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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武义木本植物区系的研究

刘 鹏 郭水良 徐红樱

(浙江师范大学生物系
,

金华 3 2 10 0 4)

摘 要 武义位于浙江中西部
,

共有木本植物 92 科 2 68 属 6 80 种
,

本文对该区木本植物的科
、

属
、

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统计
,

将该区木本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归纳如下
,

l) 植物种类丰富 ;

2) 古老和孑遗植物
,

珍稀植物
,

单型属和少型属较多 ; 3) 各类地理成分复杂
,

与世界各地联系

广泛
,

以温带成分为主 ; 4) 区系过渡性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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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地理条件概况

武义县地处浙江中西部
,

地理坐标为 2 8
“
3 1

`
一 2 9

”
0 3

`

N
,

1 1 9
0

2 7
`
一 1 1 9

“
58

`
E

,

东

西宽 50 k m
,

南北长 59 k m
,

东邻永康
、

络云
,

南连丽水
、

松阳
,

西接遂昌
,

北界金华
、

义

乌
,

总面积为 1 577
.

2 k m
2 。

武义地处金衙盆地东南边缘地带
,

山脉主要来 自仙霞岭 山脉

(西南部 )
、

括苍山脉 (南部 )
、

八素山脉 (东北部 )
,

境内 1 0 00 m 以上山峰有百余座
,

最高

峰牛头 山海拔 1 56O m
,

区内整体地势呈西南高
,

东北低
。

武义属
.

亚热带季 风气候
,

气候 温和
,

热量充 足
,

雨量 充沛
,

四季分明
,

年均 温度

16 .8 ℃
,

最热月 7 月
,

平均气温 28 .8 ℃
,

极端高温 4 0 .8 ℃ ( 1966 年 8 月 8 日 )
,

最冷月 1

月
,

平均气温 4
.

7℃
,

极端最低气温一 12
.

3℃ ( 1977 年 1 月 5 日 )
,

> 10 ℃ 的活动积 温 5

1994一 10一 1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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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26℃
,

年均相对湿度 80%
,

无霜期 228 d
,

年均降水量 1 477 m m
,

全年分布不均
,

以 5

一 6 月最多
,

达 4 6 4 m m
,

其次为 7一 9 月
,

为 3 4 0 m m
,

l 月最少
。

山体基岩多为侏罗纪火山岩
,

大部分为流纹质晶屑凝灰岩
、

碎屑凝灰岩
、

砂砾岩和流纹

岩
,

部分地 区有岩浆侵人的花岗岩及 白翌纪陆相沉积碎屑岩
。

地带性土壤主要为低丘红壤和

山地黄壤
,

前者分布在海拔 600 m 以下
,

后者分布在 6 00 m 以上
。

此外
,

还有岩性土
、

潮

土和水稻土
。

2 木本植物区系的组成

根据我们的调查
,

同时参阅有关资料
,

浙江武义县野生木本植物共有 9 2 科
、

2 68 属
、

68 0 种 (包括种以下分类单位 )
,

其中裸子植物 6 科
,

12 属
,

巧 种
,

双子叶植物 83 科
、

248

属
、

6 2 0 种
,

单子叶植物 3 科
,

8 属
、

3 5 种
。

2
.

1 科级组成 以各科所含分布到武义的属数进行统计
,

在武义含单属的科有 33 个
,

占

总科数的 35
.

9% ; 含 2一 5 个属 的科有 37 个
,

占总科数 40
.

2% ; 含 4一 8 个属 的科有 19

个
,

占总科数的 2 0
.

6% ; 含 9 个属以上的科有 3 个
,

占总科数的 3 .3 %
。

如果按各科所含分

布到武义的种类进行统计
,

只含 1 种的科有 16 个
,

占总科数的 17 .4 % ; 含 2一 9 个种的科有

54 个
,

占总科数的 58 .7 % ; 含 10 一 19 个种的科有 13 个
,

占总科数的 14
.

1% ; 含 20 种 以上

的科有 9 个
,

占总科数的 .9 8%
。

在 本 区木本植物 的 区系

中
,

我们将含 20 种以上的科

作为优势科
,

则武义木本植物

的优势科有 9 个
,

所含种类共

计 276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4 0
.

6%
,

它们是 蔷 薇科 ( 16

属 78 种 )
,

蝶形花科 ( 13 属

3 6 种 )
,

樟科 ( 7 属 2 7 种 )
,

卫矛科 ( 3 属 27 种 )
,

禾本科

( 6 属 2 6 种 )
,

忍 冬科 ( 5 属

2 2 种 )
,

茜草科 ( 15 属 2 0

种 )
,

壳斗科 ( 5 属 2 0 种 )
,

冬青科 ( 1属 20 种 )
。

从这些

科的分布范围看
,

分布范围较

广
,

蔷薇科
,

禾本科和蝶形花

科为世界性分布
,

忍冬科和壳

斗科为温带分布
,

樟科和茜草

科为热带和亚热带分布
,

冬青

科主要分布在热带及温带
,

卫

矛科为热带和温带分布
。

此外
,

本区木本植物有 8

表 1 浙江武义木本植物的东亚特有科
T a b le 1 T h e e a s t a s ia 6 e e n d e m i e fa m il le s o f w o o dy P la n妇 o f w u y i

科 名

N a m e o f fa m ily

种 / 属

S ep
e ie s

/ G e n e r a

世界

W
o r ld

中国

C h in a

武义

W
u y i

地理分布

D is t r ib
u t io n

三尖杉科

C e Pha lo t a x a e e a e

族节花科

S t a e h y u r a e e a e

连香树科

C e r e kl iP h y lla c e a e

青荚叶科

H
e lw in g ia e e a e

南天竹科

N a n d in a 优a e

杜仲科

E u
OC m m谊优 a e

大血藤科

S a r g e n t o d o x a ce a e

钟粤木科

B r Cst Ch D e id C
m优a e

东喜马拉雅一日本

E
.

H ima la y a

一
a
aP

n

中国一日本

C h in a 一 J a伴
n

中国一日本
C h in a一 J a aP

n

喜马拉雅一中国一日本
H im a la ta一 C h i

n a一 a P a n

中国一日本
C h i

n a一 a aP
n

中国特有

E n d e
m ie t o C h in a

中国特有

E n d e
m ie t o C h in a

中国特有

E n d e m ie t o C h i n a

` .1,月l` .1劝.1,.通它.三,.且甘r且

////////,̀11
j.1
111-

,且
xx

-

1
.1.

-
,卫,二////////ō了6八141-11 -1111111/ ///////910151-11

个科是原始
、

古老的东亚特有科 (表 1)
,

其中杜仲科
、

大血藤科和钟粤木科为我 国特有 的

单型科
,

族节花科
、

连香树科
、

南天竹科为中国一日本特有的单型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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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在武义 26 8个木本植物属中 ( 表 2)
,

极小属 53 % ; 小属 35
.

8% ; 两者共占总属数的

88
.

8%
。

我们把武义含有 or 种 以

上的属作为本区木本植物优势

属 (表 3)
。

从这些优势属 的

分布可知
,

武义木本植物优势

属大多数为温带
、

亚 热带分

布
,

尤 以北温带分布占优势
,

这与本区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

过渡位置相一致
。

按照吴征锰教授对中国种

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划分方

法 〔 ’ 〕 ,

浙江武 义 木本植物

2 68 属可分为 14 个分布区类

型 (表 4)
。

从表 4 可知
,

其

中各类温带成分共有 14 0 属
,

2
.

2
.

1 热带性质属的分析

表 2 浙江武义木本植物的属级统计
T a b le 2 S ta t is t ie s o f w o o d y Pla n t g e n e r a o f W u y i ( Z呵 i a n g )

级 别

G r a d e S

属 数 占 总 属 数 %

N
o

.

o f G e n e r a % in t o t a l G e n e r a

:0
15335.7

极小属 T h e s m a l le s t G
e n e r a

(含 l 种 ) ( I
n e l

.

15声
e ie s )

小 属 Sm a lle r G e n e r a

(含 2 一 5 种 ) ( I
n c l

.

2一 5 s
pe

c ie s )

中等属 M id d le G e n e r a

(含 6 一 9 种) ( I
n e l

.

6一 9 s
pe

e ie s )

大 属 L a rg e r G e n e r a

(含 10 种以上 ) ( I
n c l

.

m o r e t h a n 1 0 5
讲

e i e s )

合 计 T o t a l 10 0
.

0

占总属数的 5 3
.

3%
,

是武义木本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

本区属于热带分布类型 (表 4 中 2一 7 类型 ) 的属共有 1 13

属
,

占总属数 42
.

9%
,

占全国热带分布属的 7 4%
,

这些属中典型的热带种类不多
,

大多数

是由热带向亚热带和温带扩展延伸到本区
,

因此
,

虽然这些属在世界分布的种类很多
,

但延

伸分布到本区的种类很少
,

如榕 (iF cu s) ( 1 0 00 : 120 : 8
,

世界种类 : 中国种类 : 武义种

类
,

下同 )
、

南蛇藤 (C
e al s r r u s) ( 50 : 30 : 2 )

、

崖藤 ( T
e r r a sl l’g n : a

) ( 9 0 : 4 5 : l )
、

樟 (C i n n a n : o 一

m u m ) (2 5 0 : 4 6 : 3) 等
。

本区各热带分布带属中以泛热带分布类型最多
,

共有 49 属 ( 占

18
.

6% ) 如罗汉松 护
o
do

e a , a
)
、

杜英伍 Z口 e o c a , u
s)

、

云实 ( C
a e as lP in l’a )

、

冬 青 ( leI x )
、

树参

(D叨 dr op an
a
x) 等 ; 其次是热带 亚洲分布 21 属 (占 8

.

0% ) 和 旧世界热带分布 16 属 (占

6
.

1% )
,

前 者 如 山 胡 椒 怀 i n de
r a
)

、

含 笑 (M i e h e il a )
、

虎 皮 楠 (D即h n勿如 ll u n :
)

、

拷

(yC
e lo b a la nP s i s ) 等

,

后者如八角枫 (A al gn i u n ,)
、

杜茎 山 (M
a e s a

)
、

海桐花 ( P i t t o sP o r u n ,)
、

野

桐 (材
口
llo ut ;s) 其它类型种类较少

,

本区与它们的联系远不如与上述几种类型的密切
。

2
.

2
.

2 温带性质属分析 温带性质属 (表 4 中类型 8
、

or
、

11) 和以温带为主的分布类型

(表 4 中 9
,

12
,

13) 在本 区共有 140 属
,

占总 属数的 5 3
.

3%
,

占全 国温带性质属 的

n
.

4%
,

充分显示 出武义木本植物区系的温带性
。

本 区各温带分布属 中以东亚分布类型最

多
,

共有 52 属 ( 占 19
.

8% )
,

其中典型东亚分布属 22 个
,

如称猴桃 ( A ct in l’dl’ an )
、

族节花

( S at
c
妙

n u
s)

、

野海棠 ( B er ida )
、

青荚叶 (eH lw ign )等 ;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变型 8 属
,

中国一

日本分布变型 2 2 属
,

前者如冠盖 藤 ( P i le o s r叮 i a )
、

南酸 枣 ( C h o e r o sP o n id u s
)

、

牛 姆瓜

(万
口 lb o e

iall )
、

柳 杉 (C 勺)P t o n : e r ia )等
,

后 者如 刺 榆 (eH
n : iP r e le a

)
、

棣 堂 (eK
r r i a )

、

化 香

(P al yt ca
r yr a)

、

积 (oH ve n ia )
、

连香树 (C er e iidP 妙 llu 用)等
。

本区的东亚分布属适应温度的

范围大
,

形态上特征从常绿到落叶都有
,

且富集古老
、

孑遗成分
,

在本区森林植被中有重要

的地位 ; 其次是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类型 40 属 ( 占 巧
.

2% ) 和北温带分布类型 37 属 (占

14
.

1% )
,

前者如蝙蝠葛 (M
e n
l’sP

e r m u n :
)

、

金缕梅 (aH m a n , e il s)
、

流苏树 (C h i o n a n t h u
s)

、

凌霄

(C a

mP
s i s )

、

鹅掌揪 ( L ir io de
n dr on )

、

擦木 (S
a s s

aj 卜
a
s)

、

银钟花 (月乞 le s l’a )等
,

其中许多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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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

少型属
,

是古老或原始植物的代表
,

后者如榆 ( u lm
u
s)

、

栗 (C as at ne a)
、

李 护
r
un

u
s)

、

锻树 (T iila )
、

杜鹃 (R h o
do de n dr o n )

、

荚蓬 (V t’b u r n u 川)
、

忍冬 (oL
n ic e r a )

、

栋 (Q
u e r c u

s) 等
,

它

们是典型的乔木和灌木
,

是本区森林的建群种和主要成分 ; 温带欧亚分布
、

温带亚洲分布和

地中海
、

中亚到西亚分布在本区分布的种类较少
,

影响不大
。

表 3 浙江武义木本植物优势属的分布区
T a b le 3 T h e d i s tr ib u it o n o f d o m i an n t g e倪 ar o f w o o d y 一la n st o f w u对 (Z h ej i a n g )

属 名

N
a m e o f g e n e r a

分 布 区 域

D is t r ib
u t io n er g io n

种 数 N o
.

o f s讲
e ie s

武义 / 中国 / 世界 W
u y i / C h i

n a / W
o r ld

冬青属

I IC X

温带亚洲
、

美洲和热带东西半球热带分布

eT m pe
r a t e A s ia

,

A m
e r ic a a n d t r o P ics

2 0 / 1 18 / 4 0()

悬钩子属

R ll b U S

北温带

N
o rt h t em pe

r a t e
19 / 15 0 / 50()

刚竹属

P h y llo s t a c h y s

荚莲属

V ib u r n u m

喜马拉雅至 日本

F r o
m H im

a la y a t o J a P a n

北温带
、

亚热带

S u b t r o P ie s a n d N
.

t e m pe
r a t e

16 / 4 0 / 5 0

13 / 7 4 / 2 0 0

李 属

P r u n u s

北温带

N o r t h t e m pe
r a t e

13 / 6 0 / 3 0 0

卫矛属

E u o n y m u s

北温带(大部分种类分布在东亚 )

N o r t h t e m pe
r .at e

(m
o s t in E

.

sA ia )

13 / 9 0 / 17 6

石楠属 东亚
、

东南亚和北美

E
.

A s ia S o u the
a s t A s ia a n d N

o rt h A m e r ie a

12 / 4 0 / 6 0

紫珠属

C a llica
r
aP

东亚热带和亚热带

T r o P ics
a n d S u b t r o P ie s in E

.

A s ia
10 / 4 2 / 15 0

胡枝子属

L es pe d e az

亚洲
、

澳洲和北美
A s i a

_

A u s t r a lia a n d N o r t h A m e r ica
10 / 6 0 / 9 0

绣线菊属
S P ir a e a

北 温 带

N
o r t h t e m pe

r a t e
10 / 5 0 / 10 0

2
.

2
.

3 中国特有属的分布 本 区只有 10 个中国特有属
,

约 占中国特有属总数的 3 .9 %
,

占浙江木本植物 中国特有属 的 35
.

7%
,

表明本区中国特有成分贫乏
,

这与本区远离西南

(中国特有属分布中心 ) 〔 2 〕 的地理位置相一致
。

在这 10 个特有属中
,

鸡仔木 (S in a

idn a)
、

钟

曹木 (B
r e t sc h n e

ide
r a
)

、

山拐 枣 (P o il o t抑瓜` )
、

喜树 (C a

mp r o rh e e a )
、

大血藤 ( S a gr e n r o do 一

xa )
、

杜仲 (uE co m m ia )
、

金 钱松 (尸se
u
do la r ia )

、

青钱柳 (仰
c lo ca yr a) 为单 型 属

,

蜡梅

(C h im o n a n rh u
s)

、

杉木 (C
u n n

l’gn h a n i a ) 为少型属
。

2
.

3 种级组成 武义 6 80 种木本植物中
,

共有 16 种 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3 〕 ,

其中二级

保护植物 7 种
,

它们是长叶木框 ( T or
r ey a j ac ik i)

、

金钱松 护se u

do al r ix ak en 1jP 云
r
i)

、

鹅掌揪

(L i r ide n dr o n c h in e n se )
、

连 香 树 (C
e r e i

dlP 勺 llu m j aP o n i o u m )
、

夏 蜡 梅 (C a ly
e a n t h u s c h i一

ne
n
se )

、

杜仲 仕公
c 口m m l’a u

lm
口

ide s)
、

钟尊木 (B er t cs hne ide ar is ne n is ;s) 三级保护植物 9 种
,

它们是黄山木兰 (M心 n o ll’a 妙 il n dr ic a )
、

凹叶厚朴 (M
.

叨沈i n a ils s s P
.

b iot b a )
、

闽楠 ( p h o e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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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u r ne
i)

、

浙江楠 ( P h
.

e he
ki

a
馆

e ns
is)

、

天竺桂 (C i na nm o u nm j 即
o ni cu m )

、

黄山花揪 ( S o r bu s

m a g c
r
叮

o r i i)
、

紫茎 ( S r ew a r tia si ne n成s)
、

银钟花 (万 dl l e’a m a
塔

r
g e

o r i i)
、

短穗竹 ( S
em l’a r u ni d一

表 4 浙江武义木本植物的分布区类型
T a bl e4 i Ds r i t bu i to np a te tr

s nof w o o y dl P
a n tei n

W u如 ( Z hj eia
ng )

分 布 区 类 型

Dis tr i bu tio n
a P t ter ns

属 数

N o
.

of g e e nra

占总属数 %

%i n to ta l g r a e e n

1
.

世界分布

C o s m o po li a t n

. 64 1 8. 3
2

.

泛热带分布

a P
n tr o Pi e

3
.

热带美洲和热带亚洲间断分布

T ro Pia clA s ia &Tr
o Pi ea lA m er i a e

4
.

旧世界大陆热带分布

o l dwo
r l dTr

o Pis c

5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 ro Pia clA s ia &Tr
o Pia cA l u s tr a lia

6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ro Pia clA s ia T &r o Pi a ef A l r ia c

7
.

热带亚洲分布

T ro i Pa clA s ia

8
.

北温带分布

N o r t hT em p e
r a te

9
.

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

E 留 ter nA S ia &N o t t hA m er i以

3
.

0

o

:l
. 84 1巧

10
.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 dW
o r l dT em p e

r a te
2

.

7

11
.

温带亚洲分布

T e
m p e

r a te

A s 认

. 1 2地中海
、

西亚至中亚分布
.

M e di tr er a a e n n,

W弓
s t & C e n tar l A s ia

13
.

东亚分布

E a s t e r n

0
.

4

;O只
廿
l
才八̀“001ù妻ù `“nùQJ丸丫ù卜

ṑà
0

勺且

14
.

中国特有分布

C h in e s e e n d e
m ics

合 计

T O t a l
26 8

n a ir a d e n s ifl o r u m )
。

武义木本植物没有发现当地特有种
,

这可能与武义在地质历史上无长期

孤立时期有关
。

根据吴征锰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 〔4 〕 ,

本区系应归人泛北植物区系
,

中国一日本森林亚



2 2 广 西 植 物 16 卷

区
,

华东地区植物区系
。

华东 区系的树种不少
,

如黄山木兰 (M ag no il a cy iln dr ica )
、

黄山搜

疏 (D eu tz ia 多al cu a)
、

夏蜡梅
、

浙江楠等
。

本 区与邻近的华中
、

华南植物 区系 的共有种较

多
,

如青钱柳 (仰
e lo e a 理 a 夕a il u r u

s)
、

毛叶 山桐子 (deI ias 尸 o ly e a , a v a r
.

v e s t i r a )
、

米面翡

(B
“ c k leJ

声a h en yr i)
、

鄂西清风藤 (aS b ia 。 a

mP
a n u al at )等为本区与华中区系 的共有种 ; 钩藤

(U
n e a r ia r

hy n c h叩妙 all )
、

猴欢喜 ( S l o
a n a s .ln e n s is)

、

连 蕊 茶 (C a m e

lll’a fr
a t e r n a )

、

豹皮樟

( L it se a or l u n

匆 b ha) 等为本区与华南区系 的共有种
。

此外
,

本区系与西南区系
、

华北 区系
、

东北区系的联系
,

由于地理位置的遥远和气候的差异
,

其密切程度远不如与上述华中
,

华南

区系的关系
,

武义木本植物 区系受它们的影响也较小
。

3 木本植物区系的特征

3
.

1 种类丰富 武义县总面积 1 577
.

2 k m
Z ,

只 占全省陆域面积的 .15 8%
,

而有木本植物

92 科
,

26 8 属
,

680 种
,

分别占浙江省木本植物 〔5 〕科
、

属
、

种的 8 4 .4 %
、

63 .4 %
、

5 2
.

3%
,

表明木本植物的种类丰富
。

3
.

2 起源古老 单型
、

少型的科
、

属和孑遗植物多
。

自中生代晚期以来
,

本区长期处于相

对稳定的亚热带气候的控制下 〔“ 〕
,

气候温暖
、

湿润
,

植物生境稳定
,

使得一些古老类群和

珍稀树种得以生存下来
,

因而本区木本植物具有古老而复杂的特点
。

本区有较多古老的科
、

属
,

并保存了许多残遗植物
。

如松属 ( lP’ nu s)
、

三尖杉 (C eP ha ot at x u
s)

、

框属 ( T or
r
ey a)

、

枫

香属 ( L l’q ul’ da m bar )
、

棒属 ( C
口yr lu s)

、

栋属 ( Q ue r
cu s)

、

樟属等在中生代株罗纪就 已经出现
,

红豆杉属 ( T a x “
s)

、

水青冈属任议g
u
s)

、

木兰属 (M ag n o il a) 等在白至纪就已存在
,

而在新生代

第三纪 出现的就更多
,

如青钱柳属 (仰
c lo ca yr a)

、

鹅耳杨属 (C a rP in u
s)

、

鹅掌揪属
、

杜仲

属
、

北五味子属 (S cll ias n dr a)
、

省沽油属 ( tS aP 抑 le a) 等
。

同时
,

黑格勒派所认为的最古老的

菜黄花序类植物科及现代大多数分类学家所认为的最古老的多心皮类植物科在本区都有分

布
,

前者如杨柳科 (S a l i c a e e a e )
、

( 2 / 5
,

属 / 种数
,

下 同)
,

胡桃科 (J u g l a n d e a e ) ( 4 / 4 )
、

桦木科 ( B e t u la c e a e ) ( 4 / 6 )
、

榆科 (U lm a e e a e ) ( 6 / 10 )
、

桑科 (M o r a e e a e ) ( 4 / 16 ) 等
,

后

者 如 木 兰 科 (M a g n o l i a c e a e ) ( 4 / 7 )
、

木 通 科 ( L a r d iaz b a c e a e ) ( 3 / 6 )
、

金 缕 梅 科

(H a m a m e li a e e a e ) ( 5 / 9 )
、

五味子科 (S e h i s a n d r a c e a e )
、

清风藤科 ( S a b i a e e a e ) ( 2 / 5 )
,

小

孽科 ( B er be ir d ac ea e) ( 3 / 5) 等
。

属于第三纪古热带区系或更古老的残遗植物也不少
,

如

南方红豆杉 (T
a x u s m a i r e i )

、

粗框 (C印 h a lo r a x u s s l’n e n s
is)

、

化香 (P al yt e a yr a s t r o b i al e e a e
)

、

香

果树
、

金钱松
、

钟尊木
、

连香树
、

领春木等
。

此外
,

本区分类上孤立和演化上较原始的单型

属 (仅含 1种 ) 和少型属 (含 2一 6 种 ) 较多
,

单型属共有 18 个
,

占总属数的 6 .7 %
,

如山

桐子 (deI
is a)

、

雪柳 (oF nt an es ia )
、

大血藤
、 `

喜树
、

棣堂
、

刺榆等 ; 少型属共有 39 个
,

占总属

数 14
.

9%
,

如夏蜡梅 ( C
a
ly

e a n t h u s
)

、

擦木
、

青荚叶
、

银钟花
、

株木( C
o r n u

s)
、

积棋等
。

3
.

3 地理成分复杂
,

具有明显的温带性 从本区木本植物属的地理成分 (表 4) 及前面各

种分析可以看出
,

武义木本植物区系在发生上和地理分布上
,

同世界其它植物区系都有广泛

的和不同程度的联系
,

各类热带成分
、

亚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在本区都有分布
,

表 明本区地

理成分较为复杂
。

从各类成分的 比例来看
,

温带成分占 53
.

3%
,

高于其它成分的 比例
,

显

示 了武义木本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性
。

3
.

4 强烈的过渡性 武义所处的中亚热带本身就是由暖温带向亚热带和热带过渡的中间类

型
,

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也显示出具有温带和热带的双重性
,

各类温带分布类型 占武义总属

数的 53
.

3%
,

处主导地位
,

但各类热带分布类型也占总属数的 42
.

95 %
,

两者相差不大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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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武义木本植物区系与邻近植物区系
,

尤其是华东
、

华中
、

华南
、

西南植物区系密切联

系
,

这些区系成分在本区相互渗透
,

影响了武义木本植物的区系的组成
,

使得其显示出明显

的过渡性
,

此外
,

不少热带
、

亚热带植物经华南分布到武义和其邻近地区
,

并成为其分布的

北 界
,

如 罗汉 松 (p
o
do

e a , u s m a e r
op 抑 llu s)

、

深 山 含笑 (M ic h e h a m a u

dl’a
e )

、

乳源 木莲

(M ag on ial 夕 uy au en isn s)
、

杜英 (刀
口 oe ca rP us de

c
勿i en s)

、

猴欢喜
、

钩藤等 ; 而许多温带植物可

以通过本区南下
,

其中不少种类以本区和其邻近地区作为其分布南界
,

由刺榆 (刀亡m iP t le a

da
v

iid i)
、

胶东卫矛 (勘
。
即m u :

ik
a n rcs h o v i e u

力
、

省沽油 ( S r即妙 le a b u m a

幼等
。

4 结 论

( l) 浙江省武义木本植物区系较为丰富
,

共有 9 2 科
、

268 属
、

6 80 种
,

其中裸子植物 6

科
、

12 属
、

15 种 ; 双子叶植物 83 科
、

248 属
、

62 0 种 ; 单子叶植物 3 科
、

8 属
、

35 种
。

( 2) 本区木本植物的优势科 (含 20 种以上的科 ) 是蔷薇科
、

蝶形花科
、

樟科
、

卫矛

科
、

禾本科
、

忍冬科
、

茜草科
、

壳斗科和冬青科
,

优势属 (含 10 种以上的属 )
.

是冬青属
、

悬钩子属
、

刚竹属
、

荚莲属
、

李属
、

卫矛属
、

石楠属
、

紫珠属
、

胡枝子属
、

绣线菊属和钱线

莲属
。

( 3) 本区 自中生代晚期以来一直是温暖
、

湿润的稳定气候
,

因而保存了众多的古老
、

珍

稀植物
,

单型属和少型属较多
,

两者占总属数的 21
.

3%
。

( 4 ) 本区木本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复杂多样
,

与周围地区和世界各地联系广泛
,

各种温

带性质的属占 53
.

3%
,

占主导地位 ; 在各种地理成分中
,

东亚分布居首位 ( 19 .8 % )
,

泛热

带分布次之 ( 18
.

6% )
,

再次是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 ( .15 2% ) 和北温带分布 ( 14
.

1% )
。

( 5) 本区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和热带的过渡地带
,

华东
、

华中
、

华南
、

西南植物区系在

此相互渗透
,

对武义木本植物区系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

不少热带
、

亚热带性植物以本区为其

分布北界
,

而一些温带性植物又以本区作为其分布南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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