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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桂边境六县植物区系组成及其特点

李光照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

摘要 黔桂边境六县植物区系
份

有维管束植物2 03 科 92 1属 2 2 5 5种 ( 变种 )
。

其中种子植物含 25

种以上的有 22 科
,

代表成分有樟科
、

山茶科
、

壳斗科
、

五加科
、

桑科和锻树科
。

区系的特点是
:

地理成分复杂
、

分布交错 ; 热带
、

亚热带性质明显 ; 区系起源古老 ; 三特有珍稀种类多 ; 喜酸成分

较喜钙成分占优势 ; 草本与木本种类近等
。

此外
,

对本区系自然条件及植物资源利用也作了简述
。

关键词 黔桂边境六县 ; 植物区系组成和特点

本区地处我国植物区系特有现象三大中心之一
“ 滇东南一桂西中心

” 的边缘 [ ’ 〕 ,

植物

种类丰富
,

区系成分复杂而富有特色
,

在科研 上具有重要意义
。

近几年
,

作者在实地考察的

基础上查阅了有关资料
,

现就本区系的成分组成及特点作如下大体的分析
。

一
、

与植物区系相关的自然条件简况

本区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 的红水河及其上源南
、

北盘江流域
,

即东遥经 1 0 5
0

2 5产 4 8“ 一

10 7
0

20
尹

之间
。

土地面积 1 9 9 70 平方公里
。

其 自然条件大体是
: 1

。

地层古老
,

地形复杂
。

本

区绝大部分地域属三迭纪形成的砂页岩
, 少数地地域如天峨的向阳

、

田林的浪平
、

乐业的新

化和罗甸的羊里等地
,

系二迭
、

石炭和泥盆纪形成的灰岩
。

区内地势由西向东倾斜
,

峰谷连

绵
,

有大面积的中山和土山
,

也有众多的低山
、

平原及占面积 5 %的石灰岩石山 穿 插 于 其

间
。

田林的秦皇老山 ( 海拔 2 0 62
.

5米 ) 和弄瓦河谷 ( 海拔 2 0 7米 ) 分别是本区的最高点 和 最

低点
,

其余多是海拔 10 0 0米左右的山地
。

2
.

土壤和植被类型多样
。

土壤主要有以 沙须岩为

母质的赤红壤 ( 分布于海拨 400 一 500 米的河谷两岸 )
、

红壤 ( 分布于海拨 4的一 8 00 米 ) 和黄

壤 ( 分布于海拔 8 00 米以上 ) , 以石灰岩为母质的石灰土及以紫色沙页岩为毋质的紫色士 (分

布于罗甸龙坪镇一带 )
。

植被主要有针叶林
、

常绿阔叶林
、

石灰岩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季雨林
、

中山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落叶阔仆林
、

竹林
、

常绿阔叶灌丛和草丛
。 3

。

气

候温暖
,

雨量尚充沛
。

本区受东南季风影响
,

纬度较低
,

河谷深切
,

因而气 温较高
,

热量丰富 多

年均温 16
.

4一 2 0
。

5 ℃
,

一月均温 7 一1 1
.

8 ℃
,

7 月均温 2 3
。

3一 2 7
.

4℃
,

极端 最 高 温 3 2
.

5一

4 1
。

8 ℃
,

极端最低温
一 1

.

3
一

4
。

8 ℃ , 一年中之 10 ℃的有 25 2一 34 1天
,

活 动 积 温 为 4 9 6 8
。

5一

7 3 5 4
.

7 ℃ , 无霜期 3 20 一 3 4 1
。

其中南
、

北盘江和红水河谷尤为干热
,

年 均 溢 在 20 ℃以上
,

七 10 ℃的活动积温在 6 5 0。一 7 0 0 0 ℃以上
。

本区的年降雨量 12 40一 1 3 7 6毫米
,

年蒸发量 1 1 15
.

9

一 1 5 5 2毫米 , 73 一 84 %的降雨集中在 5一 8 月
,

其余月份降雨很少
,

有着明显的早
、

雨季 交

替
。

上述这些环境条件
,

无疑对本区系的繁衍
、

植物种类和地理成分的多样性
、
区系诸特点

的形成
,

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
六县即

:

田林
、

乐业
、

天峨
、

罗甸
、

望谨
、

册亨
,

以下简称
“
本区

” 。

黔桂边境六县植物区系以下简作
“
本区

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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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植物区系的组成

1
.

分类群组成

属 2 25 5种 ( 变 种 )
,

2
。

主要代裹科

据考察所得标本的鉴定及文献记载
,

本区 系 有 维 管束植物 2 30 科 9 21

其分类群和性状组成见表 1
。

本区 表 1 本区系分类群及性状组成
.

T a b l e 1 T h e e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t a x o n a n d e h a r a e t e r i n

f l o r a o f s i x e o u n t i e s o f G u i z h o u a n d G u a n g x i

T a x a a r a C t e t s

门门
、

亚门门 科 数
___

属 数数 N
悉

b e

汽
fff 木本本

PPP h y l u m a n ddd N u m b e r o 士士 N u m b e r o fff S P e C i e 333 T r e eee

;;; u b P h y l u mmm f a
m i l i e sss G e n e r aaaaaaaaaaaaaaaaaaaaaaa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0 444 666。。 t

器靓老舞
t eee 2 888 5 888 1 1 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666 OOO 222裸裸子植物物 555 777 1 555555555

AAA n g i o s P e r mmmmmmmmmmmmmmm

被被子植物物 1 7 000 8 5 666 2 1 2 999 1 0 0 777 8 4 888 2 7 111

GGG y m n o s P e r mmmmmmmmmmmmmmm

合合
_

计计 2 0 333 9 2 111 2 2 5 555 1 0 2 444 9 5 222 2 7 999

TTT O t a lllllllllllllll

壳斗科
、

五加科
、

桑科
、

卫 . 表中的种包括变种
。

矛科
、

紫金牛科
、

马鞭草科
、

爵床科和尊麻科便是本区系的主要代表科

株科和芸香科虽然种类少些
,

但对本区系的森林景观具有较大的作用
。

。

锻树科
、

梧桐科
、

现将本区系含种子植

物 13 种以上的科与世界区系的比较列成表 2

从表 2 可知
,

除世界科和亚世界科外
, 占世界区系种 2

。

3 % 以上的有榆科
、

山茶科
、

尊

麻科
、

防 己科
、

忍冬科
、

鸭拓草科
、

壳斗科
、 获葵科

、

桑科
、

卫矛科
、

五加科
、

紫金牛科
、

锻树科
、

葫芦科
、

樟科
、

木犀科
、

葡萄科
、

芸香科和寥科等19 科
。 这些科除防 己科和木犀科

,

其余都是本区系的重要成分出现频率较低外
,

叶林的主要成 分
,

,

且其中绝大部分木本科仍是构成亚热带常绿阔

尤其是樟科
、

壳斗科
、

山茶科
、

锻树科
、

桑科和紫金牛科
,

更是热带
、

亚

热带森林的常见成分
。

可见
,

本区系有着明显的热带
、

亚热带性质
。

三
、

植物区系的主要特点

1
.

地理成分友杂
,

热带
、

亚热 带性质突出 本区系地理成分的复杂性
,

主要表现在科

和属的地理分布类型广泛而多样 ( 表 3 )
。

由表 8 可知
: ①全国 15 个不同类型属 的地理成分

,

本区系不同程度上都有 “ 场 ②
.

科与

属的分布类型以热带式 ( 含亚热带 ) 分布最多
,

计 86 科 509 属
,

分别占本区系种子植物科和

属 的 4 9
.

1 %和 5 9
.

2 %
,

其中属的分布类型又以热带亚洲分布 ( i s e属
,

占 1 8
.

1 % ) 和 泛 热带

分布 ( 1 52 属
, 占1 7

.

了% ) 所 占比重最大 , ③温带式分布有 32 科 2 08 属
,

分别占本区系种子植

物科和属的 18
。

3纬和 24
.

0 %
, 其中属的分布类型以东亚分布 ( 8 8属

,

10
。

2 % ) 和北温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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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区系种子植物含 3 1种以的科与世界区系比较朴

T a b l e2T h o e em p a ri o sn o f s e ed p la n t
’ 5 fa m i l i s e wh i eh eo n ta i n 23 o rm o r e

sp e ei s ei n fl o ra o f si x o u en ti s eo fG u i z h o u a n d G u a n gx i wi th fl o ra o f wo rl d

本 区 系
F l o a o rf si x

本 区 系
F l o a o rf si x

科 名
o u en ti es

G u i z h o u

G u a n gx i

1n

占世界区

系种的多
科 名

ll ti s e 1n

占世界区

系种的万
a n d ! Pe r e en ta z h o U a n d I Pe r e en ta

-

n g XI
g o efto 一

ō鲡Gua

属NF a m i l y n a m e属 数
N U m 一

b eo rf

种 数
N u m 一

b e ro f

g eo fto 一

ta l s Pe ei一

s ei n th e

wo rl d

F a m i l y n a m e数
U l 】 1

.

一

种
N

数 ta l S Pe C卜
U I n 一

g ell e ra } s Pe Cl es

b o e rf

g en e ra

b eo rf

S Pe Cl eS

S ei n th e

W o fl d

樟 科
La U a a f e e C

毛 食 科
R a n U ll U Cl a a e Ce

防 己 科
M en i s Pe rm a e ea e

寥 科
Po l y go n a e ea e

葫 芦 科
CU eU rb i ta e ea e

山 茶 科
T h a e e ea e

苏 木 科
朴

Ca a s el Pi n ia ea e e

蝶 形 花 科
并

Pa Pi l i o n a e ea e

壳 斗 科
F a ga e ea e

榆 科
U l m

a a e e e

桑 科
Mo ra a e e e

尊 麻 科
U rti a e e ea e

冬 青 科朴

A q u i fo l i a ea e e

卫 矛 科
Cel a st ra a e e e

桑 寄 生 科
Lo a n rth a Cea e

鼠 李 科
.

R h a m n a a e e e

葡 萄 科
V i ta e ea e

芸 香 科
R U ta a e e C

株 科
M

el i a e ea e

2 15 1 1 123 0
.

7

20 14 3
.

1

5 1 13

8 10 2 2
.

0

2 2 24 3 6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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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7

3 1 1 0 7

2
。

6

1
.

0

4
。

3

2
。

3

3
.

1

5
。

4

2 9
。

3

0
.

9

4
.

1

6
.

8

3
.

5

4
.

9

3
.

7

3
.

4

1
.

1

2
.

0

2
。

4

2
。

3

1
。

4

野 牡 丹 科
M e l a s t o m a C e a e

锻 树 科
T i l i a C e a e

梧 桐 科
S t e r e u l ia e e a e

锦 葵 科 .

M
a I v a e e a e

大 戟 科朴

E u P h o r b i a e e a e

蔷 薇 科
.

R o阳 e e a e

忍 冬 科
C a p r i f o l i a e e a e

菊 科
.

C o m P o s i t a e

茄 科
S o l a n a e e a e

旋 花 科
C o n v o l v u la e e a e

玄 参 科签

S e r o P h u la r i a e e a e

苦 首 苔 科
G e s n e r ia e e a e

爵 床 科
A C a n t h a C e a e

马 鞭 草 科
V e r b e n a e e a e

唇 形 科
井

L a b i a t a e

鸭 拓 草 科
C o m m e l i n a e e a e

姜 科
Z i n g i b e r a e e a e

百 合 科
.

L i l ia e e a e

次 契 科
S m i l a C a C e a e

4 8

3 7

1 6 1 0

4 9 1 5

l 0 2 7 1 0

1 5 2 3

兮
2 9

1 4 2 5

1 8

1 7

2 l 1 6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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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五 加
A ra l ia

C ea e

杜 鹃 花 科
釜

E r iC a C a e e

紫 金 牛 科
M y s r in a a e e e

木 犀 科
01ea ea e e

夹 竹 桃 科
A P o ey n a e ea e

茜 草 科
朴

R u b ia ea e e

天 南 星 科
A a rC ea e

兰 科
苦

o r eh ida a e e e

莎 草 科
釜

C y P e ra e ea e

禾 亚 科签

A g ro st d io d iea e

1
.

0

1
.

2

3
。

2

1
.

0

1
.

2

萝
A s el eP悉

a 科
签

C a e e

3
。

4

1
.

5

3
。

4

2
。

6

1
.

0

l
_

1
.
世界科

、

亚世界科
。

二 世界区系以侯宽昭 《 中国种子

植物科属词典 ) (9 8 2 1
,

修改版 ) 为基数
。

( 6 4属
,

占7
.

4 % )较多
;

④地中海式分布和我国特

有分布
,

分别只有 1 科 n

属和2科 17 属
,

所占百分比

较少
。

上述科
、

属 分布类型

的统计
,

充分说明了本区

系地理成分复杂和热带
、

亚热带性质明显的特点
。

此外
,

本区系热带性

质的明显性
,

还表现在热

带式分布的科属在本区植

被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

如

泛热带分布的 1 52 属 ( 占

总属数的 1 7
。

7 % ) 中
,

有

些科所含的泛热带属常是

本区热带
、

亚热带森林的

重要成分
,

其中包括樟科

的 2属
、

梧桐科的 3属
、

大

戟 科 的 5 属
、

桑 科 的 1

属
、

糠科的 2 属
、

无患子

科 ( s a P i n d a o e a e
) 的 3属

、

五加科的 3 属
、

极树科的

2 属
、

紫金牛科的 2 属和

榆科的 2属
。

有些十分典型

的科
,

其全部属
、

种都作泛

热带式分布
,

如买麻藤科

表 3 本区系种子植物科
、

属分布类型

T a b l e 3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一 t y P e s o f s e e d p la n t s f a
m i l i e s

a n d g e n e r a i n f l o r a o f s i x e o u n t i e s o f G u i z h o u a n d G u a n g x i

科 F a
m i l y 属 G e n u s

分布区类型 l科数 占总科
数的拓

分 布 区 类 型

世界分布 } 54 3 0
。

8

O口丹匕一匕O甘J工ùb,口内匕
J
“八匕

咭工

热带分布 4 9
.

1

1
.

世界分布

2
.

泛热带分布
3

.

美洲和热带亚洲间断分布

遵
.

旧世界热带分布
5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6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热带亚洲 (印度一马来西亚 )分布 }1 56

17
.

7

3
.

0

7
.

6

5
.

7

7
.

1

1 8
。

1

5 9
。

2

几匕nO

llse
se.l
..胜.1,..t.................

温温带分布布 3 222 1 8
。

333 8
.

北温带分布布 6 444 7
。

444

999999999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布 3 000 3
。

444

1111111110
.

旧世界温带分布布 2 222 2
。

666

1111111111
.

温带亚洲分布布 444 0
。

444

1111111112
.

东亚 (东喜马拉雅至日本 )分布布 8 888 1 0
。

222

小小小小小 计计 2 0 888 2 4
。

000

古古地中海海 111 0
。

666 13
.

中亚分布布 444 0
。

555

和和泛地中中中中 14
.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布 777 0
。

777

海海 分 布布布布 小 计计 1 111 1
.

222

中中国特有有 222 1
。

222 15
.

中国特有分布布 1 777 1
。

999

分分 布布布布布布布

合合 计计 1 7 555 1 0 000 合 计计 8 6 333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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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ne t ao e a, i / 2 . )
、

胡椒科 ( P IP e r a c e a e ,

2 / 5 )
、

白花菜科 ( C a p p , : i d ac e a e ,

3八 i )
、

粟

米草科 ( M o l l u g i n a o e a e ,

i / 1 )
、

马齿览科 ( P o r t u l a c a e e a e ,

1 / i )
、

凤仙花科 ( B a l o a m
-

i n a e o a 。 ,

1 / 3 )
、

柳叶菜科 ( O n a g r a o e a 。 ,

1 / 3 )
、

五极果科 ( D i l l e n i a e o a 。 ,

i / 1 )
、

秋海

棠科 ( B e g o n i a c e a 。 ,

1 /。 )
、

锦葵科 ( 5 / 2 0 )
、

冬青科 ( 1 / 1 5 )
、

苦木科 ( S i m
: r u b : ,。 e a

·

e ,

1 / 1 )
、

柿科 ( E b e n a e e a e ,

1 / 4 )
、

山矾科 ( S y m P l o c a e e a 。 ,

1 / 9 )
、

黄眼草甲} ( X y r i d a 。 。 ; 。 ,

1 / 1 )
、

仙茅科 ( H y P o X i d a c e a e , l / 2 )
、

蛛丝草科 ( T a c c a o e a 。 ,

2 / 2 ) 和薯预科 ( D i o 。。 o r e -

a o e 氏“ ,

1 / 10 ) 等
。

除热带式分布外
,

在世界分布和温带式分布的类型中
,

也有许多科
、

属是主要分布于热带
、

亚热带的
,

如豆科 ( L e g u m in os ae ) 主产于热带和温带
,

远志科 ( P ol y g a l ac ea
。 ) 和锦葵

科主产于热带
,

车前科 ( P la nt ag in ac ea
。

) 主产于北温带和亚热带
,

百合科主产于温带和亚

热带 ; 温带式分布的松科的松属 ( 尸 i n u : )
、

黄杉属 ( 尸se o d ot 翎 g a
)

,

绣 球 花科的山常属

( D f c 入r o a )
,

漆树科的芒果属 ( 对
“ 。 g l’ /

e r a )
,

胡桃科的黄祀属 ( E
n g e

l人
a r d t i a )

,

山茱

英科的鞘柄木属 ( T or 八 cc lt 沁 ) 等
,

其主要分布区也在热带
、

亚热带
。

可见
,

本 区 系 的 热

带
、

亚热带性质又由此得到更好的说明
。

2
。

地理成分分布交错
,

过渡性质明显 依吴征锰先生 的划分
,

本区系属泛北极植物区

一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一云南高原地区的东侧
,

东与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相接
,

南与古热带植物区为邻 〔 ” 〕
。

各类植物区系成分无不在此迭置交错
,

五方混杂
,

反映出本区

系的明显过渡性质
。

如在组成优势植被的区系成分与与中国一 日本植物区系 ( 偏
;
、

华 中 )

相 比
,

有一系列的优势种代替现象
,

甚至科
、

属代替 〔名〕
,

象细叶 云 南 松 ( P `n u : y “ n o a n ~

e n s i : v a r .

t e n u i f o l i a
) 代替了马尾松 ( P

.

m a s o o n i a n a )
,

滇 青 冈 ( C y e
l

o ba l
a , o p s f s 夕 I

-

a “ e o f d e s
) 代 替 了 青 冈 ( C

.

夕l a u c a )
,

高山拷 ( C a “ a o o P s f s d e l a o a 夕若 ) 代替 了苦储 ( C
·

s c
l

e r o P h夕 l la )
,

黄栋 ( Q “ e r e o s d e l a o a y i ) 代 替 了 赤 皮 ( Q
.

夕落I o a
)

,

蒙 自恺木 ( 刀 l o u s

” eP al 助 is : ) 代替了档木 (刁
.

cr
e m as ot g 夕。 e)

。

又如与古热带的印度一马来亚植物区系比较
,

本

区系既有典型的泛北极植物区系成分
,

象桦木科 ( B e t u l a c e a e
)

、

胡桃科 ( J u g l a n d a o e a e )
、

杨柳科 ( S a l i c a c e a e
)

、

毛食科
、

龙胆科 ( G e n t i a n a e e a e ) 和报春花 科 ( P r i m u l ao e a e )
,

又

有不少向印度一马来亚植物区系过渡的热带科
、

属
,

如无患子科
、

械科
、

桑 科
、

番 荔 枝 科

( A n n o n a c e a e )
、

大戟科和山竹子科 ( G u t t i f e r a e
) 等

,

但还缺乏严格的热带科
、

属
.

象龙

脑香科 ( D I P t e r o e a r p a e e a e
) 和肉豆萧科 ( M y r i , t i o a c e a e

)等
。

而印度一马来亚植物区系的枕

果属 ( 材
“ n
娜 f

e ar )
、

无扰花属 ( S a ar ca )
、

黄祀属
、

核实属 ( D
r y P“ eS )

、

木 菠 萝 属

( A月 o c a r p u s ) 和麻糠属 ( C h。掩r a ; 沁 ) 却向北分布到本区罗何
、

望漠
、

册亨
、

田林和乐业

等地的沟谷雨林中
。

同时
,

热带亚洲一大洋洲分布的杜英属 ( E la eo ca 呻韶 ) 和紫薇属 ( L a -

ge sr t or e 济 l’a ) 在本区亦有一定分布
。

此外
,

在泛热带分布中
,

西南热带分布的金虎尾科 ( M al p馆hi
a o e切 ) 可见于本区 的 罗

甸 和望漠
多 纯热带分布的青皮木科 ( O lac ao ea

e
) 可分布到田林

、

册亨 , 番荔枝科的紫玉盘

属 ( U姐
r ia ) 从 中 非

、

大 洋 洲和中印半岛渗入至册亨一带 , 西番莲科的西番莲属 ( 尸aS
-

石 lj or a ) 和榆科的糙叶树属 ( A P h“ 朋君he ) 也以 “
热带亚洲

、

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

. 分子为属数
,

分母表示种数
。
下同

。



广 西 植 物 1 0卷

式出现于本区
, 还有

,

以 “ 热带亚洲
、

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 的粗叶木属 ( aL

: i口川 h “ : )

及刺竹属 ( B a爪b u as ) 也在本区常有出现
。

另方面
,

温带分布的许多科属之分布 区
,

又由北而南延至本区
。

女口北温带的典型针叶木

本属— 松属
,

广泛分布于本区
; 落叶阔汗卜木本属— 械 (A “ )r

、

恺 ( A I。 “ :
)

、

桦 ( B曰川。 )
、

栗 ( C a s 云a o e a )
、

水青 冈 ( F a g o s )
、

栋 ( Q o e r c 幼 s )
、

胡桃 ( A n n a m o e a r 夕a )
、

杨 ( P o P o l o S )
、

柳 ( S a
l`
二 )

、

苹果 ( M
a

l
“ s

)
、

桃 ( P r “ 。 u s
)

、

榆 ( U 了。 。 s ) 和桑 ( M
o r o s

)等属
,

是本 区落叶

阔叶林 的主要成分 , 灌木的漆 ( T o 二` e o d e ” d
r o , )

、

小孽 ( B o r b e r `s
)

、

英莲 ( V ` b” r 。 “ 。 )
、

山茱英 ( C o r o u s
)

、

胡颓子 ( E l a e a 夕。 。 s
)

、

蔷薇 ( R o s a )
、

绣 线 菊 ( S P` r a e a )
、

构子

( C o t o ” e a : t e r ) 等属以及草本的风轮菜 ( C t f o o p o d “̀ 。 )
、

夏枯草 ( P r “ n e
l l a )

、

龙 芽 草

( A g r i沉。 ” i a )
、

地榆 ( S a n g u f s o r b a )
、

野枯草 ( A r “ ” d f” e
l l a )

、

短柄草 ( B r a e人夕 P o d`“ 。 )
、

百合 ( L蓄l i u 。 )
、

黄精 ( P o l夕 a o n a t u阴 )
、

天南星 ( A r i s a e阴 a ) 和莺尾 ( I r 若s ) 等属
,

在本

区亦较普 遍
。

至于地中海式分布的黄连木 ( 尸 `: t ac ia )
、

蔗草 ( E r àn t h o s ) 和 苍 耳 ( X an
-

f h`u , ) 等属
,

也属常见
。

3
.

植物区系起源古老
,

子遗植物颇多 由于本区地质历史悠久
,

因而古老植物种类较

多
。

初步统计
,

本区系有世界最早的陆生高等植物一一 破类 28 科 58 属 I n 种
,

如起源于古生

代的石松 ( L 夕c o P o
d i u m )

、

卷柏 ( S e l a 夕i n e l l a )
、

木贼 ( E g u f s e t u m ) 和观音座莲 ( 刁
n夕i -

o P才e r i s
) 等属

,

中生代的铁角威 ( A s P l e n i u m )
、

紫茸 ( O s m u ” d a )
、

秒锣 ( 刃 l
s o P h i l

a
)

、

蚌壳孩 ( C艺b
o 了f u阴 )

、

芒其 ( D f c r a ” o P t e r iS )
、
里白 ( H i c r i o P 才e r i s ) 和瘤足蔗 ( P l

a g i o -

g 夕r i a ) 等属
,

以及第三纪的狗脊 ( 牙
o o d 切 a r d ia )

、

懈燕 ( D
r 夕n a r i a

)
、

凤尾蔗 ( P t e r i : )
、

海金沙 ( L 夕夕o d i “ m ) 和萍 ( M
a r ; i l

e a
) 等属

,

便是其中一些例子
。

本区系天然的裸子植物有 5 科 7 属 15 种
。

其中云南松 ( P 了洲
: y 洲湘 en :s’ s ) 及其变种细

叶云南松
,

在本区乐业
、

田林
、

册亨等地森林 中 占有 明 显 的 优 势 , 黄杉 ( sP “ d of su g a

s i n e n s is ) 在 田林有少量分布
, 江南油杉 ( 兀

召 t e l e e r i a c y c l o l e P i s
) 除星散分布外

,

在望漠

县城附近有一小片 纯林
。

被认为古老的被子植物
,
在本区系也有 10 科 44 属 1 31 种

,

分别 占本区系种子植物科属种的

5
.

7%
、

5
.

2 %和 6
.

5%
。

其中包括木兰科 ( M ag n o l i aC e a e ,

5 / 10 )
、

八角科 ( I l l i o i ao e ae
,

1 / 3 )
、

五味子科 ( S o h i z a n d r a c e a e ,
2 / 6 )

、

毛食科 “ / 2 0 )
、

木通科 ( L a r d i z

ab
a l a c e a e ,

1 / 1 )
、

大血

藤科 ( S a r g e n t od
o x a c e a e

,

1 / 1 )
、

三白草科 ( S a u r u r a c e a e ,
3 / 3 )

、

樟科 ( 1 2 / 5 1 )
、

金缕梅科

( 且 a m a m le id 舫ae
e ,

7 / 9 ) 和山茶科 ( 7 / 2 7 ) 所含的属种
。

另外
,

持
“
假花说

” 观点认为最

原始的菜黄花序类植物
,

本区系也有马尾树科 ( R h of p比 le ac ae
e )

、

杨梅科 ( M y r i ae 帕ae )
、

胡桃科
、

壳斗科
、

榆科
、

桦木科
、

桑科和马桑科 (O or ia ir a “ ae )
。

其中
,

马尾树科
、

马桑科和

胡桃科的青钱柳 ( C 夕c l o c a r 夕 a P a l i “ r u s
)

、

榆科的青檀 ( P 才e r o c e
l t宕s 才a t a r i ” o 二 11 ) 和糙叶

树 ( A p h a ” “ ” t人“ “ p “ ar )
,

则是国产的一些分类地位孤立的科或孑遗种类 〔` 〕 。

4
.

特有植钧较多 因本区自然条件复杂
,

地理位置特殊
,

加上第四纪冰川影响较 少
,

因而特有植物保存较多
。

其中属单种科的有马尾树科
、

大血藤科和杜仲科 ( E u o o m功 i` ea e)
。

马尾树科的马尾树 ( R h o f tP el ea hc 订宕an 了ha ) 分布于我国和越南
,

本区以田林的秦王老山较

集中
。

大血藤科和杜仲科是我国的特有科
。

属单种属 的有杜仲 ( E 时
。 , 二`a)

、

大血藤 ( 肠卜

ge . t o d o 二 a )
、

蒜头果 ( M
a

l a” ia )
、

任 豆 ( 众
朽` a )

、

马 尾 树 ( R h o ` P f e l e a )
、

山 桐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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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 e 。 `。 )
、

翅果藤 (M yr 宕。夕才e r o n )
、

茶条木 ( De
l
a v a ya

)
、

掌叶木 (H
a n d e

l̀
o d e o d r o ” )

、

桔梗 ( Pl
a 才 ye o d o n

)
、

黑翅茎草 ( Pt e r yg ie l l
a )

、

苦玄参 ( Pi c r f a )
、

板蓝根 (B a p h 萦e a -

e a n t h “ s )
、

天星藤 G( r a p h i s 才e 沉 。 a )
、

观光木 (T s o o n g f o d e n d r o n )
、

通脱木 (T e 了: a p a -

” a 戈 )
、

青 檀 ( Pr e r o e e
l才f

: )
、

万兮钱 板J ( Cye
l
o e a r ya )

、

麻 楠 ( Ch峨
r a s 艺a )

、

蝴 蝶 果

(cl el’ dl’ ca r P
。 ” )和马蹄香 (S ar u 胡a )等 2 1属

。

其中翅茎草属
、

杜仲属
、

大血藤属
、

蒜头果

属
、

任豆属
、

青钱柳属
、

掌叶木属
、

青檀属
、

观光木属和通脱木属
,

再加上巴豆藤 ( C ar : P e -

d o l o b i 。阴 )
、

八角莲 ( D y s o s二 a )
、

杉 ( C o n n i n g人a川 `a )
、

喜树 ( C a沉 p 才。 才h e e a )
、

叉序草

( C h i , g i a e a 。 t h o s )
、

直瓣首苔 ( 月 n e 夕 l o s t e o o 。 ) 等属
,

便是本区系亦产的我国 1 6个特有分

布属
,

约占本区系种子植物属的 1
.

9 %
。

此外
,

属本区系特有的植物还有田林细子龙 ( A 阴 e s `o d e o d r o o r i e ” l `n e n s ;̀ )
、

小 方竹

( C h i沉。 拄 o b a m b o s a c o o v e l o t a )
、

罗甸香花 藤 ( 月 g a n o s , a n a刀 a ` Ie i )
、

罗 甸山茶 ( C a拼 e -

l l i a l o d云e n s i s )
、

罗甸黄岑 ( S e u了e
l l

a r i a
l

o t f e , e ” 5 15 )
、

罗甸马兰 ( S r r o b f l o n公h e s
l

o
f o u -

即 5 15 ) ; 属于本区系新种
、

新记录的约有 70 种
,

如新种的巨型蜘蛛抱蛋 ( 且:
川 d `对 ar lo ” 加

-

l o b a )
、

贵州鹤顶兰 ( P h a i u : g u i二 h o o e 刀: :’s )
、

黔桂黎豆 ( M
“ c “ n a e k i e n k功 e i e n s i: ) 及新

记录的桂林乌柏 ( S a P ￡u o c h `h s ǹ `a n u优 )
、

顶果木 ( A e r o c a r P u s
f

r a x `, i f
o l i u s ) 等

。

5
。

珍稀植物种类丰富 本区系有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 24 种夕飞
,

其 中属一级保护的

有秒樱 ( 姓l
s o P h i l a s p i打 u l o s a

) i 种 , 二级保护的有马尾树
、

金丝李 ( G a r c `n `a p a 。 。 i o e -

r u i s
)

、

规木 ( B u r r e t i o
d

e ” d r o ” h s 沁 n , 。 )
、

心叶蜘木 ( B
. e s g u i r o l f` )

、

香木莲 ( M a n夕-

万ie , *a a r o川 a ,` e a
)
、

蒜头果 ( 对
a

z
。 , 、 a 0 2。 `f

e r a )
、

观光木 ( ? 5 0 0 , g `o J。 。 d r o , 。 J 。 r o m )
、

格

木 ( E r y t h r o P h l
e u o f

o r d i i )
、

杜仲和掌叶木 ( H a n d e l i o d e n d r o n b o d i瓜 e r f ) 等 1 0种 , 三级

保护的有顶果木
、

青檀
、

黄杉
、

田林细子龙
、

柔毛油杉 ( K “ le ee
r :’a P ub se ce sn )

、

蝴蝶 果

( C l
e i d i o e a动

。 ” e a” a l
e r f e 萦)

、

白辛树 ( P才e r o s t y r a戈 p s i l o p h l l a )
、

白桂木 ( 月 r 才o c a r p淞

h y p a r g y er u s )
、

短尊黄连 ( C o p t i s e h i n e , : :̀ v a r .

b er o is e p a l
a

)
、

火 麻 树 ( L a p o r公e a

u r e ” t i s s i m a )
、

任 木 ( eZ
n ia 10 5勿

n `s )
、

鸡 毛 松 ( P o d o c a r p u s
枷 b r i c a r u s

) 和 药嗡 薯

( aT cc a 口 ha 时 , ie 汀 ) 等 13 种
。

栖锣在天峨
、

望漠有少量分布
。

金丝李
、

蒜头果
、

规木和蝴

蝶果分布于田林
、

乐业等县的石灰岩山地
。

心叶现木在罗甸
、

天峨
、

乐业等县的土山和石灰

岩石山均有较多的生长
。

柔毛油杉在罗甸的羊里尚有一小片残存林
。

其余种类呈星散分布
,

且普遍遭到破坏
,

因此必须注意保护
。

6
。

容酸植物较喜钙植物占优势 按植物与土壤基质的关系
,

本区系植物可分为喜钙
、

随遇和喜酸三类
。

喜钙植物只分布于石灰岩基质上
,

在钙质土能生长繁茂
,

在其他基质上不能

生长或发育不 良
。

这类植物本区系有 92 种 ( 占 4
.

2 % )
,

如规木
、

金丝李
、

蒜头果
、

圆 叶 乌

柏 ( S a P i u m r o t o n d i f o l i o m )
、

密榴木 ( M 1’I i 。 : a e h 。 , 11)
、

石山桂花 ( O
: m a , 才h u s

f
o r d i` )

、

豆叶九里香 ( M ur ar y a
叫 hc

r se 才ij ol l’a ) 等
。

它们是石灰岩石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成分
。

喜酸植物只分布于花岗岩基质上
,

在酸性土能生长旺盛
,

在其他基质上不能生长或生长不

良
。

这类植物本区系有2 9 8种 (占 1 3
.

2 % )
,

如马尾松
、

映山红 ( 刀 h o d o d e n d r o n s i m s i i )
、

山

苍子 ( L i f s e a e o 6e b a )
、

木莲 ( M a n g l 1’e t f a
f

o r d i a n a )
、

平伐山茶 ( C a m e
l l I’a p i t a r d i i )

、

马尾树
、

秒锣
、

青钱柳
、

细叶云南松等
。

它们是酸性土植物区系的特征成分
。

这种成分较之

于前面的石灰岩特征成分占有明显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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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

对钙质土或酸性土都能生长良好并无严格选择的是随遇植物
。

这类

植物在本区系有1 85 6种 (占 8 2
.

8% )
,

如假篓 ( P `P o r s a r m e n t o s u m )
、

毛桐 ( M l l o 才。 5 b a r -

b a t u s )
、

灰毛浆果谏 ( C IP a d e s s a e `n e r a s e e n s
)

、

仪花 ( L y s id i c e r h o d o s r e g i a )
、

榕 树

( F i。 “ : 。 ic or ca r p a ) 等
。

它们所占比例虽然最大
,

但不是本区系的特征成分
。

7
.

草 本植物与木本植物的种类相当 本区系草本
、

木本和藤本植物的种数及其所 占的

比率分别是 9 5 2种 ( 4 2
.

2 % )
、

1 0 2 4种 ( 4 5
。

4 % ) 和 2 7 9种 ( 1 2
.

4 % )
。

木本植物主要集中在松

科
、

杉科
、

木兰科
、

樟科
、

大风子科
、

山茶科
、

桃金娘科
、

锻树科
、

杜英科
、

梧桐科
、

木棉

科
、

大戟科
、

交让木科
、

蔷薇科
、

含羞草科
、

苏木科
、

蝶形花科
、

金缕梅科
、

杨梅科
、

桦木科
、

壳斗

科
、

桑科
、

榆科
、

冬青科
、

芸香科
、

无患子科
、

紫藏科
、

马鞭草科
、

械树科
、

胡桃科
、

五加科
、

柿树科
、

杜鹃花科
、

紫金牛科
、

安息香科和山矾科
。

草本植物主要 以威类的鳞毛孩科
、

水龙骨科
、

铁角获科及被子植物的寥科
、

尊麻科
、

茜草科
、

菊科
、

报春花科
、

玄参科
、

唇形科
、

鸭拓草

科
、

姜科
、

百合科
、

天南星科
、

兰科
、

莎草科和禾亚科较多
。

草本植物 比率之所以偏高并近乎于

木本植物
,

其原因之一可能系本区森林被严重破坏
、

导致草丛及草本种类大量入侵繁衍所致
。

四
、

区系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根据本区系上述的特点
,

现就本区的植物 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提些浅议
,

以供参考
。

l
。

鉴于本区系明显的热带
、

亚热带性质
,

建议应重点开发利用本区丰富的热带
、

亚热

带植物资源
。

对其中一些重要种类
,

拟作为重点的开发对 象
。

如材用类的云南松
、

细叶云南

松
、

马尾 松
、

杉 ( G u n ” i n 夕h a m à
l

a n c e o l a t a )
、

擦 木 ( S a S S a
f r a S f z u巾“ )

、

栋 ( Q u e r c
峡

s P P
.

)
、

拷 ( C a s t a n o P s s: s p p
.

)
、

桦 ( B e 宕u
l a o P p

.

)
、

竹类 , 油脂类的山苍子
、

蒜头果
、

乌柏

( S a P i u m s e b i f
e r u m ) 多 淀粉类的蝴蝶果多 药用类的竹节参 ( P a , a 二 P ; e u d o 一夕 i n : e n夕 v a r

j a P o , i e u s
)
、

五加 ( A c a o t h o P a , a 二 g r a c `l i s f y l u s
)
、

冰 片 ( B l
u o e a b a

l
s a m i f

e r a )
、

威灵仙

( C l e m a 才̀ 5 e h` n e ” 5 15
)

、

绞股蓝 ( G y n o s 才e o m a p e耐 a p h y l lu m ) , 野果类的余甘 ( P h y l l a n -

t五u: 。 m 6z sc 。
)

, 饮料类的茶 ( e a m e zz i a : ` n e n s i: ) ,
纤维类的木棉 ( ` o s s a m夕i n u : 。 。

I
a 6

-

ar f c a )
、

龙须草 ( E o l a l l’O p s i s b i o a t a )
、

构 ( B r o u : 5 0 ” e t f a p a p y r i f
e r a

) , 观赏类的火焰

花 ( S a r a c a t h 3 f P i n夕e n s i s )
、

ILJ 茶 ( C a协 e
l l公

a o P P
.

)
、

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s PP
.

)
、

百合

( L讨佃。 s p p
.

) 各种兰花和棕竹 ( R ha P is e 戈 ce las ) 等
。

对本区的土特产植物
,

则宜列为拳

头产品加以研究和开发
。

如香料的八角 ( I l l i e i u二 v e r u二 ) ; 饮料的刺梨 ( R o s a r o 二 b o r g h i￡)
,

食品的山植 ( C r a t a e g u s s e a b r ` f
o l i a ) , 油料的油桐 ( 价

r瓜 c i a f o r d i i )
、

油茶 ( C a二 e l l i a

o l e i f
e r a ) ; 热带

、

亚热带水果的香蕉 ( M
u s a n a ” a )

、

龙眼 ( D i拼 o e a r P赵` 1
0 ”
胆

n
)

、

荔枝

( L ` t c h i c h i n e n s i s
)

、

扁桃 ( M
a n夕i f

e r a P e , s i e ` f
e r o a )

、

柑橙类 ( C “ r u s s即
·

)
、

核桃

( J
u
川 an :

er 娜 a ) 和食用菌的香菇
、

木耳等
。

对本区常见 的热带
、

亚热带树种
,

亦可考虑选

为本区就地造林种类
。

如海拔 6 0 0米以下可选种香椿 ( T o o n a 5 1” e n s `s
)

、

毛红椿 ( T
.

七`1̀ a 矛a )
、

木棉
、

仪花
、

任木
、

樟 ( C i n n a o o m u o c a o p h o r a )
、

枫香 ( L i q “ i d “ m b a r
f a r , o s a n尽 )

、

荷 ( 5
.

比伽 a : “ p er ab ) ; 60 0一 10 0 0米可选种云 南 松
、

细叶云南松
、

杉
、

马尾松
、

栋类
、

银荷 ( .S

a , g e , t e a
)

、

冬青类 ( I l e 劣 S p P
.

) , 10 0 0米以上可选种罗浮拷 ( C a s 才a : o P s i s
f

a
b r i )

、

水

青冈 ( F a g u s Io n g i P e 才̀ o l a才a )
、

木莲 ( M
a n g l f e t`a

f
o r d i a n a )

、

深山含笑
、

光皮桦 ( B e -

才u la l u m i n i f e r a )
、

交让木 ( D a p h n印h y l l
u m m a c r o p o d u拼 )

、

马蹄荷 ( S y m i n gt o ” ia 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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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l

e n a)
、

缺尊枫香
、

红苞木 ( R ho do le ` aPo a iPe t al a) 等
,

林下可栽 种天 麻 ( C a s t r o d￡a

e l
a t a

)
、

黄连 ( C o p t i: e h认心” 5 15 ) 等
。

2
。

依据本区系有明显过渡性质和科属替代
,

因而本区内各地域发展的优势种类也应有

所侧重
。

如马尾松
、

青冈
、

苦储
、

赤皮
、

档木等一些中国一日本分布 区的种宜在本区东部发展
;

云南松
、

细叶云南松
、

滇青冈
、

高山拷
、

黄栋
、

蒙自档木等一些云南高原分布区的种宜在本

区西部发展
:

忙果 ( M
a n夕i f

e r a i n d f e a )
、

扁桃
、

龙眼
、

荔枝
、

木菠萝 ( A r 才o c a r P o s h e r e r o -

p h夕 ll u s
)

、

番木瓜 ( C a r i c a P a P a 夕a
)

、

香蕉
、

菠萝 ( 且 n a o a s e o 二 0 5 0 5 )
、

番石榴 ( P s `d `
-

” fn 夕“ a]’ a 如 )等热带水果及无患子科
、

糠科
、

桑科
、

番荔枝科
、

山竹子科
、

大戟科
、

金虎尾科

和青皮木科所含的多数古热带种类
,

适在本区南部栽种
, 板栗 ( C as t an ae 0 01 11

: : `m a
)

、

核

桃
、

柿 ( D i o s户夕 r o s k a寿i )
、

桃 ( 尸
r o n u s 夕 e r s `e a

)
、

梨 ( p 夕 r o s 夕夕 r i f
o l`a ) 等亚热带水

果及桦木科
、

胡桃科
、

杨柳科
、

毛莫科
、

龙胆科和报春花科所属 的泛北极种类
,

则应种于本

区的北部
。

3
。

本区系拥有一些喜钙植物如规木
、

心叶规木
、

金丝李
、

蒜头果
、

圆叶乌柏
、

桂林乌

柏
、

石 山桂花
、

伊桐 ( I才o a o r i e , t a
l i s )

、

密榴木
、

黄连木 ( P `s 才a c ` a e h i o e : 5 15
)

、

菜豆树

( aR d er 沉 ac he ar s in ic a ) 等
,

宜选作本区 石灰岩石山绿化树种
,

如能因地制宜选栽
,

绿 化

成效无疑将会提高
。

4
。

本区系 9 52 种草本植物的半数以上
,

可用于饲养牛
、

马
、

羊
、

鹿
、

兔
、

鹅等食 草 动

物
。

其中有的种类资源还较丰富
,

如禾本科的马唐 ( D i娜ar it a
印 p

.

)
、

扭 黄茅 ( H 川 er o’
-

P O

卯
n c o n t o r f o s )

、

刚荞竹 ( M i c r o s t e 夕i u m c i l犷a t 。 。 )
、

草草 ( 刀
r 才har , 。 。 几i s P i d “ s )

、

类

芦 ( N e 夕 r a “ d f a r e y n a u d了a ” a )
、

斑茅 ( S a e e h a r 。 。 a r 。 。 d i o a c e。明 )
、

硬杆子草 ( C a 夕̀ 11̀ -

p e d i u m a : s i m` l
e )

、

野枯草 ( A r u” d ”̀ e l l
a h i r r a )

、

水蔗草 ( A p l o d a 明 u f` e a )
,

鸭拓草科

的竹叶草 ( C o nt o e
l i” a d i f f

o s a )
、

杜若 ( P o l l i a h a : : k a r l“ )
,

巴蕉科的野蕉 ( M
o s a b a l -

6 i s i a ” a )
,

尊麻科的蔓竺麻 ( M
e o o r i a l i : h i r t a

)
、

青兰麻 ( B o e h o e r i a 。 。̀ e a ) 及蝶形花科

的葛藤 ( P u e r a , i a , pp
.

)
、

野豌豆 ( 厂i e i a : a t萦v a ) 等
。

5
.

对本区系的一些珍稀 濒危植物
,

尤其已列为国家保护对象的 24 种植物
,

应严加币裂护
。

除加强宣传工作外
,

对一些分布密集且天然林较仔的种类
,

如罗甸羊里一带的柔毛油杉一心

叶规木林
,

乐业百浪一带的金丝李一心叶规木林及花坪一带的细叶云南松林等
,

可考虑就地

划出适当范围建立自然保护区加以保护 厂。 」 , 对一些零星分布的种类
,

如天峨和 册 亨 的 秒

锣
,

田林的黄杉
、

蒜头果
、

田林细子龙等
,

除设法就地保护外
,

应考虑迁地保存 , 对一些巳

划入保护区内的种类如掌叶木
、

白辛树
、

观光木
、

马尾树等
,

除防砍
、

防火
、

防虫
、

防污染

外
,

还须着重开展繁育和发展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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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F L O R IS T! C C O M P O S I T IO N A N D C H A RA C T E R! S T IC S O F

5 IX C O U N T! E S IN G U IZ H O U AN D G U AN G X I B O R D E R

L i G u a n g z h a o

( G u a n g x i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

G u i l i n
)

A b , t r a c t T h i s a r t i e l e d e a l s w i t h t h e f l o r i s t i e e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e h a ar e t e r i 3 t i e s o f

s i x e o u n t i e s i n G u i z h o u a n d G u a n g x i b o r d e r
.

1
.

T h e r e a r e a b o u t 2 0 3 f a
m i l i e s ,

9 2 1 g e n e r a a n d 2 2 5 5 s p e e i e s ( v a r i e t i e s ) o f t h e

v a s e u l a r p la n t s i n t h i s f l o r a
.

T h e r e a r e 2 2 f a
m i li e s w h i e h e o n t a i n 2 5 o r

m
o r e t h a n

2 5 s p e e i e s
.

I t s P r i n e i P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f a
m i l i e s a r e : L a u r a e e a e ,

T h e a e e a e ,

F a g a e e -

a e ,

A r a l i a e e a e ,

M o ar e e a e , T i l i a e e a e ,

M y r s i n a e e a e ,

C e la s t r a e e a e ,

V e r b e n a e e a e ,

A e a n一

t h a e e a e a n d U r t i e a e e a e
.

2
.

T h e f u n d a m
e n t a l f e a

; u r e s o f t h i s f l o r a m a y b e s u m m
a r i z e d a s : ① C o m p le x

i n g e o g r a P h i e a l e l e m e n t s ,

t r o p i e a l a n d s u b t r o P i e a l i n n a t u r e
.

A e e o
dr i n g t o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l e o
m p a r a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o f 1 7 5 f a m i li e s a n d 5 6 3 g e n e r a o f s e e d P la n t i n

t h i s f l o r a ,

w e e a n d i v i d e t h e m i n t o 5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t y P e s o f f a m i l i e s a n d 1 5 d i s t r i ,

b u t i o n t y P e s o f g e n e r a i n C h i n a
.

T h e a
m

o u n t ( p e r e e n t a g e
)

o f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t y P e s

一 o f t h e s e f a
m i l i e s a n d g e n e r a a r e i n s e q u e n e e : t r o p i e a l 5 6 ( 4 0

.

2拓 )
a n d 5 0 9 ( 5 9

.

2厂 )
,

t e m p e r a t e 3 2 ( 1 5
.

3拓 ) a n d 2 0 5 ( 2 4
.

0男 )
,

M e d i t e r r a n e a n z ( 0
.

6万 ) a n d 1 1 ( 1
.

2万 )
,

E n d -

_ e
m i e i n C h i n a Z ( 1

.

2男 )
a n d 1 7 ( 1

.

9万 )
, e o s m o p o l i t a n 5 4 ( 3 0

.

5多 )
a n d 1 1 5 ( 1 3

.

7冤 )
。

② T h e r e a r e m a n y t r a n s i t i o n a l e le m e n t s h e r e
.

⑧ T h e o r i g i n o f t h i s f lo ar 15 a n 一

e i e n t
.

T h e r e a r e
m

a n y a n e i e n t f a
m i l i e s a n d g e n e r a a s w e l l a s m a n y r e l i e s p e e i e s :

Za f a m i li e s ,
5 5 g e n e r a a n d 1 1 1 s P e e i e s o f f e r n s a n d 1 5 f a m i li e s , 5 1 g e n e r a a n d 1 4 6

s P e e i e s o f s P e r m a t o p h y t e s a r e g e n e t i e a l l y a n e i e n t o r p r im i t i v e
.

④ E n d e
m i e e le m一

e n t s a r e r i e h
.

T h e m o n o t y p i e a n d o l i g o t y P i e f a
m i li e s a r e

aS
r g e n t o d o x a e e a e ,

E u e o 一

m m i a e a e a n d R h o i P t e l e a e e a e
.

T il e r e a r e 2 1 m o n o t y P i e a n d o l i g o t y P i e g e n e ar : C h“ 一

益r a s i a ,

T o o n夕 fo d e 月d or
n ,

S a勺 e n t o d o 劣 a ,

C l e一d i o e a rP o ” a n d D e l口 a 夕 a , e t e
.

T h e r e a r e 1 6

e n d e
m i e g e n e r a o f C h i n a : D y s o s m a ,

入了a l o ” à ,

C y c l o e a , y a ,

P t e , o e e l t了s ,

H a n d e l i o d e ” d or ” ,

C h i
n 夕 à e a o r ho s , e e t

.

⑥ T h e ar r e a n d p r e e i o u s s p e e i e s a r e r i e h
.

T h e p r o t e e t i v e s P e e i e s

i n C h i n a a r e 2 4 s p e e i e s
.

⑥ T h e s p e e i e s li k i n g a e i d 5 0 11 a r e
m

o r e t h a n t h a t o f l i k
-

i n g c a l e a r e o u s
.

T h e r e a r e 9 2 s p e e i e s i n t h e f o r m e r (
a b o u t 理

.

2多 ) a n d 2 9 5 s p e e i e s

i n t h e la t t e r
(

a b o u t 1 3
.

2拓 )
.

① T h e a m o u n t o f h e r b a n d a r b o r a r e 9 5 2 s p e e i e s

( a b o u t 4 2
.

2万 )
a n d 1 0 2 4 s p e e i e s

(
a b o u t 4 5

.

4万 ) i n s e q u e n e e
.

3
.

S u m m a r i z i n g t h e n a t u r a l e o

dn i t i o n s o f t h i s f l o r a
.

W
e h a v e P u t f o r w a r d a

p r o P o sa l o f u s i n g a n d P r o t e e t i n g t h e r e s o u r e e s o f p l a n t s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f l o r i s t i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

K e y w o r d$ S i x e o u n t i e s i n G u i z l i o u a n d G u a n g x i b o r d e r ; F l o r i s t i e e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c h a ar e t e r i s t i e 司

婚

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