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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滇黔桂植物区和华南植物区的交错地带ꎬ是古北极与古热带

两大植物区系交接过渡的中心地带ꎬ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ꎮ 为摸清广西木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ꎬ该文基于历史文献整理、野外调查、标本采集和鉴定以及数据统计分

析ꎬ对该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表明:(１)该区共有维管束植物

１ ７３５种ꎬ包括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２１８ 种、种子植物 １ ５１７ 种ꎬ具有较丰富的维管束植物多样性组成以及较复

杂的植物区系成分ꎮ (２)该区共有中国特有植物 ４８６ 种、广西特有植物 ５６ 种、岩溶特有植物 ２６２ 种ꎬ具有显

著的植物特有性ꎮ (３)该区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６８ 种、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５３ 种、我国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 ４ 种、受威胁植物 １０８ 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植物 １４４ 种ꎬ具
有较高程度的植物珍稀濒危性ꎮ 综上表明ꎬ该区是我国重要的岩溶植物基因库ꎬ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ꎮ
该研究结果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植物保护和利用以及其他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据ꎮ
关键词: 木论保护区ꎬ 物种多样性ꎬ 岩溶植物区系ꎬ 珍稀种质资源ꎬ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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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貌区是世界三大集中连片

喀斯特区中面积最大且岩溶发育最强烈的地区ꎬ
其分布范围横跨热带季风气候区与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宋同清等ꎬ ２０１４)ꎬ包括«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和行动计划»划定的桂西南山地、桂西黔南

山地和南岭等 ３ 个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所有

喀斯特地貌区ꎮ 该区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和

保护的关键和热点地区(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 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对喀斯特生物多样

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ꎮ
广西是我国西南喀斯特主要分布区之一ꎮ 近

２０ 多年来ꎬ广西喀斯特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备

受关注ꎬ植物新种持续被发现ꎬ据统计ꎬ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 年间ꎬ广西有超过 ６００ 种的植物新物

种被报道ꎬ其中主要分布于广阔的喀斯特地区(Ｄ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这些新种绝大部分为广西特有ꎬ不
仅丰富了广西植物物种多样性ꎬ而且是重要的新

种质资源ꎬ为广西植物资源的创新性利用提供了

重要材料ꎬ同时也说明了广西的植物资源本底还

不够清楚ꎬ有必要开展更深入的资源调查与研究ꎮ
为此ꎬ针对喀斯特特定区域的植物资源本底调查

不断开展ꎬ如吴望辉(２０１１)和黄俞淞等(２０１３)对

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组成及区

系进行了研究ꎻ杨金财(２０１３)对广西龙虎山自然

保护区维管束植物多样性组成及区系进行了研

究ꎻ李述万(２０１７)对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ꎻ许
为斌等(２０１８)对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种子植

物多 样 性 组 成 及 区 系 进 行 了 研 究ꎻ 唐 健 民 等

(２０２０)对广西兴安白石天坑植物地理成分进行了

分析ꎮ 这些研究对进一步摸清广西植物资源本底

和了解喀斯特植物的物种组成、区系分布具有重

要意义ꎮ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木论

保护区”)与其北边相连的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以下简称“茂兰保护区”)均位于南岭生物

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ꎬ是我国生物系统相汇交错

区和交接过渡的中心地带ꎬ共同构成当今世界上

已知的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原生性强的喀

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兰斯安等ꎬ ２０１６)ꎬ在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ꎮ 由于

植物物种多样性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ꎬ
因此摸清该区域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对充分发

挥该区域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的价值

具有重大意义ꎮ
关于茂兰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有较

多报道ꎬ如陈正仁(１９９６)对茂兰喀斯特森林种子

植物属的地理成分进行了分析ꎻ余天虹(２００２)对

茂兰与梵净山植物区系进行了分析比较ꎻ陈会明

等(２００５)对茂兰喀斯特森林的野生经济植物进行

了统计ꎻ陈丰林(２０１３)对茂兰保护区植物物种多

样性编目进行了研究ꎻ胡佳玉等(２０２１)对茂兰保

护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特征进行了研究ꎬ这
些研究结果进一步摸清了茂兰保护区植物物种多

样性组成ꎮ 关于木论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

究也在不断开展ꎬ如郑颖吾(１９９９)对木论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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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物种多样性开展了本底调查ꎬ统计到维管束

植物 ９０６ 种ꎻ彭日成(２０１３)对木论保护区维管束

植物区系进行了研究ꎬ统计到维管束植物１ ４４６种ꎻ
随后ꎬ有新种或新记录种的持续报道 (刘静等ꎬ
２０１４ꎻ 沈晓琳等ꎬ ２０１５ꎻ 黄歆怡等ꎬ ２０１５ꎻ 谭卫宁

等ꎬ ２０１７)ꎮ 可见ꎬ该区域的植物种类随着研究的

深入不断增加ꎬ木论保护区尚未摸清其区域内的

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及其特点ꎬ这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保护区功能的发挥以及科研、管理、保护等

工作的开展ꎮ
本研究以木论保护区为研究区域ꎬ采用文献

资料整理、野外补充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ꎬ
通过对该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种类的补充、核查以

及订正原有记载的植物异名、裸名等ꎬ摸清该保护

区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ꎬ比较其与邻近喀斯特森

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的差

异ꎬ并分析特有科、特有属、特有种(包括中国特有

植物、广西特有植物和岩溶特有植物等)以及珍稀

濒危植物(包括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广西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受威胁及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物种、极小种

群植物和模式植物等)的组成特点ꎬ以期为保护区

的自身建设和管理、动植物保护和利用以及其他

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

木论保护区地处广西西北部、河池市环江毛

南族自治 县 境 内 ( １０７° ５４′ ０１″—１０８° ０５′ ５１″ Ｅ、
２５°０７′０１″—２５°１２′２２″ Ｎ)ꎬ东濒古滨河上游ꎬ西近

打狗河ꎬ北与茂兰保护区相连ꎬ包括川山镇的东

山、下荣、乐衣、木论、白丹、社村、何顿 ７ 个行政村

的部分喀斯特山地和板南屯后山单性木兰保护小

区ꎬ总面积 １０ ８２９.７ ｈｍ２ꎮ 该林区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ꎬ喀斯特地貌极为发育ꎬ喀斯特形态多种多

样ꎬ以锥形山、塔形山及其间的洼地构成的峰丛洼

地和峰丛漏斗为主ꎬ石头裸露程度较高ꎬ土被面积

不足 ２０％ꎬ并且土壤仅分布于岩石缝隙间ꎬ只有洼

地或谷地才有成片土壤ꎮ 由于该区处于中亚热带

南缘ꎬ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ꎬ湿热的气候条

件ꎬ多样的岩溶地貌和封闭呈岛状的生境ꎬ为植物

生长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ꎬ森林覆盖率

高达 ９４.７％ꎬ保存着中亚热带最具代表性的喀斯

特森林生态系统(郑颖吾ꎬ １９９９)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历史文献整理

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各植物标本馆馆藏的采

集于木论保护区的植物标本ꎬ结合中国数字植物

标本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ｖｈ.ａｃ.ｃｎ / )ꎬ初步整理出木论

保护区有记载的维管束植物物种名录ꎮ
２.２ 野外调查

通过样线调查法ꎬ采集植物标本ꎬ详细记录分

布点信息和调查轨迹ꎮ 随着调查轨迹的叠加ꎬ不
断调整调查样线ꎬ使调查样线能够覆盖该保护区

的各种植被类型和区域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共开展了 ２０ 多次的野外调查ꎬ调查轨迹

能够比较均匀地分布到该保护区的各个区域ꎮ
２.３ 植物物种多样性编目整理

通过整理和鉴定标本ꎬ首先获得本次调查的

植物物种多样性名录ꎻ然后结合郑颖吾(１９９９)、彭
日成(２０１３)等的研究结果ꎬ进一步补充和订正ꎻ最
后整理出木论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物种多样性

编目ꎮ
２.４ 数据统计和分析

依据陆树刚(２００７)对蕨类植物分布型的划分

和吴钲镒(２０１０)对种子植物分布类型的划分ꎬ参
考«广西植物名录» (覃海宁和刘演ꎬ ２０１０)以及

«中国 种 子 植 物 特 有 属 » ( 应 俊 生 和 张 玉 龙ꎬ
１９９４)ꎬ统计分析种子植物中国特有属以及广西特

有属ꎬ石松类、蕨类植物中国特有种以及种子植物

广西特有种ꎬ结合植物的生长习性和分布范围ꎬ统
计岩溶特有植物种类ꎻ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第二批)(２０２１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及

农业农村部公布)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

统计分析ꎻ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２０１０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公布)对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统计分析ꎻ依
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ＣＩＴＥＳ)
对被列入附录Ⅰ、附录Ⅱ和附录Ⅲ的植物物种进

行统计分析ꎻ依据“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

录” ( 覃 海 宁 等ꎬ ２０１７ ) 和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 ＩＵＣＮ)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等级和标准(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及其使用指南( ＩＵＣ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２０２２) 对受威胁植物物种进行统计

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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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

木论保护区共有维管束植物 １ ７３５ 种ꎬ隶属于

２１１ 科 ７６１ 属ꎮ 其中ꎬ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２１８ 种ꎬ
隶属于 ３６ 科 ６７ 属ꎻ裸子植物 １４ 种ꎬ隶属于 ７ 科

１２ 属ꎻ双子叶植物 １ ２２９ 种ꎬ隶属于 １４２ 科 ５４８
属ꎻ单子叶植物 ２７４ 种ꎬ隶属于 ２６ 科 １３４ 属ꎻ野生

维管束植物１ ７０２种ꎻ栽培种 ３３ 种ꎮ 木论保护区维

管束植物科、属、种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木论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植物类群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野生种
Ｗｉｄ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栽培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 ＆ ｆｅｒｎ

３６ ６７ ２１８ ２１８ ０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

７ １２ １４ １２ ２

双子叶植物
Ｄｉ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１４２ ５４８ １ ２２９ １ ２０１ ２８

单子叶植物
Ｍｏｎｏ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２６ １３４ ２７４ ２７１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１ ７６１ １ ７３５ １ ７０２ ３３

３.２ 与邻近喀斯特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

种多样性比较

木论保护区的植物区系成分复杂ꎬ植物种类

极其丰富ꎮ 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ꎬ其植物

多样性组成与邻近喀斯特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着明显差异(表 ２)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尽管木论

保护区与茂兰保护区相连成片、生境相似ꎬ但其面

积却远远小于后者ꎬ这是它们在植物多样性组成

上存在较大区别的重要原因ꎮ 在广西喀斯特森林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ꎬ从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数

和种数、裸子植物科数和属数、被子植物科数来

看ꎬ木论保护区均大于其他保护区ꎬ但石松类和蕨

类植物属数、裸子植物种数仅少于雅长保护区ꎬ被
子植物属数仅多于邦亮保护区ꎬ被子植物种数仅

少于雅长保护区和弄岗保护区ꎮ 总的来说ꎬ木论

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的科数、属数和种数均具有极

高的多样性ꎻ而维管束植物总种数低于雅长保护

区和弄岗保护区ꎬ除了保护区面积大小的因素外ꎬ
主要与保护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海拔梯度以及气

候特征的关系密切ꎮ
３.３ 植物特有性的统计分析

３.３.１ 特有科、属的统计分析 　 木论保护区无中国

特有科以及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中国特有属ꎮ 野生

种子植物中国特有属有 １５ 属ꎬ包括焕镛木属

(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ｉａ)、裸蒴属(Ｇｙｍｎｏｔｈｅｃａ)、四药门花属

(Ｔｅｔｒａｔｈｙｒｉｕｍ)、 青 檀 属 (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 陀 螺 果 属

(Ｍｅｌ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喜树属(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通脱木属

(Ｔｅｔｒａｐａｎａｘ)、异裂菊属 (Ｈｅｔｅｒｏｐｌｅｘｉｓ)、四棱草属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ｉａ)、伞花木属 (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栾树属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掌叶木属 (Ｈａｎｄｅ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石山

苣苔属(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悬竹属(Ａｍｐｅｌｏｃａｌａｍｕｓ)和箬

竹属(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ꎻ种子植物中国准特有属有 ２
属ꎬ 包 括 翠 柏 属 ( 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 ) 和 盾 果 草 属

(Ｔｈｙｒｏｃａｒｐｕｓ)ꎮ 这些中国特有属和准特有属在本

区均只含 １ 种ꎬ属数约占本区维管束植物总属数

的 ２.２３％ꎬ所含种数约占本区维管束植物总种数

的 ０.９８％ꎬ均占极小的比例ꎮ
从属的起源来看ꎬ既有古老残遗属如焕镛木

属、青檀属、伞花木属、栾树属、掌叶木属和翠柏属

等ꎬ也有新生特有属如石山苣苔属、异裂菊属等ꎮ
其中ꎬ异裂菊属为广西特有属ꎬ在研究菊科的系统

演化上具有重要意义ꎮ 依据应俊生和张玉龙

(１９９４)的观点ꎬ裸蒴属很可能是第三纪以后在华

中一带分化形成的特有类群ꎻ四棱草属是从疣属

(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特化而来ꎮ 从生活型来看ꎬ有 １０ 属

为木本类型、４ 属为草本类型ꎬ木本类型占据优势ꎬ
而中国特有属则以草本类型占据较大比例(６６％)
(应俊生和张玉龙ꎬ １９９４)ꎬ存在这种矛盾的原因

主要是本区面积较小以及特殊的生境所致ꎮ
３.３.２ 特有种的统计分析 　 植物在自然界中的分

布与行政区域的划分是不协同的ꎬ本研究所提到

的特有种ꎬ是指主要以我国或广西为最主要分布

中心ꎬ或目前分布仅见于我国或广西ꎬ而不见于其

他地方的属和种ꎬ分布狭域ꎮ
(１)中国特有植物ꎮ 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方

面ꎬ我国特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有１ ２００余种ꎬ约占

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总数的 ５０％ꎬ主要分布于

海拔 ７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之间(严岳鸿ꎬ ２０１１)ꎮ 木论保

护区总面积虽然仅有 １０８.３ ｋｍ２ꎬ 但分布有我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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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木论保护区与邻近喀斯特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组成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ｋａｒ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保护区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 ＆ ｆｅｒｎ

Ｆ Ｇ Ｓ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

Ｆ Ｇ Ｓ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Ｆ Ｇ 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Ｆ Ｇ Ｓ

保护区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ｋｍ２)

茂兰保护区 Ｍａｏｌ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陈丰林ꎬ ２０１２ꎻ 张宪春和姚正明ꎬ
２０１７)

３２ ７８ ２３５ ７ １０ １８ １６２ ７１１ １ ８３５ ２０１ ７９９ ２ ０８８ ２１２.８５

雅长保护区 Ｙａｃｈ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李述万ꎬ ２０１７)

３４ ７３ １５９ ６ ８ １６ １５５ ７７７ １ ７４０ １９５ ８５８ １ ９１５ ２２０.６２

弄岗保护区 Ｎｏｎｇｇ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黄俞淞等ꎬ ２０１３)

２９ ５１ １５０ ４ ５ １０ １５１ ７５４ １ ５９２ １８４ ８１０ １ ７５２ １００.７７

木论保护区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６ ６７ ２１８ ７ １２ １４ １６８ ６８２ １ ５０３ ２１１ ７６１ １ ７３５ １０８.３０

白头叶猴保护区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ｅｄ
Ｌａｎｇｕ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８ ５１ １２７ ２ ２ ６ １４６ ７３９ １４１６ １７６ ７９２ １ ５４９ ２５５.７８

恩城保护区 Ｅｎｃｈ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９ ５３ １１８ ５ ５ ６ １４０ ６８６ １ １９０ １７４ ７４４ １ ３１４ ２５８.２０

邦亮保护区 Ｂ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７ ５１ ９４ ４ ５ ７ １４７ ６５３ １ １３０ １７７ ７０９ １ ２３１ ６５.３０

　 注: Ｆ. 科ꎻ Ｇ. 属ꎻ Ｓ. 种ꎮ 雅长保护区为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简称ꎻ 弄岗保护区为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简称ꎻ 白头叶猴保护区为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简称ꎻ 恩城保护区为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简称ꎻ 邦亮
保护区为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简称ꎮ
　 Ｎｏｔｅ: Ｆ. Ｆａｍｉｌｙꎻ Ｇ. Ｇｅｎｕｓꎻ 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Ｙａｃｈ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 Ｙａｃｈａｎｇ Ｏｒｃｈｉ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ꎻ Ｎｏｎｇｇ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ꎻ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ｅｄ Ｌａｎｇｕ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ｏｎｇｚｕｏ Ｗｈｉｔ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Ｌａｎｇ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Ｅｎｃｈ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ｎｃｈ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ꎻ Ｂ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 Ｂ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Ｇｉｂｂ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３４ 种ꎬ约占我国特有石松类和

蕨类植物的 ２.８３％ꎮ 鳞毛蕨科(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蹄
盖蕨科(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金星蕨科(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水 龙 骨 科 (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 铁 角 蕨 科

(Ａｓｐ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凤尾蕨科 (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 碗蕨科

(Ｄｅｎ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ｃｅａｅ)、中国蕨科( Ｓｉｎ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叉
蕨 科 ( Ｔｅｃｔ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 和 观 音 座 莲 科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是含有特有种数最多的 １０ 个科ꎬ
这些科在木论保护区中均有分布ꎮ 这与该林区位

于我国生物系统相汇交错区和交接过渡的中心地

带有着密切联系ꎬ充分说明了该区生境的特殊性ꎮ
在种子植物方面ꎬ木论保护区分布有我国特

有种子植物 ４５２ 种ꎬ隶属于 １０７ 科 ２６２ 属ꎮ 将本区

内中国特有种子植物按科含种数或属含种数划分

为多种科或多种属(含≥１０ 种)、中等科或中等属

(含 ５ ~ ９ 种)、寡种科或寡种属(含 ２ ~ ４ 种)和单

种科或单种属(含 １ 种)ꎮ 从科含种数方面来看ꎬ
多种科有 ９ 科ꎬ占总科数的 ８.４１％ꎬ但含 １５０ 种的

占总种数的 ３３.１９％ꎻ中等科有 ２２ 科ꎬ占总科数的

２０.５６％ꎬ但含 １４８ 种的占总种数的 ３２.７４％ꎻ虽然

多种科和中等科只占总科数的 ２８.９７％ꎬ但所含种

数占总种数的 ６５.９３％ꎮ 这说明本区分布的中国

特有种子植物集中于少数科内ꎬ存在优势科现象ꎬ
并以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唇形科

(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 蔷 薇 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 和 苦 苣 苔 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为主ꎮ 从属含种数方面来看ꎬ多种

属仅 １ 个ꎻ中等属所占的比例较低ꎬ所含种数的比

例不高ꎻ寡种属占总属数的 ３１.３０％ꎬ所含的种数

占总种数的 ４５.８０％ꎻ单种属占总属数的６３.３６％ꎬ
所含的种数占总种数的 ３６.７３％(表 ３)ꎮ 这说明该

区分布的中国特有种子植物以寡种属和单种属占

绝对优势ꎬ它们分化程度较高ꎬ在丰富该区植物区

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２) 广西特有植物ꎮ 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方

面ꎬ木论保护区分布有广西特有蕨类植物 ５ 种ꎬ即
楔形毛蕨(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ｕｎｎｅａｔｕｓ)、长刺复叶耳

蕨 (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ｓｅｔｉｆｅｒａ )、 节 毛 耳 蕨 (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ａｒｉ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ｐｉｌｏｓｕｍ)、广西耳蕨(Ｐ.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ｅ)和木

论耳蕨(Ｐ. ｍｕｌｕｎｅｎｓｅ)ꎮ
在种子植物方面ꎬ木论保护区分布有广西特

有种子植物 ５１ 种ꎬ隶属于 ３１ 科 ４１ 属ꎬ约占本区种

子植物总种数的 ３.３６％ꎬ约占本区我国特有种子

植物总种数的 １１.２８％ꎮ 本区分布的广西特有植

物无多种科、多种属的现象ꎬ 无论是科含种数比例

６８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３　 木论保护区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科类型和属类型的数量结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科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ｅ
(％)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ｅ
(％)

属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比例
Ｒａｔｅ
(％)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ｅ
(％)

多种科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９ ８.４１ １５０ ３３.１９ 多种属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１ ０.３８ １０ ２.２１

中等科
Ｍｅｄ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２２ ２０.５６ １４８ ３２.７４ 中等属

Ｍｅｄ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１３ ４.９６ ６９ １５.２６

寡种科
Ｆ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４４ ４１.１２ １２２ ２６.９９ 寡种属

Ｆ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８２ ３１.３０ ２０７ ４５.８

单种科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３２ ２９.９１ ３２ ７.０８ 单种属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１６６ ６３.３６ １６６ ３６.７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７ １００ ４５２ １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２ １００ ４５２ １００

还是属含种数比例ꎬ中等科、中等属所占的比例均

极低ꎻ尽管寡种属占有一定比例ꎬ但所含的种数比

例不高ꎮ 然而ꎬ单种科占本区广西特有种子植物

总科数的 ６４.５２％ꎻ单种属占本区广西特有种子植

物总属数的 ８２.９３％ꎬ所含的种数占本区广西特有

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６６.６７％(表 ４)ꎮ 由此可见ꎬ本
区分布的广西特有种存在单种科、单种属占优势

的现象ꎬ这种现象丰富了该区植物物种多样性ꎮ
这不但说明该区种子植物特有化程度高ꎬ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该区生境具有复杂性ꎮ
(３) 岩溶特有植物ꎮ 据统计ꎬ木论保护区共有

岩溶特有植物 ２６２ 种ꎬ占本区维管束植物总种数的

１５.１％ꎬ其中岩溶特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４６ 种、岩
溶特有种子植物 ２１６ 种ꎮ 从科含种数方面来看ꎬ本
区含岩溶特有植物的科有 ７９ 个ꎬ其中兰科含有岩溶

特有种最多ꎬ达 ４２ 种ꎬ占该区岩溶特有种总数的

１６.０３％ꎻ鳞毛蕨科、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樟科和苦苣

苔科其次ꎬ各含有 １３ 种ꎻ３３ 个科仅含 １ 种岩溶特有

植物ꎬ占该区岩溶特有植物总科数的 ４１.７７％ꎮ 从属

含种数方面来看ꎬ本区含岩溶特有植物的属有

１５８ 个ꎬ其 中 耳 蕨 属 (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 和 楼 梯 草 属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含岩溶特有种最多ꎬ均达 ８ 种ꎬ共占

该 区 岩 溶 特 有 种 总 数 的 ６. １１％ꎻ 兜 兰 属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５ 种) 和蛛毛苣苔属(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５ 种)为其次ꎻ９６ 个属仅含 １ 种岩溶特有植物ꎬ占
该区岩溶特有植物总属数的 ６０.７６％ꎮ

从重点保护植物方面来看ꎬ本区岩溶特有种中

含有 ５９ 种国家或广西重点保护植物ꎬ其中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植物 ５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５４ 种、

广西重点保护植物 ５１ 种ꎮ 从特有性方面来看ꎬ本区

岩溶特有种中含有 １２８ 种我国特有植物ꎬ占本区岩

溶特有种总数的 ４８.８５％ꎬ包括 ３７ 种广西特有植物ꎮ
从受威胁状况方面来看ꎬ本区岩溶特有种含有 ４０ 种

受威胁植物(覃海宁等ꎬ２０１７)ꎬ其中 ５ 种被评估为

极危(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 ＣＲ)种、１７ 种被评估为

濒危 (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 ＥＮ) 种、 １８ 种被评估为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ｌｂｅꎬ ＶＵ)种ꎮ 根据 ＣＩＴＥＳ 附录ꎬ本区岩溶

特有种中 ４２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ꎬ其中 ５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ꎬ３７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ꎮ
岩溶生境是一种特殊的生境ꎬ有着强烈的异

质性ꎬ同时孕育了丰富的岩溶特有植物ꎮ 木论保

护区为典型的岩溶地貌ꎬ分布有众多的岩溶特有

植物ꎬ充分表明该区植物区系具有显著的岩溶性

质ꎮ 此外ꎬ在这些岩溶特有种中ꎬ受威胁的珍稀濒

危种、国家或地区重点保护种所占的比例较高ꎬ说
明岩溶地区是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ꎬ
同时体现出岩溶生境的脆弱性ꎬ对分布于岩溶地

区的植物类群ꎬ必须提高保护意识ꎬ持续采取科学

的保护措施ꎮ
３.４ 珍稀濒危植物统计分析

３.４.１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统计分析 　 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ꎬ也是保护区最重

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象之一ꎮ 木论保护区分布

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共有 ６８ 种ꎬ隶属于 ２６ 科 ３９
属ꎬ其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５ 种、裸子植物 ９ 种、
被子植物 ５４ 种ꎻ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６ 种ꎬ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６２ 种(表

５)ꎮ 尽管木论保护区面积不及我国国土面积的八

７８１２１２ 期 谭卫宁等: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初步研究



表 ４　 木论保护区广西特有种子植物科类型和属类型的数量结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科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ｅ
(％)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ｅ
(％)

属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比例
Ｒａｔｅ
(％)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Ｒａｔｅ
(％)

多种科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０ ０ ０ ０ 多种属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０ ０ ０ ０

中等科
Ｍｅｄ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１ ３.２３ ５ ９.８０ 中等属
Ｍｅｄｉｕ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１ ２.４４ ５ ９.８００

寡种科
Ｆ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０ ３３.２６ ２６ ５０.９８ 寡种属
Ｆ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６ １４.６３ １２ ２３.５３

单种科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２０ ６４.５２ ２０ ３９.２２ 单种属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ｎｕｓ

３４ ８２.９３ ３４ ６６.６７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１ １００ ５１ １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１ １００ ５１ １００

表 ５　 木论保护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科、属、种的数量结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植物类群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一级
Ｌｅｖｅｌ 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石松类和蕨类
植物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 ＆ ｆｅｒｎ

４ ４ ５ ０ ５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 ５ ９ ９ １ ８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１７ ２６ ５４ ５ ４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 ３９ ６８ ６ ６２

万分之一ꎬ但分布有约 ６％的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种类ꎬ突显了该保护区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的重要地位ꎮ
从特有性方面来看ꎬ在木论保护区分布的 ６８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ꎬ有 ２１ 种为我国特有

(其中 ２ 种为广西特有)ꎻ从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

危等级方面来看ꎬ４ 种被列为极危(ＣＲ)种、１４ 种

被列为濒危(ＥＮ)种、２４ 种被列为易危(ＶＵ)种ꎻ依
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ꎬ５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ꎬ ２９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表 ６)ꎮ
３.４.２ 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统计分析 　 木论保

护区分布有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５３ 种ꎬ隶属

于 １６ 科 ６７ 属ꎬ其中兰科植物 １３７ 种ꎬ占该区分布

的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总数的 ８９.５％ꎬ占广西

野生兰科植物 ４４２ 种(含变种)的 ３０.９９％(陈心启

等ꎬ ２０１６)ꎮ 兰科植物是木论保护区的特色植物

类群ꎬ种类仅次于雅长保护区ꎬ居广西第二位ꎮ 木

论保护区面积不及广西国土面积的万分之四ꎬ但
分布有 ３０.９９％的广西野生兰科植物种类ꎬ说明该

区域是广西野生兰科植物的重要分布区之一ꎬ蕴
含极高的兰科植物多样性ꎮ

从特有性方面来看ꎬ在木论保护区分布的 １５３
种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ꎬ有 ３４ 种为我国特有

(其中 ４ 种为广西特有)ꎮ 从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

濒危等级方面来看ꎬ３ 种为极危(ＣＲ)种、２３ 种为

濒危(ＥＮ)种、３１ 种为易危(ＶＵ)种ꎮ 依据«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 ＣＩＴＥＳ)ꎬ５ 种兜兰属

植物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ꎬ此外的 １３２ 种兰科植

物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ꎮ
３.４.３ 受威胁及 ＣＩＴＥＳ 附录物种统计分析 　 根据

ＩＵＣＮ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 ( ３. １ 版)
(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以及“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

录”(覃海宁等ꎬ ２０１７)ꎬ木论保护区种子植物中共

有 １０８ 种被列为受威胁物种ꎮ 其中ꎬ被列为极危

(ＣＲ)种的有 １１ 种ꎬ占该区维管束植物总种数的

０.６３％ꎬ占受威胁物种总数的 １０.１８％ꎻ被列为濒危

(ＥＮ)种的有 ３７ 种ꎬ占该区维管束植物总种数的

２.１３％ꎬ占受威胁物种总数的 ３４.２６％ꎻ被列为易危

(ＶＵ)种的有 ６０ 种ꎬ占该区维管束植物总种数的

３.４６％ꎬ占受威胁物种总数的 ５５.５６％ꎮ 依据«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ꎬ共有 １４４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ꎬ占该区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８.３０％ꎬ除
兜兰属的 ５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Ⅰ外ꎬ 其他共计

８８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６　 木论保护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６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编号
Ｎｏ.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特有性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ＣＩＴＥＳ

ＩＵＣＮ 等级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ＵＣＮ

１ 石杉科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ｃｅａｅ 长柄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２ 观音坐莲科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福建观音坐莲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３ 蚌壳蕨科 Ｄｉｃｋｓ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金毛狗脊 Ｃｉｂｏｔｉｕ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ｚ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４ 桫椤科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黑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５ 桫椤科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桫椤 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６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黄枝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ａｌｃａｒｅ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ＥＮ

７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华南五针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８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短叶黄杉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ＶＵ

９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岩生翠柏 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１０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中越黄金柏 Ｘａｎｔｈｏｃｙｐａｒｉｓ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１１ 罗汉松科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百日青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ＶＵ

１２ 三尖杉科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海南粗榧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１３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云南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ＶＵ

１４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灰岩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一级
Ｌｅｖｅｌ Ｉ

— — —

１５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香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ＶＵ

１６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单性栏 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ｉａ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 一级
Ｌｅｖｅｌ Ｉ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ＶＵ

１７ 八角科 Ｉｌｌｉｃｉａｃｅａｅ 地枫皮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ｄｉｆｅｎｇｐ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广西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ＥＮ

１８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ＶＵ

１９ 紫堇科 Ｆｕｍ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岩黄连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

２０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２１ 藤黄科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金丝李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ＶＵ

２２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广西火桐 Ｆｉｒｍｉａ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一级
Ｌｅｖｅｌ Ｉ

广西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ＣＲ

２３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单瓣月季花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ＥＮ

２４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海南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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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编号
Ｎｏ.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特有性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ＣＩＴＥＳ

ＩＵＣＮ 等级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ＵＣＮ

２５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岩生红豆 Ｏ.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ＣＲ

２６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越南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２７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四药门花 Ｔｅｔｒａｔｈｙｒｉｕｍｍ ｓｕｂｃｏｒｄａｔ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ＥＮ

２８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长穗桑 Ｍｏｒｕｓ ｗｉｔｔｉｏｒ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

２９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四瓣米仔兰 Ａｇｌａｉａ ｌａｗ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３０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伞花木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

３１ 七叶树科 Ｈｉｐｐｏｃａｓｔａｎａｃｅａｅ 掌叶木 Ｈａｎｄｅ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ＥＮ

３２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喙核桃 Ａｎｎａｍｏｃａｒｙ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ＥＮ

３３ 延龄草科 Ｔｒｉ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华重楼 Ｐａｒ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ＶＵ

３４ 延龄草科 Ｔｒｉ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凌云重楼 Ｐ. ｃｒｏｎｑｕｉｓｔ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ＶＵ

３５ 延龄草科 Ｔｒｉ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海南重楼 Ｐ. ｄｕｎｎｉａｎ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ＶＵ

３６ 延龄草科 Ｔｒｉ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球药隔重楼 Ｐ.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 —

３７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灰岩开唇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ｌｃａｒｅｕ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３８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金线兰 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ＥＮ

３９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浙江金线兰 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ＥＮ

４０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白及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ＥＮ

４１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杜鹃兰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４２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莎叶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ｃｙｐ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４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建兰 Ｃ.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４４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蕙兰 Ｃ. ｆａｂｅｒ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４５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多花兰 Ｃ.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４６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春兰 Ｃ.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４７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寒兰 Ｃ. ｋａｎｒａｎ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４８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硬叶兰 Ｃ. ｍａｎｎ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０９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续表 ６

编号
Ｎｏ.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保护等级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特有性
Ｅｎｄｅｍｉｓｍ ＣＩＴＥＳ

ＩＵＣＮ 等级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ＵＣＮ

４９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邱北冬蕙兰 Ｃ. ｑｉｕｂｅｉｅｎｓｅ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ＥＮ

５０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春剑 Ｃ. ｔｏｒｔ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ｖａｒ.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ＥＮ

５１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束花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５２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兜唇石斛 Ｄ.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５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叠鞘石斛 Ｄ. ｄｅｎｎｅａｎ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５４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密花石斛 Ｄ. 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５５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流苏石斛 Ｄ.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５６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曲轴石斛 Ｄ. ｇｉｂｓｏｎ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ＥＮ

５７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疏花石斛 Ｄ. ｈｅｎｒｙ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５８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美花石斛 Ｄ. ｌｏｄｄｉｇｅｓ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５９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罗河石斛 Ｄ. ｌｏｈｏｈｅｎｓｅ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ＥＮ

６０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细茎石斛 Ｄ. 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６１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铁皮石斛 Ｄ.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６２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

６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叶兜兰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ｂａｒｂｉｇｅｒｕｍ 一级
Ｌｅｖｅｌ Ｉ

— 附录 Ｉ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

ＥＮ

６４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白花兜兰 Ｐ. ｅｍｅｒｓｏｎｉｉ 一级
Ｌｅｖｅｌ Ｉ

— 附录 Ｉ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

ＣＲ

６５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带叶兜兰 Ｐ. ｈｉｒｓｕ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 Ｉ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

ＶＵ

６６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麻栗坡兜兰 Ｐ.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ｅ 一级
Ｌｅｖｅｌ Ｉ

— 附录 Ｉ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

ＣＲ

６７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硬叶兜兰 Ｐ.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 Ｉ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

ＶＵ

６８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华西蝴蝶兰 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二级
Ｌｅｖｅｌ Ⅱ

— 附录Ⅱ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ＶＵ

　 注: — 表示未评估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１３９ 种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Ⅱꎬ包括蕨类植物 ２ 种、
被子植物 １３７ 种(表 ７)ꎮ 这表明该保护区受威胁

物种比例较高ꎬ受威胁等级也较高ꎮ
３.４.４ 极小种群物种统计分析 　 极小种群植物特

指分布地域狭窄或呈间断分布ꎬ长期因受到外界

因素威胁干扰而呈现出种群退化或数量持续较

少、种群及个体数量都极少ꎬ已低于稳定存活界限

的最小可存活种群且随时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种

类(Ｒ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绝大多数极小种群植物为

我国特有种ꎬ 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ꎬ它们对

１９１２１２ 期 谭卫宁等: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初步研究



表 ７　 木论保护区受威胁物种及被列入

ＣＩＴＥＳ 附录物种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ＥＳ ｉｎ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植物类群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极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ＣＲ)

濒危
Ｅｎｄａｎ￣
ｇｅｒｅｄ
(ＥＮ)

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
ａｂｌｅ

(ＶＵ)

ＣＩＴ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Ⅱ

蕨类植物
Ｆｅｒｎ

— — — — ２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

— １ ４ — —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１１ ３６ ５６ ５ １３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 ３７ ６０ ５ １３９

生境的要求特殊ꎬ更容易趋于濒危ꎬ是最易丧失的

生物资源之一ꎮ 为保护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ꎬ
２０１１ 年国家林业局依据受威胁程度及其经济、科
研、文化等因素ꎬ确定了我国首批重点保护的 １２０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ꎬ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

物 ３６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２６ 种以及 ５８ 种

省级重点保护植物ꎬ其中 ３２ 种在广西有记录ꎮ
据调查统计ꎬ木论保护区分布有我国极小种

群植物 ４ 种ꎬ包括喙核桃( Ａｎｎａｍｏｃａｒｙ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单性木兰(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ｉａ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广西火桐

(Ｆｉｒｍｉａ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和白花兜兰(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ｅｍｅｒｓｏｎｉｉ)ꎬ占我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总种数的

３.３３％ꎬ占广西有记录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总种数

的 １２.５％ꎬ充分表明木论保护区在广西乃至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ꎮ
３.４.５ 模式植物 　 模式产地是一个物种最原始的

描述地ꎬ在该地采集的模式标本是植物学研究尤

其是植物分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ꎮ 在一定程

度上ꎬ一个区域内模式植物标本的多少体现了该

区域植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以及价值高低ꎮ
木论保护区地理位置独特、自然环境复杂ꎬ所

形成的植物区系具有较大的区域特色ꎮ 据统计ꎬ
已报道的以该区为模式产地的植物有 １６ 种(表 ８)
(陈秀香ꎬ １９８８ꎻ 韦发南ꎬ １９９５ꎻ 韦毅刚和文和群ꎬ
１９９５ꎻ 文和群ꎬ １９９５ꎻ 方鼎和谢志明ꎬ ２００２ꎻ 李光

照和韦毅刚ꎬ ２００３ꎻ 曾庆文和刘玉壶ꎬ ２００４ꎻ 王文

采和韦毅刚ꎬ ２００７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２ꎻ 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沈晓琳等ꎬ ２０１５)ꎮ 木论保护区

分布的这些新类群是该区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它们陆续被发现ꎬ既体现了该区具有丰富的植

物多样性ꎬ也体现了该区植物区系的复杂性ꎬ具有

深入调查研究及持续加强科学保护的必要ꎮ

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记录了木论保护区维管束植物 １ ７３５
种ꎬ较第一次植物综合考察(郑颖吾ꎬ１９９９)的种数

增加了 ８２９ 种ꎬ较彭日成(２０１３)对该区维管束植

物调查的种数增加了 ２８９ 种ꎬ大幅度增加了维管

束植物种类ꎬ进一步摸清了该区植物资源本底ꎮ
在广西的喀斯特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ꎬ维管

束植物种数仅次于雅长保护区和弄岗保护区ꎬ居
第三位ꎬ其中兰科植物总数仅次于雅长保护区ꎬ居
第二位ꎬ进一步说明该区具有丰富的植物物种多

样性ꎮ 木论保护区能够孕育着如此丰富的植物资

源ꎬ究其原因主要与该区的地理位置、喀斯特地貌

形态以及海拔梯度等关系密切ꎮ
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必然与其周边地区的植

物区系存在紧密联系ꎬ复杂的植物区系组成能为

物种的交流、分化、形成与演变提供更多的变异式

样ꎮ 木论保护区处在我国中亚热带南缘ꎬ正是我

国滇黔桂植物区和华南植物区的交错地带ꎬ也是

古北极与古热带两大植物区系交接过渡的中心地

带ꎬ同时躲避了第四纪大陆冰川的直接侵袭ꎬ使该

区在长期的植物区系演化中保存了丰富的植物物

种多样性ꎮ 该区具有多样的喀斯特地貌形态ꎬ包
括峰丛、洼地、溶盆、洞穴和天坑等ꎬ这些地貌形态

通常有复杂多样的小生境ꎬ为植物的繁衍生息提

供了优越条件ꎮ 此外ꎬ该区有着西北高、东南低的

地势ꎬ相应的海拔从最高 １ ０２８ ｍ 下降到最低约

２５０ ｍꎬ尽管高差不到 ８００ ｍꎬ但在喀斯特地区ꎬ植
物垂直分布的差异已显著体现ꎮ 总的来说ꎬ木论

保护区适宜的中亚热带气候、多样的喀斯特地貌

形态以及高差悬殊的地势造就了该区多样的岩溶

生境ꎬ为该区植物区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充足

的条件ꎬ形成了该区丰富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ꎬ
包括丰富的特有植物、大量的珍稀濒危植物以及

古老残遗的特有属和新生特有类群等ꎮ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ꎬ木论保

护区植物区系具有巨大的保护与利用价值ꎮ 而木

论保护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物种资源“基因库” ꎬ要

２９１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８　 以木论保护区为模式产地的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８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发表年份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ｙｅａｒ

模式标本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木论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ｍｕｌｕｎｅｎｓｅ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蒋日红等 ＭＬ１２４０ ( ＩＢＫ)
２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ꎬ Ｒｉ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Ｌ１２４０ ( ＩＢＫ)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木论木兰 Ｌｉｒｉａｎｔｈｅ ｍｕｌｕｎｉｃａ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５ 日ꎬ 曾庆文 ４１ ( ＩＢＳＣ)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１ꎬ Ｑｉｎｇｗｅｎ Ｚｅｎｇ ４１ ( ＩＢＳＣ)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灰背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ｃａｎａ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黄俞淞等 Ｙ１３３０ ( ＩＢＫ)
２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ꎬ Ｙｕｓ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Ｙ１３３０ ( ＩＢＫ)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卵果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ｏｖｏｉｄｅａ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４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ꎬ 木论综考队 Ｍ０３３３ ( ＩＢＫ)
２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４ꎬ Ｍｕｌｕ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Ｍ０３３３ ( ＩＢＫ)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单花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滇黔桂队 ７０２７３ ( ＩＢＫ)
２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１ꎬ Ｄ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ｕｉ Ｔｅａｍ ７０２７３ ( ＩＢＫ)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环江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许为斌和吴磊 １１１０２ ( ＩＢＫ)
２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Ｗｅｉｂｉｎ Ｘｕ ＆ Ｌｅｉ Ｗｕ １１１０２ ( ＩＢＫ)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木论马兜铃 Ａ. ｍｕｌｕｎ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黄俞淞等 ＭＬ１４２５ ( ＩＢＫ)
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ꎬ Ｙｕｓ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Ｌ１４２５ ( ＩＢＫ)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厚叶雀舌木 Ｌｅｐｔｏｐｕｓ ｐ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ｕｓ １９８８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谭杨胜 ４￣３￣４２４ ( ＩＢＫ)
２３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８ꎬ 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Ｔａｎ ４￣３￣４２４ ( ＩＢＫ)

含羞草科 Ｍｉｍｏｓａｃｅａｅ 多叶猴耳环 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ｕｌｔ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ｍ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韦发南、刘演 Ｍ０２２６ ( ＩＢＫ)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４ꎬ Ｆａｎａｎ Ｗｅｉ ＆ Ｙａｎ Ｌｉｕ Ｍ０２２６ ( ＩＢＫ)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环江楼梯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韦毅刚 ０６１２８ ( ＩＢＫ)
１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６ꎬ Ｙｉｇａｎｇ Ｗｅｉ ０６１２８ ( ＩＢＫ)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环江蛇根草 Ｏｐｈ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００２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莫汉武 ４￣３￣４１０ ( ＩＢＫ)
１５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８ꎬ Ｈａｎｗｕ Ｍｏ ４￣３￣４１０ ( ＩＢＫ)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大苞半蒴苣苔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ｍａｇｎ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 木论综考队 Ｍ０２２４ ( ＩＢＫ)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４ꎬ Ｍｕｌｕ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Ｍ０２２４ ( ＩＢＫ)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狭叶蛛毛苣苔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ꎬ 许为斌和盘波 ０９５３７ ( ＩＢＫ)
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Ｘｕ Ｗｅｉｂｉｎ ＆ Ｂｏ Ｐａｎ ０９５３７ ( ＩＢＫ)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环江石蝴蝶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ꎬ 刘演和许为斌 ０９５４９ ( ＩＢＫ)
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Ｙａｎ Ｌｉｕ ＆ Ｗｅｉｂｉｎ Ｘｕ ０９５４９ ( ＩＢＫ)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岩生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ｐｅｔｒｏｐｈｉｌａ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 日ꎬ 许为斌 ０９４３４ ( ＩＢＫ)
３ Ｍａｙ ２００９ꎬ Ｗｅｉｂｉｎ Ｘｕ ０９４３４ ( ＩＢＫ)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环江蜘蛛抱蛋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０年 ４月 ２０日ꎬ 蜘蛛抱蛋属植物项目调查组 ０７５ (ＩＢＫ)
２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０ꎬ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ｏｆ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０７５
(ＩＢＫ)

充分发挥其植物资源优势ꎬ做到保护和利用的持

续发展ꎬ必须在科研、保护与社区和谐等方面进一

步加强ꎬ具体建议如下ꎮ
４.１ 持续开展资源本底调查及相关研究

一个地区植物资源本底是否清楚ꎬ既是保护

和利用该区植物资源的基础也是关键ꎮ 由于地理

环境的限制、人类认识水平不足或是物种独特的

生物学特征等ꎬ虽然无法彻底摸清一个地区所有

的物种多样性组成ꎬ但通过持续的资源调查ꎬ能够

最大限度认识其资源本底ꎮ 同时ꎬ对那些大宗的、
经济价值较高的、珍稀濒危或科研上有重要意义

的物种ꎬ应在资源储藏量、经济用途和种群动态等

方面不断加强调查研究ꎬ掌握更多可靠数据ꎬ为资

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服务ꎮ
４.２ 切实保护好现有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丰富程度不仅直接体现一个地区物

种多样性价值的高低ꎬ而且区域共存的物种具有

显著相关性ꎮ 因此ꎬ切实保护好现有的种质资源

是一个地区开展种质资源保护的首要任务ꎮ 此

外ꎬ种质资源中包含的特有种、珍稀濒危种等ꎬ往
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战略意义ꎬ必须在充分了

解其分布、数量以及动态变化的基础上ꎬ采取就地

３９１２１２ 期 谭卫宁等: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初步研究



保护优先、近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并举的措施ꎮ
４.３ 持续推进社区和谐

保护区与其社区始终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ꎬ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它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

题ꎮ 必须以保护为前提ꎬ重视社区居民生态保护

意识的提高ꎬ让他们能理解、支持和积极配合保护

工作的开展ꎮ 同时ꎬ保护区要依托资源优势谋求

社区的发展ꎬ带动社区经济水平的提高ꎬ增加居民

收入ꎬ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对保护区资源保护所带

来的效益ꎬ不断促进保护区与社区的和谐共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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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 Ｃꎬ ＬＩＡＯ Ｓꎬ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Ｄ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ｎｏｖｅｌｔｉｅｓꎬ ２００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１９
[Ｊ].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ꎬ ４２: ３９３－３９８.

ＦＡＮＧ Ｄꎬ ＸＩＥ ＺＭꎬ ２００２.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ｏｎ Ｓｉｎꎬ ４０(２):
１５４－１５８. [方鼎ꎬ 谢志明ꎬ ２００２. 广西茜草科植物三新种
[Ｊ]. 植物分类学报ꎬ ４０(２): １５４－１５８.]

ＨＡＮ ＭＱ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Ｓꎬ ＬＩＵ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Ｌｉｔｓｅ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ｃａｎａ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１１８(２): ５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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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 Ｂｏｔ Ｓｔｕｄꎬ ５１(３): ３７７－３８６.

ＨＵ ＧＸꎬ ＬＩＵ Ｙꎬ ＸＵ Ｗ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Ｓａｌｖｉａ ｐｅｔｒ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 ｎｏｖ. (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Ｎｏｒｄ Ｊ Ｂｏｔꎬ ３２: １９０－１９５.

ＨＵ ＪＹꎬ ＴＡＮ ＣＪꎬ ＹＡＯ Ｚ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ａｏｌ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５０(３): ２１６ － ２２１. [胡 佳 玉ꎬ 谭 成 江ꎬ 姚 正 明ꎬ 等ꎬ
２０２１.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特
征 [Ｊ]. 亚热带植物科学ꎬ ５０(３): ２１６－２２１.]

ＨＵＡＮＧ ＸＹꎬ ＬＩＵ Ｊꎬ ＬＵ Ｚ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ｈｌｉｓｔ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Ⅲ)
[Ｊ].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３３(２): １１５－
１１９. [黄歆怡ꎬ 刘静ꎬ 陆昭岑ꎬ 等ꎬ ２０１５. 广西植物名录补
遗(Ⅲ) [Ｊ].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３３(２):
１１５－１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ＹＳꎬ ＰＥＮＧ ＲＣꎬ ＴＡＮ Ｗ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ｕｌｕｎｅｎｓｉｓ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Ａｎｎ Ｂｏｔ Ｆｅｎｎꎬ ５０(３):
１７５－１７８.

ＨＵＡＮＧ ＹＳꎬ ＷＵ ＷＨꎬ ＪＩＡＮＧ Ｒ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３(３): ３４６－３５５. [黄俞
淞ꎬ 吴望辉ꎬ 蒋日红ꎬ 等ꎬ ２０１３. 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初步研究 [Ｊ]. 广西植物ꎬ ３３(３):
３４６－３５５.]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２.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１ [Ｍ]. ２ｎｄ ｅｄ. ＩＵＣＮꎬ Ｇｌａｎｄ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ＵＫ: ｉｖ＋３２ｐｐ.

ＩＵＣ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２０２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５.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ＬＡＮ ＳＡꎬ ＳＯＮＧ Ｍꎬ ＺＥＮＧ Ｆ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ｒ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Ｍｕｌｕ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３６(２２): ７３７４－７３８３. [兰斯安ꎬ
宋敏ꎬ 曾馥平ꎬ 等ꎬ ２０１６. 木论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多样
性垂直格局 [Ｊ]. 生态学报ꎬ ３６(２２): ７３７４－７３８３.]

ＬＩ ＧＺꎬ ＷＥＩ ＹＧꎬ ２００３.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Ｋｅｒ￣
Ｇａｗｌ.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ｏｎ Ｓｉｎꎬ ４１(４): ３８１－
３８６. [李光照ꎬ 韦毅刚ꎬ ２００３. 蜘蛛抱蛋属(百合科)二新
种 [Ｊ]. 植物分类学报ꎬ ４１(４): ３８１－３８６.]

ＬＩ ＳＷꎬ ２０１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Ｙａｃｈａｎｇ Ｏｒｃｈｉ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３－１９. [李述万ꎬ
２０１７. 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
物种多样性研究 [Ｄ].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１３－１９.]

ＬＩＵ Ｊꎬ ＨＵＡＮＧ ＸＹꎬ ＨＵ ＲＣ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ｈｌｉｓｔ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Ⅱ) [ Ｊ].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 Ｕｎｉｖ(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３２(１): １５６－１５９. [刘
静ꎬ 黄歆怡ꎬ 胡仁传ꎬ 等ꎬ ２０１４. 广西植物名录补遗(Ⅱ)
[Ｊ].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ꎬ ３２(１):
１５６－１５９.]

ＬＩＵ ＪＧꎬ ＯＵＹＡＮＧ ＺＹꎬ ＰＩＭＭ ＳＬ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３００(５６２３): １２４０－１２４１.

ＬＵ ＳＧꎬ ２００７. Ｐｔｅｒｉｄｏｌｏｇ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３５５. [陆树刚ꎬ ２００７. 蕨类植物学 [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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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４０３: ８５３－８５８.
ＯＵ ＺＬꎬ ＳＵ ＺＭꎬ ＬＩ ＸＫꎬ ２００４.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４(４): ３０２－３１０. [欧祖兰ꎬ 苏宗
明ꎬ 李先琨ꎬ ２００４. 广西岩溶植被植物区系 [Ｊ]. 广西植
物ꎬ ２４(４): ３０２－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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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区系研究 [Ｄ]. 桂林: 广西师
范大学: １２－１９.]

ＱＩＮ ＨＮꎬ ＬＩＵ Ｙꎬ ２０１０. Ａ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 － ５０１. [覃海宁ꎬ 刘演ꎬ
２０１０. 广西植物名录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５０１.]

ＱＩＮ ＨＮ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ＤＯＮＧ Ｓ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７): ６９６－７４４. [覃海宁ꎬ 杨永ꎬ 董仕勇ꎬ 等ꎬ ２０１７. 中
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５(７):
６９６－７４４.]

ＲＥＮ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ＱＭꎬ ＬＵ Ｈ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Ｗｉｌｄ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ｍｂｉｏꎬ ４１: ９１３－９１７.

ＳＨＥＮ ＸＬꎬ ＬＩＵ 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ＲＨꎬ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ｍｕｌｕｎｅｎｓｅ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ｋａｒｓｔ ｃａｖ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 Ｒｅｓｏｕｒꎬ ３７(６): ７３７－
７４０. [沈晓琳ꎬ 刘静ꎬ 蒋日红ꎬ ２０１５. 广西洞穴植物一新
种———木论耳蕨 [ Ｊ].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ꎬ ３７(６):
７３７－７４０.]

ＳＯＮＧ ＴＱꎬ ＷＡＮＧ ＫＬꎬ ＺＥＮＧ ＦＰ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 １２. [宋同清ꎬ 王克林ꎬ 曾馥平ꎬ 等ꎬ
２０１４. 西南喀斯特植物与环境 [Ｍ]. 北京: 科学出版
社: １－１２.]

ＴＡＮ ＷＮꎬ ＬＩＡＮＧ ＴＦꎬ ＬＵＯ Ｌ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Ｕｒｏｐｈｙｓａ Ｕｌｂｒ.: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３７(７): ９２６－９２９. [谭卫宁ꎬ 梁添富ꎬ
罗柳娟ꎬ 等ꎬ ２０１７. 广西毛茛科植物新记录属—尾囊草属
[Ｊ]. 广西植物ꎬ ３７(７): ９２６－９２９.]

ＴＡＮＧ ＪＭꎬ ＺＯＵ Ｒꎬ ＺＨＵ ＣＨꎬ ２０２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ｉｓｈｉ Ｔｉａｎｋｅｎｇ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Ｘｉｎｇ’ ａｎ [Ｊ].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ｃａｄ Ｓｃｉꎬ ３６(１): ６５－
７１. [唐健民ꎬ 邹蓉ꎬ 朱成豪ꎬ 等ꎬ ２０２０. 广西兴安白石天
坑植物群落及地理成分分析 [ Ｊ]. 广西科学院学报ꎬ
３６(１): ６５－７１.]

ＷＡＮＧ ＷＣꎬ ＷＥＩ ＹＧꎬ ２００７. Ｆｉｖｅ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Ｊ. Ｒ. ｅｔ Ｇ. Ｆｏｒｓｔ. (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７ ( ６): ８１１ － ８１６. [王文采ꎬ 韦毅刚ꎬ
２００７. 广西楼梯草属五新种 [ Ｊ]. 广西植物ꎬ ２７(６):
８１１－８１６.]

ＷＥＩ ＦＮꎬ １９９５.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１５(３): ２０９－２１１. [韦发南ꎬ １９９５. 广西樟科
植物新发现 [Ｊ]. 广西植物ꎬ １５(３): ２０９－２１１.]

ＷＥＩ ＹＧꎬ ＷＥＮ ＨＱꎬ １９９５.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１５ ( ３): ２１６ － ２１９. [韦 毅 刚ꎬ文 和 群ꎬ
１９９５. 广 西 植 物 二 新 种 [ Ｊ ]. 广 西 植 物ꎬ １５(３):
２１６－２１９.]

ＷＥＮ ＨＱꎬ １９９５. 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ｍ —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１５(３): ２１２－ ２１３. [文和群ꎬ １９９５. 多叶猴耳
环———猴耳 环 属 一 新 种 [ Ｊ]. 广 西 植 物ꎬ １５(３):

２１２－２１３.]
ＷＵ Ｌꎬ ＸＵ ＷＢꎬ ＷＥＩ Ｇ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ｎｎ Ｂｏｔ Ｆｅｎｎꎬ ５０(６): ４１３－４１６.

ＷＵ ＷＨꎬ ２０１１.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Ｎｏｎｇｇ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Ｄ].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１７０. [吴望辉ꎬ
２０１１. 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
[Ｄ].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１－１７０.]

ＷＵ ＺＹꎬ ＳＵＮ Ｈꎬ ＺＨＯＵ Ｚ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９１ －
３１４. [吴钲镒ꎬ 孙航ꎬ 周浙昆ꎬ 等ꎬ ２０１０. 中国种子植物区
系地理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９１－３１４. ]

ＸＵ ＷＢ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Ｓꎬ ＷＥＩ Ｇ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ａꎬ ６２:
３９－４３.

ＸＵ ＷＢ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Ｓꎬ ＷＵ ＷＨ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ꎬ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Ｂｏｒｄｅｒ [ Ｊ].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ꎬ ２５(５): ６１１－６１９. [许为斌ꎬ 黄俞淞ꎬ 吴望
辉ꎬ 等ꎬ ２０１８. 典型喀斯特区域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
以广西中越边境喀斯特地区种子植物为例 [Ｊ]. 广西科
学ꎬ ２５(５): ６１１－６１９.]

ＸＵ ＷＢꎬ ＰＡＮ Ｂꎬ ＬＩＵ Ｙꎬ ２０１１.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ꎬ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Ｊ]. Ｎｏｖｏｎꎬ ２１: ３８５－３８７.

ＹＡＮ ＹＨꎬ ２０１１.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ｆｅｒ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Ｃｈｉｎ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Ｈｏｒｔｉｃꎬ ３: １２－１３. [严岳鸿ꎬ ２０１１. 中国
特有蕨类植物亟须保护 [ Ｊ]. 中国花卉园艺ꎬ (３):
１２－１３.]

ＹＡＮＧ ＪＣꎬ ２０１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Ｄ ].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杨金财ꎬ ２０１３. 广西龙虎山自然保护
区维管束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 [Ｄ]. 南宁: 广西大学.]

ＹＩＮＧ ＪＳ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Ｌꎬ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６－６７０. [应
俊生ꎬ 张玉龙ꎬ １９９４. 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６－６７０.]

ＹＵ ＴＨꎬ ２００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Ｍｔ.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ｏｌａｎ ａｒｅａ [Ｊ]. 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２０(２): ５０－５４. [余天虹ꎬ ２００２. 梵净山、荔波茂兰植物区
系分析比较 [ Ｊ].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２): ５０－５４.]

ＺＥＮＧ ＱＷꎬ ＬＩＵ ＹＨꎬ ２００４.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Ｂｕｌｌ Ｂｏｔ Ｒｅｓꎬ
２４(１): ２－３. [曾庆文ꎬ 刘玉壶ꎬ ２００４. 广西木兰属一新种
[Ｊ]. 植物研究ꎬ ２４(１): ２－３.]

ＺＨＡＮＧ ＸＣꎬ ＹＡＯ ＺＭꎬ ２０１７. Ｌｙｃ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ａｏｌ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ｉｃ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４. [张宪春ꎬ 姚正明ꎬ
２０１７. 中国茂兰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Ｍ]. 北京: 科学出版
社: ４.]

ＺＨＥＮＧ ＹＷꎬ １９９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ｋａｒ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Ｍｕｌ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ｉｃ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 １１５. [郑颖吾ꎬ
１９９９. 木论喀斯特林区概论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１１５.]

(责任编辑　 蒋巧媛)

５９１２１２ 期 谭卫宁等: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初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