

表 5 东山岛与其它地区离心皮类、菜荑花序类、重要科的比较 

％ble 5 Comparison of apocarpy family，catkins family and important family among Dongshan Island and other regions 

3．3．3五个地区菜荑花序类植物比较 菜荑花序类 

科是比较复杂的类群，起源较早 ，大多数起源于白垩 

纪，第三纪时植物分化较大，很多种类特征进化程度 

较高。在五个地区的种子植物区系中，东山岛有菜 

荑花序类 7科 18属 32种，清源山有 9科 22属 43 

种，戴云山有 11科 39属 124种，茫荡山有 ll科 36 

属 93种，武夷山有 11科 42属 116种。 

Jaccard相似性指数(张镱锂，1998)计算表明 

(表5)，东山岛与清源山菜荑花序类所有科数 9科， 

共有科有 4科，科相似系数为 77．78 ；所有属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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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共有属 13属，属相似系数为 48．15 ；所有种数 

55种，共有种 2O种 ，种相似系数为 36．36％；与戴云 

山所有科数 11科，共有科有 7科，科相似系数为 

63．64 ；所有属数 39属 ，共有属 l8属 ，属相似系数 

为 46．15 ；所有种数 119种 ，共有种 26种 ，种相似 

系数为 21．85％；与茫荡 山所有科数 11科 ，共有科 

有 7科 ，科相似系数为 63．64 l所有属数 37属 ，共 

有属 l6属 ，属 相似 系数 为 43．24 ；所有 种数 94 

种，共有种 20种，种相似系数为 21．28 ；与武夷 山 

所有科数 ¨ 科，共有科有 7科，科相似 系数为 

63．64 ；所有属数 42属，共有属 15属，属相似系数 

为35．71 ；所有种数 115种，共有种 2O种，种相似 

系数为 l7．39％。由此可见，东山岛蕖荑花序类植 

物与其它四个地 区相 比，科 、属、种数随纬度的北移 

或与岛屿距离的增大，相似系数亦越来越小。 

3．3．4五个地区重要科比较 目前国内外尚无确定 

重要科的统一标准，研究者完全根据 研究工作的需 

要和研究区域的不同来进行选择，上述原始类型离 

心皮类、起源较早菜荑花序类和主要科也是选择的 

标准之一，部分类群虽然在种的数量上并非大科 之 

列，但其个体数量在植物群落中往往起主导作用，是 

群落的优势种(建群种)，因而十分重要。基于上述 

认识 ，笔者选择了对 当地植 物区系和植被有较大影 

响的樟科、壳斗科、山茶科、冬青科等 4科进行五个 

地区重要科的比较。这 4科在东山岛植物区系中有 

9属 23种，清源山有 1l属 24种，戴云山有 22属 

145种 ，茫荡 山有 22属 131种 ，武夷 山有 24属 141 

种。福建植被的主要成分，首推樟科和壳斗科。樟 

科在东山岛内的属数和种 数虽然不多 ，仅有 4属 8 

种，但都是该岛植物区系和植被中很重要的成分，而 

樟科在清源 山有 5属 9种 ，戴 云山有 8属 44种 ，茫 

荡山有 8属 39种，武夷山有 8属 46种。壳斗科是 

福建森林植被中的主要树种(建群种、优势种)，但在 

东 山岛可能由于岛屿的隔离作用或植被破坏严重还 

尚未发现 ，而在清源 山有 2属 2种 ，戴 云山有 6属 

33种 ，茫荡山有 6属 38种 ，武夷 山有 6属 34种。 

Jaccard相似性指数(张镱锂，1998)计算表明 

(表5)，东山岛与清源山重要科所有科数 4科，共有 

科有 3科，科相似系数为 75．0 ；所有属数 12属， 

共有属8属，属相似系数为 66．67 ；所有种数 35 

种 ，共有种 l5种 ，种相似系数 为 42．86 l与戴云山 

所有科数 4科，共有科 有 3科，科 相似 系数 为 

75．0 ；所有属数 23属 ，共有属 8属 ，属相似系数为 

34．78 ；所有种数 129种，共有种 19种，种相似系 

数为 14．73 ；与茫荡山所有科数 4科，共有科有 3 

科，科相似系数为 75．0％；所有属数 23属，共有属 8 

属，属相似系数为 34．78％；所有种数 119种，共有 

种 15种 ，种相似系数为 12．6l％；与武夷山所 有科 

数 4科，共有科有 3科，科相似系数为 75．0 ；所有 

属数 24属，共有属 8属，属相似系数为 33．3Yo；所 

有种数 137种，共 有 种 19种，种 相 似系 数为 

13．78 。由此可见，东山岛重要科植物与其它四个 

地区相 比，属 、种数随纬度的北移或与岛屿距离的增 

大，相似系数亦越来越小。 

4 结论与讨论 

东山岛位于福建东南端，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 

风气候，气候 温暖，热量丰富 ，光照充足 ，雨量较少，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因此 ，根据统计 ，东山岛种子 

植物有 l11科 406属 632种，其中泛热带科占首位、 

有45科、占总科数的 4O．54 ，其属数和种数分别 

占总数的 29．30 9／6和 26．58％；世界广布科仅次于泛 

热带科、有 42科、占科总数的 37．83 ，但其所含属 

和种 的 数 量 占 首 位 ，分 别 占总 数 的 6O．O9 和 

63．76 ，虽然在区系分析上意义不大，却是该岛植 

物的主体，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在东山岛除世界 

传统大科如菊科，豆科，禾本科之外，大戟科，茜草 

科，蔷薇科等也是该岛的优势科。该岛野生种子植 

物科的分布型具有含属种数较多的大科数量较少、 

而含种数较少的小科数量较多的特点 ，并且以热带 

成分为主，同时兼容 了部分 温带分布型。从 中显示 

出该该岛植物种类组成的丰富性，研究结果为该岛 

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以及沿海防护林的异龄、复层和 

物种组成的多样化构建提供了基础资料。 

Jaccard相似性指数计算表明，东山岛离心皮 

类、菜荑花序类和重要科植物与其它四个地区相比， 

科 、属、种数随纬度 的北移或与岛屿距离的增大 ，相 

似系数亦越来越小，这可能是由于距离效应引起的。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邬建国，1989)认为，对于某一 

岛屿而言，种迁人率随其与大陆种库(种迁入源)的 

距离而下降，这种由于不同种在传播能力或定居能 

力方面的差异和岛屿隔离程度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现 

象称为“距离效应 (distance effect)”。 

东山岛由于受海水的包围而有明显的边界，岛 

内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 了自己特殊的种子植 



58 广 西 植 物 31卷 

物科的区系。由于具有明显的边界和长期受隔离作 

用以及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系统结构 ，致使该 岛生 

态系统一旦受到破坏就难以恢复 ，表现 出较强的生 

态脆弱性(Lugo，1998；任海等，2ooo)。笔者在对该 

岛植物资源以及现存次生林进行的详细调查中发现 

由于受毁林 、引种不 当和自然干扰等原因的影响，岛 

内现存乡土植物数量较为稀少，生物多样性受到不 

同程度的威胁。但有关岛内生物的濒危状况 、灭绝 

速率及灭绝原因，特有现象的形成及格局的研究 尚 

较为薄弱，因此本课题还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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