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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山峰种子植物区系的统计分析 

张建新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据调查统计浙江大山峰野生种子植物 140科 524属 1 032种(含种下分类群)。科、属、种的分布区类 

型分析表明，科以泛热带分布最多(43．6 )，其次是世界分布(20 )和北温带(18．6 )，温带分布少于热带分 

布(35：77)；属以泛热带分布最多(22．9 )，其次是北温带分布(17．4％)和东亚分布(17．O )，温带分布多于 

热带分布(237：230)；种以中国特有分布最多(44．4％)，其次是东亚分布(21．O )和热带亚洲分布(17．4 )， 

温带分布明显多于热带分布(317：252)，显示大山峰植物区系处于温带和热带分布的过渡区，具亚热带性质 

和地理成分复杂的特征，且与日本植物区系有密切关系。通过与邻近诸山属种相似性系数比较，说明它们关 

系密切 ，属同一 自然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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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n the seed plant 

flora in Dashanfeng，Zhej iang 

ZHANG Jian-xin 

(Lishui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y College，Lishui 323000，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there are 1 032 species of wild seed plants，belonging to 524 

genera and 140 families in Dashanfeng．The areal types of families，genera and species are analyzed respective— 

ly．The pantropic type of families reaches 43．6％，cosmopolitan type 2O ，and north temperate one 18．6％，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plant families，which indicates that temperate elements are less than tropical ones 

(35：77)．The pantropic type is 22．9 ，the north temperate type 17．4 and the East Asia one 17．O at ge— 

neric leve1．The temperate elements are slightly more than the tropical ones(237：230)．At species level，the 

endemic to china type reaches 44．4 ，the East Asia type 21．O ，and the tropical Asia one 17．4 ．The tern— 

perate elements are much more than the tropical ones(317：252)．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Dashanfeng 

plant flora lies between the temperate zone and tropics，and it has the subtropical characters and the compli— 

cated geographical features，it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plant flora in Japan．Through the comparisons of similar— 

ity coefficients which are about genera and species between Dashanfeng and adjacent mountains，it is proved 

that Dashanfeng is closer tO adjacent mountains，they should belong to the same natural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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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峰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西南角，由大 

山峰、岭头、葑烊、水牛坪、木寮等 5个林区组成，地 

处亚热带，为省级森林公园。该地区植物资源丰富， 

是我国东南部植被和物种保存较好地之一。自二十 

世纪 8O年代以来，丽水市林业局对本区进行过植物 

资源的调查，但未见有全面的本底资料。笔者 自 

2000年以来多次到本区进行野外工作，根据收集的 

资料，对该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研究结果作扼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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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对进一步研究中国东南地区植物区系起源、演 

化，更好开发利用大山峰植物资源等具有重要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1 自然概况及植被 

大山峰处在 119。41 15 ～119。52 3 o，，E，28。O7 3O” 

～ 28。15 N 间，距 丽水 市城 区 52 km，总面积 4 447 

hm2。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山脉多呈西南一东 

北走向。该地属地质新构造运动上升较为强烈地 

区，切割显著，山峦起伏，山地属洞宫山山脉，地貌类 

型以中山为主，最高峰为封蛘尖，海拔 1 326 m。河 

流属鸥江水系，主要溪流为瓯江二级支流——峰源 

溪。年均气温 l2℃，极端最高温 3O℃，极端最低温 
一 l2℃，日均气温超过 lO℃的有 227 d，日均气温低 

于0℃的有 4l d；年降雨量 2 069．5 mm，年均相对 

湿度 87 ；全年无霜期 280 d，年均 日照时数 l 098 

h，El照率 4O％。大山峰山体由地质新构造运动强 

烈抬升形成，地表岩相以侏罗纪凝灰岩为主，有白垩 

纪凝灰岩、粉砂岩、泥岩或页岩、砂岩、砂砾岩分布，不 

同的地形地貌、基岩母质发育形成不同的土壤类型， 

为红壤和黄壤，红壤分布于 600~700 m以下的低地 

丘陵，黄壤分布于600~700 m以上的中低山地。 

大山峰森林植被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甜槠 

木荷林区。因人为活动濒繁，原有地带性植被—— 

常绿阔叶林几经破坏，被次生林或人工林所替代，现 

有植被大致可分为山地草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 

林、常绿落叶 阔叶林、常绿 阔叶林、竹林及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红花油茶(Camellia chek— 

iang—oleosa)、茶(C．sinensis)等人工植被。 

2 科的统计分析 

已知大山峰野生或野生状态种子植物140科524 

属 l 032种(包括亚种及变种，不包括栽培种)分别占 

浙江省种子植物(王景祥，1986)科、属、种的 76．9 、 

41．9 、30．5 。其中裸子植物 5科 9属 11种，被子 

植物 135科515属 l 021种，其中双子叶植物 1l5科 

406属 819种，单子叶植物 2O科 109属 202种。 

2．1科的大小分析 

大山峰种子植物 140科按种数多少统计(表 

1)。5O种以上有 3科 9O属 181种，占属总数的 

l7．2 和种总数的 17．5 。20～49种的有 8科 

1l2属 240种，占属总数 的 21．4 和种总数 的 

23．3 。以上 1l科共计 202属 421种，占属总数 

38．5 和种总数的4O．8 ，是大山峰植物的基本成 

分，其中壳斗科(Fagaceae)、樟科 (Lauraceae)等的 
一 些种类是森林植被的优势种或建群种。1O～19 

种的有 2O科 106属 257种，占属总数的 20．2 和 

种总数的 24．9 。2～9种的有 78科 185属 323 

种，占属总数的 35．3 和种总数的31．3 。 

单种的有 3l科，但真正的单型科只有钟萼木科 

(Bretschneideraceae)和透骨草科(Phrymataceae)。 

表 1 大 山峰种子植物科的顺序排列 

Table l The arrangement of seed plants 

families in Dashanfeng 

>5O种(3科 ，含 9O属 181种)Gramineae(40：65) ；Rosa— 

ceae(15：59)；Compositae(35：57) 

2O～49种 (8科，含 l12属 240种 )I eguminosae(2O：44)； 

Cyperaeeae(11：38)；Labiatae(18：28)；Liliaeeae(16：28)； 

0rehidaeeae(16：26)；Lauraeeae(7：26)；Fagaceae(6：26)； 

Rubiaeeae(18：24) 

1O～19种 (2O科 ，含 106属 257种 )Polygonaceae(4{18)； 

Theaceae(7：16)；Moraceae(5：16)；Ericaeeae(5：16)；Ra— 

nuneulaeeae(6：15)；Verbenaeeae(6：15)；Aquifoliaceae(1≥ 

15)；Euphorbiaceae(7：13)；Scrophulariaceae(7 13)；Vita— 

ceae(5：13)；Cap rifoliaceae(5：13)；Saxifragaceae(8：11)； 

Magnoliaeeae(7：l1)；Urticaceae(5 j l1)Celastraceae(2{ 

11)；Umbelliferae(8：10)；Rutaceae(5：10)；Myrsinaceae(5 

：10)；Amaranthaceae(4：1O)；Styracaceae(4：10) 

2～9种(78科，含 185属 323种) 

1种(31科 ，含 31属 31种) 

}表示属数 ：种数 Number of genera：Number of species 

2．2科分布区类型的分析 

对大山峰种子植物 140科作分布区类型统计 

(表 2)(李锡文，1996)。以泛热带分布、世界分布和 

北温带分布占绝大部分。但世界分布的大多数为草 

本植物，成为各类森林群落中的草本层和灌草丛的 

主要成分；泛热带分布集中了组成各类常绿林群落 

优势成分的科，如壳斗科、樟科、山茶科(Theaceae)、 

冬青科(Aquifoliaceae)；北温带分布则有较多组成 

针叶林和常绿落叶混交林群的科。如松科(Pina— 

ceae)、胡桃科 (Juglandaceae)、槭树科(Aceraceae) 

等；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东亚和北美间断 

分布所占比例 比较小，但其中的木兰科(Magnoli— 

aceae)、杉科(Taxodiaceae)、椴树科(Tiliaceae)等也 

是组成大山峰森林植被的主要成分。东亚分布有三 

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猕猴桃科(Actinidi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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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和旌节花科(Stachyuraceae)。 

表 2 大山峰种子植物科和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2 The areal—types of families and genera 

of seed plants in Dashanfeng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属数 
Types of distribution Families Genera 

3 属的统计分析 

3．1属的大小分析 

大山峰种子植物 524属，按各属种数的多少，分 

为四级(表 3)，含 10种以上的大型属有 4属，占总 

属数的 0．8 9／6，它们分别为悬钩子属(Rubus)、蓼属 

(Polygonum)、冬青属(Ilex)、苔草属(Carex)。含 

6～9种的中型属有 25属，占属总数的 4．8 9／6，它们 

分别为栲属(Castanopsis)、榕属(Ficus)、铁线莲属 

(Clematis)、石楠属 (Photinia)、山胡椒属 (Lin— 

dera)、胡枝子属(Lespedeza)、卫矛属(Euonymus) 

等。含 2～5种的寡种属有 181属，占属总数的 

34．5 9／6，如榧树属(Torreya)、栎属(Quercus)、构属 

(Broussonetia)、苋 属 (amaranthus)、润 楠 属 

(Machilus)、绣球属(Hydrangea)、漆属(Toxico— 

dendron)、山茶属(Camellia)、乌饭属(Vaccinium) 

等。区域性单型属有 314属，占属总数的 59．9 9，6， 

但真正的单型属有 19属，它们是蕺菜属 (Hout— 

tuynia)、青钱柳属 (Cyclocarya)、大血藤属 (Sat— 

gentodoxa)、牛繁缕属(Malachium)、汉防己属(Si— 

nomenium)、天葵 属 (Semiaquilegia)、血水 草属 

(Eomecon)、钟萼木属 (Bretschneidera)、棣棠花属 

(Kerria)、飞龙掌血属(Toddalia)、南酸枣属(Cho— 

erospondias)、山拐枣属(Poliothyrsis)、假婆婆纳属 

(Stimpsonia)、苦苣 苔 属 (Conandron)、透骨 草属 

(Phryma)、鸡仔木属(Sinadina)、香果树属(Emm— 

enopterys)、泥胡 菜 属 (Hemistepta)、山 牛蒡 属 

(Synurus)。由此可见，本区系以区域性单型属和 

寡种属为主，共计 495属，占属总数的 94．5 9／6，中型 

属和大型属只占属总数的 5．5 9／6，说明本区系物种 

类组成较为分散，植物种类分化程度低。同时也说 

明本区植物成分较为复杂，物种多样性指数高。 

表 3 大山峰种子植物属的统计 

Table 3 Genera statistics of seed plants in Dashanfeng 

名称 属数 占总属数( )种数 占总种数(o／／) 
Name Genera Percentage Species Percentage 

3．2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根据吴征镒(1991)的划分，本区野生种子植物 

区系 524属可划分 14个分布区类型(表 2)。其中 

热带成分(2～7项)共 230属，占属总数的 48．3 9／6 

(不包括世界分布，以下相同)，各类温带成分(8～14 

项)共 237属，占属总数的 49．8 。与全省(王景祥 

等，1993)相比，热带属数和温带属数都分别高于全 

省的 47．9 9／6和 48．0 9／6。其中热带性属以泛热带和 

热带亚洲分布类型为主，而温带性属以北温带、东 

亚、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为主，这种组成特征与浙江 

植物区系大致相似。 

3．2．1热带性分布属的统计分析 在各类热带性成 

分中，泛热带分布居首位有 109属，代表的属有糙叶 

树属(Aphananthe)、榕属、黄檀属(Dalbergia)、云 

实属 (Caesalpinia)、花椒属 (Zanthoxylum)、冬青 

属、乌桕属(Sapium)、山矾属(Symplocos)、紫珠属 

(Callicarpa)、菝葜属(Smilax)等；其次热带亚洲分 

布有 41属，居第 2位，如青冈属(Cyclobalanopsis)、 

构属、润楠属、山茶属、木荷属(Schima)、鸡屎藤属 

(Paederia)等；旧世界热带分布有 31属，居第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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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合欢属(Albizzia)、八角枫属(Alangium)、乌 口 

树属(Tarenna)、吴茱萸属(Evodia)等；热带亚洲至热 

带大洋洲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的各有 2O属、 

19属，并且多为单型属或寡种属；热带亚洲和热带美 

洲间断分布最少，仅 1O属，如楠木属(Phoebe)、木姜 

子属(Litsea)、泡花树属(Meliosma)等。这些热带性 

成分中，青冈属、润楠属、冬青属、山茶属、木荷属、柃 

木属(Eurya)、山矾属是构成大山峰森林公园常绿阔 

叶林地带性植被的主要建群种或森林下木。 

表 4 大山峰种子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4 The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 

species in Dashanfeng 

分布区类型 
Types of distribution 一

种墼 ％ tS
pecms 

1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2泛热带分布 Pantropic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rop．Asia& Trop．Amer．disjuncted 

4旧世界热带分布 Old world Tropics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 
Tropical Asia& Trop．Australasia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rop．Asia& Trop．Africa 

7热带亚洲分布 Trop．Asia 

8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9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E．Asia& N．Amet．disjuncted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Old wo rld Temperate 

11温带亚洲分布 Temp．Asia 

12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M edditerranea，W．Asia tO C．Asia 

13中亚分布 C．Asia 

14东亚分布 E．Asia 

15中国特有分布 Endemic tO China 

15—1浙江特有 Endemic tO Zh~iang 

15-2华东特有 Endemic tO East China 

15-3华东一华中 East China tO Central China 

15—4华东一华南 East China tO South China 

15—5华东一华北 East China tO North China 

15-6华东一华中一华南 
East China tO Central China&South C hina 

15—7华东一华中一华北 
East China tO Central China&North C：hina 

15—8华东一华北一华南 
East China tO North China&So uth China 

15-9华东一华 中一华北 一华 南 East China tO 
North China&Central China&South China 

合 计 Total 1 032 100 

3．2．2温带性分布属的统计分析 在各类温带性成 

分中，北温带分布最多达 83属，木本属如松属(Pi— 

nus)、栎属、榆属(Ulmus)、槭属(Acer)等；草本属如 

紫堇属(Corydalis)、景天属(Sedum)、蒿属(Arte— 

misia)、画眉草属(Eragrostis)等。其次东亚分布有 

81属，大多为第 三纪古热带 起源，如三尖杉属 

(Cephalotaxus)、化 香 属 (Platycarya)、木 通 属 

(Akebia)等；其中属中国一 日本分布的 3O属，占东 

亚分布的 37．0 ，如化香属、汉防己属、白梓树属 

(Pterostyrax)、半夏属(Pinellia)等 ，反映大山峰与 

日本植物区系的密切关系。再次为东亚和北美间断 

分布有 43属，木本属如黄杉属(PseMd0￡sMgn)、榧树 

属、栲属、木兰属(Magnolia)、石楠属、胡枝子属、枫 

香属(Liquidambar)等；草本属比较少，如落新妇属 

(Astilbe)、蜻蜓兰属(Tulotis)等。旧世界温带分布 

有 24属，基本上是草本植物，如牛蒡属(Arctium)、 

重楼属(Paris)等。温带性质的科、属在本区山地植 

被得到发展，多为本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或落叶 

阔叶林的建群种、森林下或组成次生林的主要成分。 

3．2．3中国特有分布属的分析 中国特有分布属有 

9属，除血水草属外都是木本属，如杉木属(Cun— 

ninghamia)、青钱柳属、大血藤属、蜡梅属(Chimo— 

nanthus)、钟萼木属、山拐枣属、鸡仔木属、香果树 

属。大多数是起源古老的属，单型属和寡种属较多。 

从本区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中看到，泛热带成分、 

北温带成分、东亚成分、热带亚洲和东亚北美成分是 

组成本区植物区系的主要部分；而本区植物区系是 

以温带分布为主，同时热带性分布属也占相当比重， 

这充分说明大山峰植物区系是处于温带和热带分布 

的过渡区，因此，本区植物区系具有亚热带性质和地 

理成分复杂的特征。 

4 种的统计分析 

4．1种分布区类型的分析 

据与科、属相同的标准，大山峰种子植物 1 032 

种(含种以下等级)可划为 13个分布区类型，除地中 

海一中亚和中亚两个分布型未见外均有其代表(表 

4)。其中比例最高的分布型是中国特有分布；其次 

是东亚和热带亚洲分布。 

4．2非特有种的分析 

表 4中第 1～14项为非中国特有分布，共 578 

种，占种总数(除世界分布种，以下同)56．5％，东亚 

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成为大山峰种子植物非中国特 

有种的主体，种的分析更能反映其区系的特征。(1) 

世界分布共 9种，均为草本植物，如藜(Chenopodi— 

um album)、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浮萍(Lemna 

7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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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等。(2)各类热带分布(第 2～7项)共 252 

种，占种总数的 24．6 9，5，占非特有种总数的 43．6 9，5， 

其中以热带亚洲分布占绝对优势。泛热带分布共 

22种，除云实 (Caesalpinia decapetala)、梵天花 

(Urena procumbens)、牡 荆 (Vitex negundo var． 

cannabifolia)为木本外，其余为林缘草本植物。热 

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11种，全为草本，如刺 

苋(Amaranthus spinosus)、野塘蒿 (Conyza bonar— 

iensis)等。旧世界热带分布 7种，如莨芝(Cudrania 

c0ĉ ĉ 竹5 )、鸡桑 (Morus austrlis)、自茅 (1m— 

perata cylindrica)等。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21种，除 石岩 枫 (Mallotus repandus)、山黄 皮 

(Randia cochinchinensis)为木本外，其余为林下草 

本植物。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13种，除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飞龙 掌血 (Toddalia asiati- 

ca)、八角枫(Alangium chinense)外，其余为草本， 

如牛膝(Achyranthes bidentata)、一点红 (Emilia 

sonchifolia)。热带亚洲分布 178种，占热带分布总 

数的70．6 。如东方古柯(Er 肪r0 z“m kunthia— 

hum)、地桃花(U_rena lobata)、土茯苓(Smilax gla- 

bra)等，种类较多的科有樟科 6种、豆科 (Legu— 

minosae)15种、茜草科(Rubiaceae)8种、菊科(Corn- 

positae)11种 、禾 本科 (Gramineae)14种、莎 草科 

(Cyperaceae)16种。(3)各类温带分布(第 8～14 

项)共有 317种，占种的总数 31．0％，占非特有种数 

的 54．8％，其中以东亚分布型占绝对优势。北温带 

分布 26种，全为草本，其中蓼科 (Polygonaceae)4 

种、禾本科 8种，占近 1／2，如碎 米莎草 (Carex 

iria)、早熟禾(Poa annua)等。东亚和北美间断分 

布 1O种，如金线草(Antenoron filiforme)、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等。旧世界温带分 布 21 

种，除金钟花 (Forsythia viridissima)、桑(Morus 

alba)为木本外均为草本。温带亚洲分布有 45种， 

除槲寄生( scum coloratum)、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为木本外，其余为草本，其中菊科 占了 12 

种。东 亚 分 布 共 215种，占温带 分 布 总 数 的 

67．8 9，5，其中中国一日本分布亚型达 200种，是东亚 

分布的主体，这些种类自我国滇、川金沙江河谷以东 

地区直至日本和琉球，如木通(Akebia quinata)、三 

桐子(Idesia polycarpa)、杨梅(Myrica rubra)、榔 

榆(Ulmus parvifolia)、大叶冬青(Ilex latifolia)、 

野鸭椿(Euscaphis japonica)等都是本地区森林植 

被的重要组成成分。此外，本亚型中如风藤(Piper 

kadsura)、华东松寄生(Taxillus kaempferi)、苦苣 

苔(Conandron ramondioides)等，在我国大陆的分 

布仅限于华东或浙江，反映大山峰与日本植物区系 

有密切关系。 

4．3特有种的分析 

大山峰的中国特有种共 454种，占种总数的 

44．4％。因种类多，分布亚型的划分显得十分必要。 

根据吴征镒(1979)对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浙江所 

在华东地区的北、西、南三面分别与华北、华中、华南 

地区相联系，通过这些地区再与其他地区发生联系， 

故将中国特有分布型划分 9个亚型(表 4)。 

浙江特有分布亚型 11种。占特有种总数的 

2．4％，占浙江特有分布种总数 (125种)(郑朝宗， 

1987)的8．8％，如舟柄铁线莲(Clematis dilatala)、 

柳叶蜡梅 (Chimonanthus salicifolius)、温州冬青 

(Ilex wenchowensis)、毛枝连蕊茶 (Camellia tri- 

choclada)、尖萼紫茎(Stewartia acutisepala)、浙江 

过路 黄 (Lysimachia chekiangensis)、窄 叶裸 菀 

(Miyamayomena angustifolia)云和哺鸡竹(Phyl— 

lostachys yunhoensis)、早竹(P．praecox)、丽水苦竹 

(Pleioblastus maculosoides)、大 花 无 柱 兰 (Ami- 

tostigma pinguiculum)。 

华东地区特有分布亚型 4O种，占特有种总数的 

8．8 9，5。如华东黄杉(Pseudotsuga gaussenii)、长柱 

小檗(Berberis lempergiana)、春花胡枝子(Lespe— 

deza dunnii)、大狼把草(Bidens frondosa)等 。 

华东一华中(至西南)分布亚型 57种，占特有种 

总数的 12．6 oA，如宁波溲疏(Deutzia ningpoensis)、 

下江忍冬 (Lonicera modesta)、百部 (Stemona ja— 

ponica)等。其中往西延至四川I和甘肃 22种，如南 

川I柳(Salix rosthornii)等；延至云南及西藏 8种，如 

绿叶甘 檀 (Lindera neesiana)、香 果 树 (Emm— 

enopterys henryi)等；往南达广西 8种，如牯岭勾儿 

茶(Berchemia kulingensis)等。 

华东一华南(至台湾、海南、广西)分布亚型 39 

种，占特有种总数 的 8．6％，如华南樟(Cinnamo— 

mum austro-sinense)、春云实 (Caesalpinia"oerna- 

lis)等。其中往南达台湾和海南 1O种，如台湾泡桐 

(Paulownia kawakamii)等；往西南达广西 18种， 

如矮冬青(Ilex lohfauensis)、刺毛杜鹃(Rhododen- 

dron championae)等。 

华东一华北(延至东北)分布亚型 6种，占特有 

种总数的 1．3 ，如兔儿伞 (Syneilesis aconit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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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a)，其中3种延至西北，2种延至东北。 

华东一华中一华南分布亚型 244种，占特有种 

总数的 53．7％，如银,-t-~p(Salix chienii)、半蒴苣苔 

(Hemiboea henryi)及壳斗科 l9种、樟科 9种、蔷薇 

科(Rosaceae)13种、杜鹃花科(Ericaceae)l1种、山 

茶科 7种等。其 中延至云南 27种，如江南油杉 

(Keteleeria cyclolepis)、山药 (P per hancei)、百球 

藤草(Scirpus rosthornii)等；延至西北至四川 30 

种，如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翅柃 (Eurya 

alata)等；往南至广西 91种，如腺毛莓(Rubus ade- 

nophorus)、美丽胡枝子(Lespedeza formosa)等；往东 

南至台湾38种，如黄山松(Pinus taiwanensis)、浙江 

樟(Gnnamomum chekiangense)、铁灯兔儿风(Ainsli— 

aea macroclinidioides)等。 

华东一华中一华北分布亚型 lO种，占特有种总 

数的2．2％，如三叶木通(Akebia trifoliata)、圆叶 

鼠李(Rhamnus globosa)等。 

华东一华北～华南分布亚型有 3种，占特有种 

总数的 0．7 ，即华东野核桃 (Juglans cathayensis 

var．厂0rmosana)、截叶铁扫帚(Lespedeza cuneata)、 

槐木(Aralia chinensis)。 

华东一华北一华中一华南分布亚型 44种，占特 

有种总数的 9．7％，如柘(Cudrania tricuspidata)、绣 

球绣线菊(Spiraea blurnei)等，其中许多种类分布几 

遍全国，如车前 (Plantago asiatica)、鳢肠(Eclipta 

prostrata)、猪毛蒿(Artemisia scoparia)等。 

表 5 大山峰与邻近山地植物区系的关系 

Table 5 The flor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Dashanfeng and a~acent mountains 

吴征镒等(1998)将东亚植物区的中国一日本森 

林亚区的国内部分分成 6地区，大山峰处于华东地 

区浙闽山地亚地区的南缘。从本文的分析看，与华 

东、华中、华南及滇黔桂地区之间的联系比华北地区 

联系要密切得多，尤其是特有种的分布，有 244种分 

布于华东一华中一华南地区。 

5 与周边山峰的植物区系比较 

为说明本区与临近山峰植物区系的关系，选择 

华东地区浙江的天目山(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1992)、古田山、风阳山、白云山、江西的三清山、武夷 

山(江西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2001)、庐山和福 

建的武夷山植物区系进行 比较分析，天 目山、古田 

山、白云山位于其北侧，庐山、三清山、武夷山位于其 

西侧，风阳山、(福建)武夷山位于其西南侧。9山的 

纬度差为 2。23 ，经度差为 3。58 。对比两地植物区 

系亲缘关系的方法采用索伦森(Sorense)的区系植 

物属种相似系数统计法。根据其计算方法：K=2c／ 

(A+B)，其中A为甲地植物的数 目，B为乙地植物 

的数目，C为两地共有植物的数目(表5)。 

表 5表明，大山峰与作为对比的邻近 8山的关 

系都很密切。其中与江西的三清山植物区系属的相 

似性系数最高，为 8O．9 ，其余依次为白云山、风阳 

山、古田山、武夷山(福建)、武夷山(江西)、天 目山、 

庐山。说明大山峰植物区系在属的组成上与三清 

山、白云山、风阳山、古田山、武夷山(福建)较接近。 

大山峰植物区系与白云山、风阳山、古田山、三清 

山、武夷山(福建)、天目山的种相似性系数较高，分别 

为67．2 、66．5 、65．2 、6O．3％、52．5％、50．0％， 

说明大山峰与这 6个山地关系更密切一些，这是由于 

本区与白云山、风阳山、古田山、三清山、天目山、武夷 

山(福建)相距较近，且气候、生境地貌、土壤等较一 

致，植物易于交流。与武夷山(江西)、庐山种相似性 

系数分别为 49．9 和 46．O ，说明大山峰与武夷山 

(江西)、庐山的关系稍远，但关系还是较亲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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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山峰与邻近 8山的属种相似性系数都 

比较高，说明它们的区系关系很亲近，笔者认为它们 

应该属于同一个自然区系。 

6 结论与建议 

(1)大山峰区系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共计野生种 

子植物 140科 524属 1 032种，分别占浙江省种子植 

物科、属、种的 76．9 、41．9 、30．5 。其中裸子植 

物 5科 9属 11种；被子植物 135科 515属 1 021种； 

双子叶植物 If5科 406属 819种；单子叶植物 2o科 

109属 202种。木本植物所占比例较大，占种总数 

的52．6 。单型属和寡种属所占比例达 94．5 ，另 

外第三纪的孑遗植物数量较多，如华东黄杉、长叶榧 

(Torreya jackii)、鹅掌楸 (L r 0 绷 r0 chinense)、 

香果树等，且这些种类在分类上表现孤立，系统上表 

现原始的特点，说明该植物区系起源具有一定的古 

老性 。 

(2)大山峰植物区系处于温带和热带分布的过 

渡区，即亚热带性质。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复杂，分布 

类型多样，524属大致可划分 14个分布区类型。其中 

热带性属以泛热带和热带亚洲分布类型为主，而温带 

性属以北温带、东亚、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为主。 

(3)与邻近山地的植物区系比较表明，大山峰与 

浙江的天目山、古田山、风阳山、自云山、江西的三清 

山、武夷山、庐山和福建的武夷山属种相似性系数都 

比较高，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 自然区系。从种的分 

布类型来看，本区植物区系与华东、华中、华南及滇 

黔桂地区之间的联系比华北地区联系要密切得多。 

(4)由于长期的林业开发和当地居民的掠夺性 

砍伐，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使本区的动植物资源 

受到严重的威胁，造成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等一系列 

问题，故对大山峰制定必要的保护措施，科学的开发 

利用当地资源是非常必要的，以下是笔者对大山峰 

山区的建设和资源利用提出几点建议：①进一步加 

强贯彻政策，严格执行法纪。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 

和教育工作，普及植物学知识，提高广大公民的科学 

素质，使全社会重视、理解支持和参与保护工作。② 

调查中发现大山峰有国家珍稀濒危植物 13种，即钟 

萼木(Br ĉ rn sinensis)、南方红豆杉(TaXU5 

mairei)、华东黄杉、长叶榧、榧树 (Torreya gran- 

dis)、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香果树、野荞 

麦(Fagopyrum dibotrys)、鹅掌楸 、厚朴 、凹叶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ssp．biloba)、野 大豆 (Gly— 

cine soja)、花榈木(Ormosia henryi)。目前这些珍 

稀濒危植物资源已很少，分布面积小且星散，已处于 

濒危状态，为此我们建议划出一定范围的保护区域， 

建立相应的研究基地，对其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加 

以研究，即采取先保护，后研究如何繁育利用。③加 

强对大山峰野生植物资源利用的研究，建议有关部 

门给予必要的经费，对本区动植物资源进行全面调 

查，并展开相应的科学研究，从经济效益大、生长速 

度快、城市需要量大的植物人手，从而满足市场的需 

要。④大山峰已是省级森林公园，自然景观资源十 

分丰富，目前游客逐渐增多，我们建议当地部门应加 

强管理，减少环境污染。另外采取封山育林措施，选 

择土层较好、土质较好的地块，在林地内补植和营造 

景观树种，使针叶林逐步改造成针阔叶混交林，一方 

面可以丰富本区的植物区系，另一方面可提高该地 

的旅游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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