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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拉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罗开文，彭定人，冯国文，覃永华，张先来，梁永延

(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南宁530011)

摘要：通过调查统计，广西拉沟自然保护区共有野生种子植物153科594属985种。种子植物区系组成丰

富，地理成分复杂，具有中亚热带向南热带过渡性质。在科、属水平上对植物区系特性进行了统计分析，热带

性质均强于温带性质，属的成分以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分布为主。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相比较，拉沟自然保

护区与广西大瑶山自然保护区相似性较高，与广西花坪自然保护区相似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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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mct：The statistics and floristic study of Lagou Nature Reserve was r印orted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i础cated
that the seed pIants were bundant，repres∞ted by 985 species，beIonging to 594 genera in 153 fa嘶lies．The reserve was

in tranSitional re舀on of center and S0uthem subtropical zone，and wras c11aracterized by rich noristic compOnents and com—

plex ph)，togeographical elements．In addition，the statistics and resLllts obtained from their intensive analyses at different

levels revealed that the tropic elemems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emperate elemems，and the main geOgraphical elemems

of the genera were Pantmpic and E．ASia．Last，compared诵th its neighbo^ng floras，the flora of Lagou Nature Reserve

was dosely related to Dayaoshan Nature Reserve，but distantly reIated to that d Huaping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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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拉沟自然保护区位于柳州市鹿寨县东北部，

处于广西弧形山脉东翼架桥岭山脉南段，在中国植物

区系分区上，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

区中的岭南山地地区粤、桂山地亚地区(吴征镒等，

2011)。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植物工作者难以涉

足，植物资源调查工作较为薄弱。2010年，保护区开

展总体规划之际，我们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收集了第

一手资料，为保护区规划和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拉沟自然保护区处于中亚热带南缘，生态系统

类型多样，至今仍保存着数千公顷原生性较强的森

林植被，是我国特有鸟类、国家工级重点保护动物白

颈长尾雉的重要栖息地，也是桂中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加强拉沟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建设，对于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保障周边饮用水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1 自然地理概况

拉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地

处109。56 750”～110。10
7

21“E，24。31‘43”～24。42‘48”

N；南北相距20．59 km，东西跨度22．91 km，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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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 hm2。地势大致东高西低，地貌类型为中

低山，山体高大雄伟，连绵起伏，沟谷深切，地势险

要。最高峰为保护区东部的古报尾，海拔1240．8

m，为鹿寨县最高峰；最低处位于保护区西部关江村

古尝河，海拔143．O m，相对高差1097．8 m。保护

区山体庞大，奇峰突起，地形的多样化影响着植物的

生长和局部小气候的变化，使土壤出现明显的垂直

分布规律，表现为随海拔升高，逐渐从红壤向黄壤演

变，红壤分布最广，黄壤仅分布于中山上部。主要成

土母质为紫红色砂岩，砾岩。

保护区处于中亚热带南缘与南亚热带交界处，具

有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特点，温暖湿润，

雨量充沛；同时由于山体高大，相对高差悬殊，气候要

素的垂直变化显著，而表现出亚热带山地气候特征，

四季分明，冬短夏长，光照充足，雨热同季。年均气温

20．3℃，最冷月1月均温lO．2℃，最热月7月均温

28．5℃，极端最低温一4℃，极端最高温39．9。c，≥10

℃的年活动积温为6614．7℃。年降水量1511 mm，

相对湿度75％(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1993)。

2 研究方法

在野外考察记录的基础上，经室内标本鉴定和查

阅文献资料，整理出拉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名录，

其中裸子植物按郑万钧(1979)的系统排列，被子植物

按哈钦松系统(双子叶植物1926，单子叶植物1934)

排列。运用植物区系地理学的基本原理，统计分析各

类群的科、属、种数量及所占的比列，对种子植物区系

进行详细论述，并与邻近地区进行相似性分析。

3 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3．1区系组成

据调查统计，拉沟自然保护区已知野生种子植

物153科594属985种(含变种和亚种，下同)，其中

裸子植物5科6属7种，分别占广西裸子植物科属

种的62．50％、31．58％、11．29％；被子植物148科

588属978种，分别占广西被子植物科属种的

63．52％、35．72％、12．75％。

3．2科级统计分析

将组成拉沟自然保护区的153科种子植物按所

含种数的多少分为5个等级(表1)。含10种及以上

优势科有31科，如樟科(Lauraceae)29种、大戟科

(Euphorbiaceae)24种、壳斗科(Fagaceae)21种、山茶

科(Theaceae)20种等，包含337属、589种，分别占该

区科、属、种的20．26％、56．73％、59．80％。小比例的

科占有高比例的属种，说明优势科在该地植物区系中

的作用非常显著。调查中发现，甜锥(国咖加加is

缈阳i)、栲树(c．扣rgP矗i)、木荷(s以i砌s“户P砌)、红
楠(^—缸c矗iz“s￡丘甜砒rgii)、白楸(A缸zzo￡“s p口卵if“z以f“s)

等种类构建了该地森林乔木层的基本框架，柃(E甜一

删口)、广西大头茶(G0刑。竹玩是伽咒gs沈行s妇)、山苍子

(“地口c“6出口)是灌木层的主要种类，火炭母(Pozyg—

o彻【仇f^i，zP竹sP)、墨兰((汐砌idi“m si以跏sP)、淡竹叶

(Lop^n琥们lm gmc讹)、华山姜(Azpi竹如06z伽gi如一

Z缸)是草本层常见种类。

表1拉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内属、种组成

Table 1 Genera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Lagou Nature Reserve

级别
Grade

科数
No．of

families

占总科数(％)

Percentage in

total families

属数
No．of

genera

占总属数(％)
Percentage in

total genera

种数
No．of

specles

占总种数(％)

Percentage in

total species

≥20种

10～19种

5～9种

2～4种

1种

合计Total

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通常能说明区系间悠久的

历史渊原。从表2来看，除去世界分布的44科，科

级水平上温带性质的有30科，占27．52％；热带性

质的有79科，占72．48％。可见，热带分布在科级

水平上占有显著优势，以泛热带分布最为丰富，表现

出了较强的热带性质。

3．3属级统计分析

种数众多的属表现其区系上的繁荣和生态上的

活力，因此，一个地区的大属能较直观地体现当地区

系的特征。根据各属所含种数的多少，将拉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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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拉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2 Distribution types of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Lagou Nature Reserve

分布区类型
Distribution types

科数比例(％)
No．of Percen-

families tage

表3拉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内种的组成

Table 3 Species composition of genera of

seed plants in Lagou Nature Reserve

保护区种子植物594属分为4个等级(表3)。5种

以上的优势属共有29属，占总属数的4．89％；共有

185种，占总种数的18．78％。它们是组成群落各层

次的优势成分，如栲属(Cns缸挖opsis)、润楠属

(地c^iZ“s)、木姜子属(LifsP口)、榕属(Fic“s)、柃属、
苔草属(Cnr纪)。5种以下的属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说明区系成分复杂多样，较多的类群在该区均有一

定的分化。

根据吴征镒(1991)对属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拉

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594属可划分为14个类型

和15个变型(表4)。

世界分布：拉沟自然保护区共有该分布型44

属。草本类型居多，且有不少大属，如毛茛属(R口一

咒“咒c“f“s)、堇菜属(ⅥoZ口)、蓼属(PoZygo咒“m)、珍珠

菜属(Lysima如i口)、苔草属等。木本植物仅悬钩子

属(R“施s)和鼠李属(R^口m，2“s)。水生或沼生植物

在本类型中较为丰富，如金鱼藻属(CPrnfo户^yz—

z“m)、浮萍属(L8优行口)、灯心草属(J“咒c“s)等。

热带分布：包括2—7类型及其变型，共371属，

占总属数的67．45％。以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分

布和旧世界热带分布为主，这三类共290属，占总属

数的52．73％。泛热带分布最多，137属，所包含种

类生活型丰富，木本种类主要为森林伴生种类及林

下灌木，如杜英属(EZ口PDc口r户“s)、乌桕属(S以户i一

“m)、红豆属(0rmosi口)、紫珠属(C口珑c口rpn)、冬青

属(工ZPz)。草本属较多，如凤仙花属(工优户口￡沈，zs)、

节节菜属(Ro抛z口)、秋海棠属(Bego行i以)、冷水花属

(PizP口)、飘拂草属(Rm6以s￡yfis)，广泛分布于林下

及林缘空地。

热带亚洲分布97属，该分布型对本区森林植被

的形成所起作用甚大，很多属种是该地常绿阔叶林

的重要组成成分，多数成为群落中各个层次的优势

种。木本类如润楠属、青冈属(Cyzo妇肠竹opsis)、黄

杞属(E，zgez^口，-d￡i日)、木荷属(Sc矗imn)、福建柏属

(Fo是ie咒i口)、任豆属(Z鲫i以)，许多成员为森林群落

建群种。山胡椒属(Li规dPr以)、新木姜子属(N∞胁一

sen)、山茶属(C口me垅口)等属内成员常见于林下，而

南五味子属(K口ds“r口)、轮环藤属(Cyczen)、葛属

(P“Pr口rin)、清风藤属(Sn6in)、流苏子属(Co户￡osd—

pez尬)、鸡矢藤属(PnPdP以n)等属内成员是层间植

物的主要种类。锦香草属(P丘yzz口ga娩is)、半蒴苣

苔属(HPmi60P口)、野苦荬属(kPris)、球子草属

(PPzios伽觑Ps)等为草本层常见种类。

温带分布：包括8—14类型及其变型，共173属，

占总属数的31．45％。北温带分布56属，该类型草

本属所占比例较大，如百合属(L锄“m)、黄精属

(PD￡yg仇如￡“m)、龙牙草属(Ag以m彻i以)、委陵菜属

(Po地咒￡删i以)、景天属(SPd“m)、茜草属(RM6in)、玉

凤花属(H口6P咒口ri口)、紫堇属(Cory如zis)等大都是

林下或灌草丛的主要组成分子，而画眉草属(Er—

ngros￡is)、野古草属(Ar“以di以e￡in)、夏枯草属(Pr“一

九ezz口)、苦苣菜属(So咒如“s)、蒿属(A兀e优涮口)、荠属

(cn户sPzzn)、风轮菜属(czi咒opodiM优)等广泛分布于

林缘空地。木本植物多为我国甚至整个北温带分布

的典型木本植物属，如桦木属(Be￡“如)、鹅耳枥属

(C口r夕i咒“s)、栎属(Q“erc“s)、榆属(Ⅵm“s)、槭属

(Acer)。

东亚分布56属，占总属数的10．18％。其中全

东亚分布49属，如蕺菜属(Ho“≠￡“y72i以)、四照花属

(DP规dro乩咒￡矗nmin)、兔儿风属(Ai咒szinP口)、蜘蛛抱

蛋属(As户idisfr口)、沿阶草属(∞^iopogo咒)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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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分布Cosmopolitan 44

2泛热带Pantropic 130

2—1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Trop．Asia，Austr．&s．Amer．diSjuncted 4

2—2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Trop．Asia，Africa&S．Amer．disjuncted 3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Trop．Asia&Trop．Amer．diSjuncte 14

4旧世界热带0ld world Tropics 50

4—1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Trop．Asia，Africa 8L Austr．diSjuncted 6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Trop．Asia to Trop．Austr． 38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Trop．Asia to Trop．Africa 26

6—1华南、西南至印度和热带非洲间断S．，SW。China to India&Trop．Africa disjunced 1

6—2热带亚洲和东非间断Trop．Asia&E．Africa diSjuncted 2

7热带亚洲Trop．Asia 67

7—1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Java，Himalaya to s．，sw．china disjunced or diffused 12

7—2热带印度至华南Trop．India to s．China 4

7—3缅甸、泰国至华西南Myanmar，Thailand to Sw．China 1

7—4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Vietnam to S．China(or Sw．China) 13

8北温带N．Temp． 46

8—4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N．Temp．&s．Temp．disjuncted 10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E．Asia＆N．Amer．diSjuncted 35

10旧世界温带0ld World Temperate 16

10一1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Mediterranea，W．Asia&E．Asia disjuncted 4

10一3欧亚和南部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Eurasia&S．Africa(Sometimes also Australasia)disjuncted 2

11温带亚洲Temp．Asia 3

12地中海、西亚至中亚Mediterranea，w．Asia to C．Asia O

12—3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1

Mediterranea to Temp．一Trop．Asia，Australasia＆S．Amer．d埘uncted

14东亚E．Asia 28

14—1中国一喜马拉雅Sino—Himalaya 9

14—2中国一日本sino—Japan 1 9

15中国特有Endemic to China 6

合计Total 594

国一喜马拉雅分布9属，如红果树属(S￡r口舢口e—

sin)、吊石苣苔属(Lysi鲫oz“s)、射干属(BPZ口仇c口咒一

da)；中国一日本分布19属，如木通属(A忌e6i口)、野

鸦椿属(E税scnphis)、南酸枣属(C^oerospondi口s)、

化香树属(Pz口￡ye口ry盘)。说明该区与日本植物区系

关系更接近，而远于喜马拉雅。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35属，占总属数的

6．36％。其中枫香属(Liq“id口m幻r)、石栎属(L如^一

ocnr声“s)等属内成员是阔叶林的建群种，十大功劳

属(拖^o行i口)、鼠刺属(f抛口)、山蚂蝗属(DPsmodi一
甜优)、胡枝子属(LPsp8如zn)、勾儿茶属

(BPr以P研i日)、梅木属(Arnzin)等属内成员常见于灌

木层，很多草本属在森林群落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金线草属(A咒￡P以o“o，2)、万寿竹属(Dispor“m)。

此外，该类型中有不少属于古老和原始的类型，如八

角属(JⅢfi“仇)、三白草属(S口“r“r“s)等。

中国特有：6属，占总属数的1．09％，如大血藤

属(S口，．gP行￡odozn)、石笔木属(T甜￡c^Pri日)、喜树属

(C乜m声￡o￡^Pfa)、通脱木属(Tefrnp鲫口z)、箬竹属

(I咒docaznmMs)，在系统发育上处于相对原始或相对

孤立的位置，是古老、孑遗性的表现。

3．4与邻近植物区系的比较

为说明拉沟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之间

的联系，本文选择广西花坪自然保护区(高海山等，

2008)、广西大瑶山自然保护区(谭伟福等，2010)、广

西岑王老山自然保护区(谭伟福，2005)、广西下雷自

然保护区(王磊等，2011)，从相似性系数(张镱锂，

1998)与分布区类型的R／T(热带属／温带属)值对

它们进行分析。表5结果表明，大瑶山与拉沟相似

性最高，二者位置毗邻，气候相似，具有相同的地带

性植被，共有属多。岑王老山与拉沟位于同一纬度，

但属云贵高原边缘山地，联系减弱。花坪距拉沟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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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下雷近，但相似性不如下雷高，说明拉沟与热带区

系联系更为紧密。

表5拉沟自然保护区与邻近地区种子植物属的相似性

Table 5 Generic similarity between Lagou Nature

Reserve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s

植物区系中，热带属与温带属的比值R／T是衡

量区系性质的一个指标，比值越高说明植物区系的

热带性质越强。拉沟自然保护区R／T值为2．14，

而花坪、大瑶山、岑王老山、下雷的R／T值分别为

1．21、2．45、2．60、4．75。可见拉沟自然保护区植物

区系的热带性质弱于大瑶山、岑王老山、下雷，而强

于花坪，这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3．5重点保护植物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拉沟自然保护区已知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植物7种：

金毛狗(Ci60砌z优沈ro仇efz)、桫椤(AZ50p^iZ以

5夕i咒“zos乜)、福建柏(Fo是娩咒沈矗odgi咒5ii)、樟树

(Ci行7z以仇om“m fnm户矗or盘)、金荞麦(F口go乡yr“m

di60￡ry5)、任豆(ZP竹in i行sig行is)、喜树(C以7"夕￡o￡^P—

fn口f“优i72n￡n)。

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保护植物有观光木

(TsoongiodP，zdro粗odor“m)、沉水樟(Ci竹以n优D优“7咒

mifrn72f矗甜m)、小叶红豆(0r优osi口microp矗yZZ口)、白

桂木 (Arfoc口rp“s ^ypnrgyrg“s)、 白辛树

(P￡eros￡了r口z夕sizo户^yzz“s)，以及兰科(Orchidace—

ae)植物31种，如大序隔距兰(C捌s05￡o仇口p盘咒ic“一

z口f“m)、流苏贝母兰(CoPzogy咒e∥仇6ri口￡口)、细茎石

斛(DP行dr06iM优mo行izi，0rmP)、石仙桃(P^o￡ido抛

血i卵e卵5i5)、墨兰等。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拉沟自然保护区植物种类

较丰富，地理成分复杂。保护区位于中亚热带向南

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多样，

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经调查统计，保护区有

野生种子植物985种，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区

系组成中，地理分布类型广泛而多样，科的地理成分

有9大类型，属的分布型有14个类型15个变型。

可见，拉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类型多样，各种

区系成份联系广泛，世界广布及洲际间断分布等世

界性和大区域分布科属也占有一定比例，地理成分

比较复杂。

拉沟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热带性质较强，过渡

性质明显。保护区地处中亚热带南缘，同时由于山

体高大，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山地气候的

特点，因而植物区系既有较典型的热带性，又表现为

亚热带和温带特征。从科的地理成分看，区系中典

型的热带科如番荔枝科(Annonaceae)、胡椒科(Pip—

eraceae)、桑科(Moraceae)、无患子科(Sapindaceae)

等；而主产于亚热带及热带一亚热带的科如木兰科

(Magnoliaceae)、樟科、山茶科、杜英科(Elaeocar-

paceae)等。说明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较为明显，并

具有一定温带成分的特点。

拉沟自然保护区孑遗植物较多。保护区地质年

代久远，自然条件优越，使很多残遗植物得以保存和

延续。比较原始的类群如木兰科、金缕梅科

(Hamamelidaceae)、壳斗科等，这些科在拉沟自然

保护区植物区系中都有自己的典型代表，不少科还

有较多的属、种。此外，单种属或寡种属常常是古老

属的代表，同时也常为我国的特有属(应俊生等，

1994)。拉沟自然保护区分布的单种属如福建柏属、

观光木属(Tsoo，zgiod鲫dr072)、大血藤属等，丰富的

单种属表明本区植物区系起源的古老性和新生类群

的特有性。

拉沟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重要，对构建自然保

护区网络有重要意义。保护区东部和北部与架桥岭

自然保护区接壤，东南方向22 km处为大瑶山自然

保护区，西北侧40 km处乃寿城自然保护区，正处

于大瑶山、架桥岭、天平山这三座三足鼎立的山脉中

部。大瑶山是公认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地区，

而拉沟保护区在这三座山脉之间的生物迁徙、转移、

扩散和交流中，起着中继站及纽带的作用，而且对于

今后自然保护建设中在这几座山脉之间建立生物廊

道，避免栖息地片断化及小种群效应，也将发挥重要

作用。可见，保护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

于桂中地区乃至广西全区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具

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下转第833页Continue on page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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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离开花原基或花序原基分化期，时间跨度较长，

主要是因为部分植株形成的花朵数较多，需要较长

的时问来进行花序原基和各个小花原基的分化。以

上这些观察结果可为新铁炮百合生产上进行促花管

理控制夜问光照天数提供初步实验数据。

参考文献：

陆时万，徐祥生，沈敏健．1991．植物学(上册)[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108，193

郑国铝．1978．生物显微技术[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3 120

周厚高，江如蓝，王凤兰，等．2004．专家教你种花卉一百合篇

[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6
Guo R(郭蕊)，Zhao XY(赵祥云)，wang wH(王文和)，酣nz．

2006．0bserva“on of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lily bulb in bud

differentiation periods(百合花芽分化的形态学观察)[J]．‘，

5^删粥"g Ag矗f Lk幻(沈阳农业大学学报)，37(1)：31—34

He HY(贺海洋)，Zhu JQ(朱金启)，Gao叫(高琪洁)，以以．
2005． Morp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flower bud of R05口

户P"im(单叶蔷薇的花芽形态分化)[J]．Af缸HD行站s锄(园艺

学报)，18(2)：41～44

Hiroshi Sakamoto．2005．Acceleration of flowering by night break

and heating treatment for harvesting in April and May in Li如一

“懈如romozD卵甄cv．Hayachlne[J]．Ho仃站RPs，4(2)：191一
】95

Huang JM(黄济明)，Yang JY(杨建瑛)，Lin GD(林国栋)．1985．

The process of floral differentiation in L埘“m z彻副∥o似研(麝香

百合花芽分化过程的观察)[J]．A“ⅡHo以甜s抽(园艺学报)，

12(3)：203—205

Li ZH(李智辉)，wang xY(王新颖)，Li TL(李天来)，甜dz．

2008．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lower bud in LiZi“7挖

，0脚zo”百(新铁炮百合花芽分化及发育的研究)[J]．‘，s^e”一
粥”g Agr站队iu(沈阳农业大学学报)，39(2)：228—230

Ning YF(宁云芬)，L0ng MH(龙明华)，Tao J(陶劲)，““．

2008．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of Lizi“m厂0r7加fo”gi bulb(新

铁炮百合花芽分化过程的形态学观察)[J]．Af妇Ho以站s锄

(园艺学报)，35(9)：1 368—1 372

Seiichi F，Masano“G．2001．Floral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izi“优zo以gi-厂zDr“m Thunb[J]．T已c矗B“zz Fnf Agric，

(53)：31—34

Shen GZ(沈革志)，Yang HJ(杨红娟)，zhang Yc(张永春)，“Ⅱz．

1999． 0bservation of n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ut flowers of different lily(L“i“m)cultivars(百合不同品种的

花芽分化观察及切花评价)[J]．Aff口Ag—f甄n”g砌i(上海农

业学报)，15(2)：65—69

wang CY(王彩云)，Gao LP(高莉萍)，Lu TF(鲁涤非)，以nz．2002．

A study on morph010百cal differentiation of nower bud of(k，m咒一

f^“s加gm”5‘Houban Jingui’(‘厚瓣金桂’桂花花芽形态分化

的研究)[J]．Ac缸Ho以缸&n(园艺学报)，29(1)：52—56

(上接第766页C0ntinue fmm page 766)

此外，保护区是桂中地区重要的物种基因库，生物

多样性丰富度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度在全广西亦不

可多得。繁茂的森林植被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提供了

优越条件，保护区的白颈长尾雉是我国白颈长尾雉分

布最南部的种群。同时，保护区森林广袤，雨量充沛，

河水清澈，流量稳定，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因此，加

强拉沟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对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和维护生态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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