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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佛山自然保护区蕨类植物资源与区系初步研究 

易思荣1一，黄 娅1，肖 波1，梁国鲁 
(1．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重庆 408435；2．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金佛山自然保护区共计有野生蕨类植物46科 】07属 458种(含亚种和变种)。在科的区系成分中单 

种科 14个，少型科 (2～5种)16个 ，多种科 (包含 6～19种)12个 ，大科(2O～49种)1个，特大科(50种以上)3 

个，分别占金佛山蕨类植物总科数的30．43 、34．78％、26．09 、2．17 和 6．53 ；其中热带分布占总科数的 

54．35 ；在属的区系成分中，具 12个分布区类型，单种属和少种属数量多；热带成分丰富，包含 55属，占总属 

数的51．4O ；特有现象明显，地方特有种十分丰富；属的区系与武陵山和大巴山关系最为密切，与九华山、化 

龙山、齐云山和云山关系疏远；东亚分布、世界广布、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问断分布及北温带分布型对该区系 

性质的影响最大，热带亚洲分布型和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型的影响最小；该区系具有古老、孑遗和原始性等特 

点，验证了金佛山地 区处于我国三大特有现象中心之一的鄂西 川东特有现象中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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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ern resource 

and flora in Jinfo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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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dicine Plantation of Chongqing，Chongqing 408435，China；2．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Jinfo Mountain locates at the south of Chongqing，belongs to the subtropical humid monsoon climate areas． 

The fern flora in this mountain is very abundant，which is about 458 species(including varieties and subspecies)re— 

present 107 genera and 4 6 families，a few of those are precious plants．There are 1 4 monotypic families，1 6 minor—spe— 

des families(between 2 to 5 species)，12 multi—species families(including 6 to 19 species)，1 macrospecies family(in— 

cluding 2O to 49 species)and 3 extra-species families，occupied 30．43％，34．78％，26．09％，2．17％and 6．53％ of the 

total family number of fern in this Mountain respectively．About 54．35 of the family of fern are tropical specie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genera are classified into 1 2 types and most of those are monotypic or minor-species gene— 

ra．The topical character is enrich with 5 5 genera，which is about 5 1．4O of the mountain．At the same time，the 

fern flora is arohaic，relic and pristine，Endemism is notable．I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Wuling Mountain and Daba 

Mountain in fern area of gennera，and distant with that of Jiuhua Mountain，Hualong Mountain，Qiyun Mountain and 

Yun Mountain．The distributing model of East Asia，cosmopolitan and the north temperate zone and the disconnected 

distribution from Tropical Asia to Tropical Africa affect the character of fern flora of Jinfo mountain at most，and that 

of tropic Asia and those between 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affect least．So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pimon that 

East Sichuan and Western Hubei Province is one of the three endemic centers in China and Jinfo Mountains is located 

at thi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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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慨况 

金佛山级 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南部南川市境 

内(106。54 ～107。27 E，28。46 ～29。38 N)，东接贵 

州省道真县，南邻贵州省正安县、桐梓县，西连万盛 

区、綦江县、巴南区，北与涪陵接壤，最高点为风吹 

岭，海拔 2 251 m，最低点在骑龙乡柏林的鱼跳岩， 

海拔 340 m，相对高差 1 911 m，面积 1 300 km 。金 

佛山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雨量充沛，既无严寒，又无酷署，立体气候明 

显。年均温 8．3℃，极端 低温一14．4℃ ，极端 高温 

29．2℃，年均降水量 1 395．5 mm，平均日照时数为 

1 079．4 h。平均 10℃的活动积温 5 435℃，相对湿 

度 90 。金佛山属贵州大娄山东段的一条支脉，形 

成于燕山运动后期，其后又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的影响，在长期的内外应力作用下，形成了深沟峡 

谷、峭壁悬崖和无数大断层，山体主要由灰岩和石灰 

岩组成，局部地区分布有玄武岩、页岩、砂岩及变质 

岩等，主要土壤类型有黄壤、黄棕壤及少量亚高山草 

甸土(四川植被协作组 ，1980)。 

金佛山属于中国一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 中地 

区，位于我国三大特有现象中心之一的鄂西一川东 

植物分布中心，从地理位置分析，它不仅位于东西植 

物分布的交界地带，也处于南北植物分界的边缘地 

区，是众多野生植物的自然分化中心或分布中心(郝 

日明，1997；应俊生等，1979)；另外 由于金佛山处于 

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长期受太平洋湿润季风气候的 

影响 ，生物气候条件十分优越 ，再加之第四纪冰川运 

动时受到的影响很小，使部分亚热带珍稀濒危植物 

得到保存、繁衍和发展，故区内植物种类繁多，类型 

复杂多样，形态特征各异，不同地质年代的植物和不 

同区系成分的植物常常混合在一个植物群落里，珍 

稀、孑遗植物也相 当丰富，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中亚热 

带植物集中分布中心。 

蕨类植物资源状况 

2．1植物丰富度 

通过多年实际调查和对相关 文献统计 ，金佛山 

地区的蕨类植物经归并后为 46科 107属 458种，其 

中模式产地植物 64种，特有植物 3O余种(四JIl植物 

志编辑委员会，1988)，分别占金佛山蕨类植物总种数 

的 13．97 和 6．55 。如南川I鳞星蕨(Lepidomi— 

crosorium nanchuanense)、南 川I莲 座 蕨 (Angiopteris 

nanchuanensis)、南川I短肠 蕨 (Allantodia nanchuani— 

ca)、假线鳞耳蕨(Polystichum pseudo-setosum)、金佛 

山复叶耳蕨(Arachniodesjinfoshanensis)、毛囊方杆 

蕨(Glaphyropteridopsis eriocarpa)、金佛 山方杆蕨 

(G．jinfushanensis)、金佛山伏蕨(Leptogramma fin— 

foshanensis)、拟 渐 尖 毛蕨 (Cyclosorus sino-acumina— 

tus)、对羽毛蕨(C．0 0 5)等既为模式产地植 

物，也为金佛山特有植物，说明金佛山蕨类植物种的 

区系成分中特有成分含量十分丰富，也验证了金佛 

山地区植物区系属我国三大特有现象中心之一的鄂 

西一川东植物分布中心的观点。该地区分布的模式 

产地植物和特有植物的丰富程度也说明金佛山是我 

国亚热带山地植物多样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蕨类植物通常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较为矮 

小，仅少数种类为高大灌木状，其中的高大成分仅见 

有金毛狗脊属(Cibotium)和黑桫椤属(Gymnospha— 

era)两属二种植物，中等草本植物有贯众属(Cyrto— 

mium)、鳞毛 蕨 属 (Dryopteris)、耳蕨 属 (Polysti— 

chum)、复叶耳蕨属(Arachniodes)等，其余的多为矮 

小草本植物。金佛山蕨类植物按生活类型可分为土 

生、附生和水生等，其中以土生型成分最为丰富，包 

含有石松属(Lycopodium)、木贼属(Hippochaete)、 

阴地蕨属(Sceptridium)、瘤足蕨属(Plagiogyria)、 

海金沙属(Lygodium)、里白属(Diplopterygium)、 

蹄盖蕨属(Athyrium)、鳞毛蕨属、耳蕨属、金毛狗脊 

属等 61属的全部或其中部分种，共计有 290余种蕨 

类植物，附生型有松 叶蕨属 (Psilotum)、瓦韦属 

(Lepisorus)、石韦属 (Pyrrosia)、线蕨属(Colysis)、 

膜蕨属(Hymenophyllum)、盾 蕨属 (Neolepisorus) 

等42属近 160种，水生型仅萍属(Marsilea)、槐叶 

萍属(Salvinia)、满江红属(Azolla)等 3属的 4种 

植物，问荆属(Equisetum)和木贼属则包含有水生、 

陆生及过渡类型。 

2．2经济植物资源丰富 

金佛山地区经济植物十分丰富，本文重点对药 

用植物、观赏植物、化工原料植物、食用植物、杀虫植 

物及指示植物等进行初步介绍。 

药用植物主要有被中国药典收载的海金沙 

(Lygodium Ⅱponicum )、金 毛 狗 (Cibotium 

barometz)、石松(Lycopodium japonicum)等三种， 

同时如松叶兰(Psilotum nudum)、灯笼草(Pal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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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a cernnuTp1)、翠云草 (Selaginella uncinata)、瓶 

尔 小 草 (Ophioglossum vulgatum)、药 用 阴地 蕨 

(Sceptridium officinale)、槲蕨 (Drynaria roosii) 

等上百种蕨类植物均有较高的药用价值。金毛狗 

脊、单 叶贯众 (Cyrtomium hemionitis)和小黑 杉椤 

(Alsophila metteniana)3种植物还被列为我国的野 

生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局等，1999)；自8O 

年代以来，蕨类作为观赏植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十分迅速。由于蕨类植物 多有 忍耐隐蔽的特 

点，因此很适宜于室内观赏，这一特点是大多数种子 

植物无法比拟的，因此蕨类植 物一直受到人们的好 

评。金佛山地区共分布有南川I座莲蕨、紫萁(Os— 

munda japonica)、多种瘤足蕨 (Plagiogyria sp．)、 

多种铁线蕨(Adiantum sp．)、多种铁角蕨(Aspleni— 

Um sp．)、肾蕨 (Nephrolepis auriculata)、小 黑 杉 

椤 、尖齿凤 丫蕨(Coniogramme aff inis)、羽裂圣蕨 

(Dictyocline wilfordii)、毛囊方杆蕨、方杆蕨(Gla— 

pzⅡ rDp r Dps s erubescens)、金佛山方杆蕨、毛枝 

蕨(Leptorumohra miqueliana)等近百种观赏蕨类 

植物，其中的部分铁线蕨属植物在重庆等地已实现 

了有效开发。 

化工原料植物主要是从植物体中提取分离植物 

胶体、鞣质、油脂、染料、色素等成分，这些物质常常 

是工业生产 中不可缺少的，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十 

分重要，因此具很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金佛山蕨 

类植物中可作为化工原料的主要有苹 (Marsilea 

quaodrifolia)、石松类 (Diphasiastrum sp．)、卷柏 

类(Selaginella sp．)、石杉类 (Huperzia sp．)及 多 

种风尾蕨(Pteris sp．)等数十种 ；蕨类植物食用以根 

茎和叶片为主，根茎主要富含淀粉，叶片以食用幼嫩 

叶片为主。由于蕨类植物作为食品有较好的保健等 

功能，因此其市场前景一直被看好，目前不少地方都 

已开始规模性开发。金佛山地区食用蕨类植物主要 

有蕨菜(Pteridium excelsulr1)、紫萁等 1O余种。在 

开发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是蕨类植物中部分种类有 

毒，如蕨和紫萁的幼茎到后期就会积累有毒物质。 

杀虫植物指植物体含有可以杀灭农业害虫的成 

分的植物，或者植物的分泌物具有杀灭害虫的作用。 

金佛山蕨类植物中的杀虫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包括 

有华 南紫萁 (Osmunda vachellii)、薄 叶蹄 盖蕨 

(Athyrium delicatulum)、轴果蹄盖蕨 (A．epira— 

chis)、狗脊蕨(Woodwardia japonica)、贯众等数十 

种之多；由于长期的分化和适应，不同种类的植物对 

不同的环境形成了不同的适应，部分植物只能在酸 

性条件才能正常生长发育，部分植物只能在碱性条 

件才能正常生长，从而形成了酸、碱性指示植物，这 

些植物的存在不仅使人们能在野外直观地分辨土壤 

的酸碱性，更能为林业生产服务。金佛山酸性土壤 

指示蕨类植物主要有铁角蕨、石松、紫萁、狗脊蕨、芒 

箕(Dicranopteris dichotoma)、里白(Diplopterygi— 

Um glaucum)等二十余种，碱性(钙质土及石灰岩) 

土壤指示植物有多种贯众、多种凤尾蕨、多种铁线蕨 

及毛轴碎米蕨(Cheiosoria chusana)等 3O余种。 

3 金佛山蕨类植物区系 

3．1科的区系成分统计分析 

金佛山蕨类植物中既有较为古老的科如松叶蕨 

科(Psilotac‘eae)、石杉科 (Huperizaceae)、卷柏科 

(S zⅡ zzⅡc Ⅱ )、木贼科 (Equisetaceae)、海 金沙 

科(Lygodiaceae)、莲座 蕨科 (Angiopteridaceae)、 

紫萁科 (Osmundaceae)、瘤足蕨科 (Plagiogyriace— 

ae)、里白科(Gz8 8 Ⅱc8Ⅱ8)、蚌壳蕨科(Dicksoni— 

aceae)、乌毛蕨科(Blechaceae)等，也分布有比较进 

化的科如水龙骨科 (PDz pD 口c n )、槐 叶萍科 

(Salviniaceae)等，这说明金佛山的蕨类植物起源十 

分古老而且进化发展迅速，同时也说明金佛山地区 

是我国亚热带山地植物多样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科的区系成分中以世界广布型和泛热带分布型占 

主要，各包含 16科和 14科，分别占金佛山蕨类植物 

总科数的 35．56 和 31．11 ，全部热带成分总共 

2l科 ，达到总科数的 46．67 ，这说明金佛山蕨类植 

物科的区系成分带有较强的热带亲缘关系。 

金佛山所有蕨类植物中，包含 5O种以上的科有 

蹄盖蕨科(11：56)、鳞毛蕨科(7：88)和水龙骨科(13 

：65)等 3个，它们所包含的总种数占金佛山蕨类植 

物的45．63 ；含有 2O～49种的科仅金星蕨科(13； 

37)；含有 2～l9种的科有石松科、卷柏科等 28个， 

单种科有松叶蕨科、蚌壳蕨科、松叶蕨科、海金沙科、 

蚌壳蕨科、实蕨科及槐叶萍科等 13个。 

按臧得奎(1998)和陆树刚(2004)的划分原则 ， 

科的分布区类型可划分为 9个分布型，其中以泛热 

带分布和世界分布占主要，分别有 18和 17个科，占 

金佛 山野 生 蕨类 植 物 总科 数 的 39．13 、和 

36．96％。按世界分布、热带分布和温带分布三种成 

分划分分别包含 17科、25科和 4科，分别占本区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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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总科数的 36．96 、54．35 和 8．69 。从本地区 

蕨类植物科的分布比例可看出金佛山蕨类植物区系 

带有一定的热带亲缘关系。 

3．2属的区系成分统计分析 

包含 2O种以上植物的仅有鳞毛蕨属(32种)和 

耳蕨属(27种)，均属鳞毛蕨科；含有 6～19种的有 

蹄盖蕨属、瓦韦属、凤尾蕨属、凤 、r蕨属等 2O属，共 

有 228种，占金佛山蕨类植物总种数的 49．89 ；含 

有 2～5种的有 45属，共计有 131种，占金佛山蕨类 

植物总种数的 28．66 ，单种属有 4O个，所含种数 

占金佛山蕨类植物总种数的8．73 。 

据臧得奎(1998)和陆树刚(2004)的划分原则， 

金佛山的 107属野生蕨类植物可划分为 12种分布 

区类型(表 1)。金佛山所有蕨类植物中，按世界分 

布、热带分布、温带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四种成分分 

析则以热带成分最多 ，共包含 55属 ，占金佛山全部 

蕨类植物总属数的 51．4O ，其次为温带成分，共有 

27属，占总属数的25．23 ，世界分布成分 22属，占 

总属数的2O．56 ，这些数据表明金佛山蕨类植物 

区系的热带亲缘关系较为明显。 

表 1 金佛山蕨类植物属的分布型 

Table 1 The areal types of the gerana 

of fern from Jinfo Mountain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s 

全 国 
China 

属 Gen． 

金佛山 
Jinfo Mountain 

属 Gen． 

3．2．1世界分布 世界分布属包括有石杉属(Hu— 

perzia)、扁枝石松属(Diphasiastrum)、石松属(Ly— 

copodium)、卷柏属 (Selaginella)、木贼属(Hipp— 

ochaete)、瓶尔小草属(Ophioglossum)、膜蕨属(Hy— 

menophyllum)、粉 背蕨属 (Aleuritopteris)、旱蕨属 

(Pellaea)、铁线蕨属(Adiantum)、蹄盖蕨属(Athy— 

rium)、铁角蕨属 (Asplenium)、狗脊蕨属 (Wood— 

wardia)、荚 囊 蕨属 (S￡r 0p 5)、鳞毛蕨属 

(Dryopteris)、耳 蕨属 (Polystichum)、苹属 (Mar— 

silea)、石韦属 (Pyrrosia)、剑蕨属 (Loxogramme)、 

槐叶萍属(Salvinia)及满江红属(Azolla)等 22属， 

其中石杉属主产我国西南地区，其余各属基本广布 

于全国范围内，包括如萍属、槐叶萍属、满江红属等 

多为水生、沼泽或湿地植物，木贼属则既有水生又有 

陆生以及过渡类型植物，其余如瓶尔小草属、铁角蕨 

属、蹄盖蕨属、狗脊蕨属、卷柏属和石松属等则为各 

地常见的陆生蕨类植物。世界分布种有扁枝石松 

(Diphasiastrum complanatum)、蛇足石杉(Huper— 

zia serrata)、蕨 (Pteridium aquilinum var． 

1atiusculum)、铁角蕨(Aspleniurn trichomanes)、铁 

线蕨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东亚 羽节蕨 

(Gymnocarpium oyamense)、苹及节节草 (Hipp— 

ochaete ramosissimum)等。 

3．2．2热带分布 热带成分比例较大，各种分布型 

基本齐全，仅缺乏其中的一些变型。本地区分布的 

泛热带分布属包括松叶蕨属(Psilotum)、灯笼草属 

(Palhinhaea)、瘤足蕨 属 (Plagiogyria)、海金沙属 

(Lygodium)、瓶 蕨属 (Trichomanes)、桫 椤属 (AZ— 

sophia)、碗 蕨属 (Dennstaedtia)、姬蕨 属 (Hypole— 

pis)、凤尾蕨属(Pteris)、隐囊蕨属(Notholaena)、金 

粉蕨属(Onychium)和碎米蕨属(Cheilosoria)等 25 

属。其中的松叶蕨、瘤足蕨及海金沙等属均为较为 

古老的蕨类植物类群，其中的多数属由华东和华南 

向西北扩展到本地区，继续向西北扩散的能力逐渐 

减 弱，如 短 肠 蕨 属 (Allantodia)和 金 星 蕨 属 

(Pnr口￡ Pz p￡P s)等，也有少数类群继续向西北扩 

散并 越过 秦 岭 和到 达西 藏 等地 区，如碗 蕨属 

(Dennstaedtia)。本地区分布的泛热带蕨类植物种 

包括灯笼草(Palhinhaea cernua)、松叶蕨(Psilotum 

nudum)和齿牙毛蕨(Cyclosorus dentatus)等，这些 

种类均较为常见，单总体数量不多。 

旧世界热带分布型包括莲座蕨属(Angiopter— 

)、芒萁属 (Dicranopteris)、团扇蕨属(Gonocor— 

mus)、介蕨 属 (Dryoathyrium)、星 毛蕨属 (Ampe— 

lopteris)和线蕨属(Colysis)等 9个，其中多数类型 

广布于我国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多数仅能分布到 

本地区但无法继续向西北扩展，如莲座蕨属的种类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22 广 西 植 物 28卷 

在本地区的分布即为该属植物的最北界限，其它如 

介蕨属、星毛蕨属和线蕨属等也是如此，当然其中也 

有少数能够继续向北方扩展，如团扇蕨属的部分种 

类在我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仍有少量分布，但本地 

区基本没有旧世界热带分布种的存在。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成分仅有双盖蕨 

属 (Diplazium)和金毛狗脊属 (Cibotium)两个，其 

中的金毛狗脊属在本地区为自然分布的最北界，双 

盖蕨属则能够到达秦岭以及更加偏西的地区。金佛 

山地区分布的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种有姬 

蕨(Hypolepis punctata)等几种。热带亚洲至热带 

大洋洲分布型有针毛蕨属(Macrothelypteris)、拟水 

龙骨属(Polypodiastrum)和槲蕨属等 3属，这三个 

属植物的分布范围都较为广泛。本地区分布的热带 

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种有普通针毛蕨(Macrothe- 

lypteris torresiana)、乌 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和倒挂铁角蕨(Asplenium norrnale)等。热带亚洲 

至热带非洲分布有车前蕨属(Antrophyum)、角蕨属 

(Cornopteris)、茯 蕨属 (Leptogramma)、贯 众属 

(Cyrtomium)、盾 蕨 属 (Neolepisorus)、瓦 韦 属 

(Lepisorus)和星蕨属 (Microsorium)等 9个，其 中 

的贯众属和瓦韦属植物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仅车前 

蕨属植物在本地区的分布范 围和地区较小，其它植 

物均较常见，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种包括半边 

铁角蕨(Asplenium unilaterale)、鞭叶铁线蕨(Adi— 

antum caudatum)及紫柄三又蕨 (Tectaria coadu— 

naturn)等种类。 

热带亚洲分布属包括新月蕨属(Pronephri一 

“ )、肠蕨属(Diplaziopsis)、假 钻毛蕨属 (Parada— 

vallodes)、圣蕨属(Dictyocline)等 7个，这些属基本 

都是种类较少的少型属，至少在本地区范围内分布 

的种类均比较少 ，一般不超过 3种，部分属仅包含一 

种，而且这些种类的分布范围也不广泛，但热带亚洲 

分布种在金佛山地区的分布却很发达，如藤石松 

(Lycopodiastrum casuarinoides)、石松 (Lycopodi一 

“ japonicum)、薄 叶卷 柏 (Selaginella delicatu— 

la)、华南紫萁(0．vachellii)、扇叶铁线蕨(Adian— 

turn厂 6ezz“ ￡“r，z)、单叶双盖蕨(Diplazium sub— 

sinuatum)、稀羽鳞毛蕨(Dryopteris sparsa)及庐山 

石韦(Pyrrosia sheareri)等数十种，而且很多种类 

的分布也十分普遍。 

从属和种的分布比例看出，本区蕨类植物的热 

带、亚热带属种分布数量均远超过温带成分(扣除特 

有成分)，这足以说明本区蕨类植物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热带成分曾经一直占有较大的优势。 

3．2．3温带分布 北温带分布型蕨类植物包括羽节 

蕨属(Gymnocarpium)、卵果蕨属(Phegopteris)、荚 

果蕨属(Matteuccia)和岩蕨属(Woodsia)等 7属，这 

些属的植物分布范围往往十分宽广，常见从我国热 

带或亚热带地区一直向北延伸至东北和华北地区， 

如问荆属(Equisetum)和荚果蕨属的部分种类。北 

温带分布种也较为丰富，如节节草(Hippochaete 

ramosissima)、苹、槐 叶苹、蕨、阴地蕨等均较为常 

见。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型和温带亚洲分布型蕨类 

植物较少，分别仅有蛾眉蕨属(Lunathyrium)和睫 

毛蕨属(Pz “ro 0r Dp s)，前者在本地区分布有 4 

种 ，其 中包 括南川 峨眉 蕨 (Lunathyrium nanchua— 

nense)一个地方特有种，睫毛蕨属分布有一种，即睫 

毛蕨(Pz “r0s0r 0p 5 makinoi)，该种分布于 日本、 

朝鲜、俄罗斯和我国东北、西北及西南。温带亚洲种 

包括睫毛蕨、鞭叶耳蕨 (Polystichum craspedoso— 

r“ )和东亚羽节蕨(Gymnocarpium oyamense)等。 

东亚分布型共有 18属，包括全东亚分布型、中 

国一喜马拉雅和中国一日本分布型三种变型，东亚 

成分是我国蕨类植物的主要成分之一，其种的分布 

上也是本地区蕨类植物的重要组成成分。 

全东亚分布型指从喜马拉雅地区经过我国整个 

疆域到达日本的植物类型，这些属多数从喜马拉雅 

地区经过我国西南、华中和华东后到达 日本。本地 

区分布的本类型蕨类植物包括有稀子蕨属(Mona— 

chosorum)、钩 毛 蕨 属 (Cyclogramma)、亮 毛 蕨 属 

(Acystopteris)、轴果蕨属(R nc d0 0r“ )、紫柄蕨 

属(P5 “ 0p g0p￡ ris)、假瘤 蕨属 (Phymatopter— 

s)和水龙骨属(P0zyp0 0 )等 9属，东亚分布种 

包括西 南凤 尾蕨 (Pteris wallichiana)、银粉背 蕨 

(Aleuritopteris argentea)、东方荚果蕨(Matteuccia 

orientalis)、紫萁(Osmunda japonica)、华东瘤足蕨 

(Plagiogyria japonica)、芒萁、边缘鳞盖蕨(Mic— 

rolepia marginata)、长叶铁角蕨(Asplenium pro— 

longatum)、斜方 复 叶耳 蕨 (Arachniodes rhom— 

boidea)和石韦等数十种。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型在本地区范围内的属不 

多，仅有方秆蕨属( “p yr0p抛r 0p s)、柄盖蕨属 

(Peranema)、小膜 盖蕨属 (Araiostegia)、节枝蕨属 

(Arthromeris)和骨牌蕨属(Lepidogrammitis)等 5 

属，本部分蕨类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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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南地区邻接的地区。但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种 

在本地区十分丰富，包括掌羽凤尾蕨 (Pteris dac- 

tylina)、黑足金粉蕨(Onychium contiguum)、禾秆 

紫柄蕨(PsP“ 0户 Pg0户 er microstegia)、鳞轴小膜 

盖蕨(Araiostegia perdurans)、线鳞耳藏(Polysti— 

chum discretum)、长柄假脉蕨(Crepidomanes race- 

mulosum)、干旱毛蕨(Cyclosorus aridus)、黑足金粉 

蕨(Onychium contiguum)和鳞轴小膜盖蕨(Araio— 

stegia perdurans)等数 10种 。 

中国～ 日本分布型也仅 有毛枝蕨属 (Leptoru— 

mohra)、丝带蕨属 (Drymotaenium)、鳞果 星蕨属 

(Leptomicrosorum)和石蕨属 (Saxiglossum)等 4 

属，其中仅鳞果星蕨属所含有的种类较多，共计四 

种，其中南川鳞星蕨 (Leptomicrosorum nanchua- 

nense)为地方特有植物，其余三种分布范围相对较 

宽。金佛山分布的中国一 日本分布种包括有福建观 

音座 莲 (Angiopteris fokiensis)、凤 丫蕨 (Conio— 

gramme japonica)、日本蹄盖蕨(Athyrium niponi— 

cum)、光脚金星蕨 (PnrⅡ ez 户 Pr s japonica)、暗 

鳞鳞毛蕨 (Dryopteris atrata)、延羽卵果蕨(Phe— 

gopteris decursivepinmata)、异穗卷柏(Selaginella 

heterostachys)、华中瘤足蕨(Plagiogyria euphle— 

bia)、里白、华东膜蕨(Hymenophyllum barbatum)、 

细毛碗蕨(Dennstaedtia pilosella)、井栏边草、江南 

短肠蕨(Allantodia metteniana)、华东安蕨(Aniso— 

campium sheareri)、假蹄盖蕨 (Athyriopsis japoni— 

ca)、长尾复叶耳蕨(Arachniodes simplicior)、阔鳞 

肋毛蕨(Ctenitis maximowicziana)、线蕨 (Colysis 

elliptica)、江南星蕨(Microsorum fortunei)、金鸡 

脚 (Phymatopteris hastate)和 水 龙 骨 (Polypo— 

diodes nipponica)等 100余种。 

温带成分中如果扣除东亚特有成分，其总种数 

远低于热带成分的数量，同时在属级水平上，热带、 

亚热带成分也远高于温带成分(包括东亚分布成分) 

的比例，这也说明了本区蕨类植物区系的温带性质 

相对热带、亚热带成分而言较弱。但从本区丰富的 

东亚成分(包括属和种级水平)又可以看出本区蕨类 

植物与华东一 日本植物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3．2．4中国特有分布 中国特有分布型仅有黔蕨属 

(P 彻Pr0 ze6 0户s s)和 柳 叶蕨 属 (Cyrtogonel— 

lum)，而且仅其中的黔蕨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 

特有属，该属有 9种，均为我国特有，金佛山境内仅 

分布有重齿黔蕨 (P 彻Pr0户 ze6 0户s duplicato— 

serrata)1种；柳叶蕨属包括有 8个种，其中的 7种 

均为 中国特 有 分布，仅柳 叶蕨 (Cyrtogonellum 

fraxinellum)通过云南分布到了越南北部，其中的 

弓羽柳叶蕨(C．salicifolium)为金佛山地区特有植 

物。本地区分布的中国特有属很少，但分布的特有 

种类却极为丰富，共计达 110余种，包含 30余种地 

方特有植 物，如下延 阴地蕨 (Botrychium decur- 

tens)、四川阴地蕨(B．sutchuenense)、金佛山路蕨 

(Mecodiurn jin foshanense)、南川莲座蕨、金佛山耳 

蕨(Polystichum jinfoshanense)、南川鳞星蕨及金 

佛山复叶耳蕨(Arachniodesjinfoshanensis)等。金 

佛山地区分布种的中国特有包括肾盖铁线蕨(A — 

laturn erylhrochlamys)、正宇耳蕨(Polystichum li— 

ui)、草叶耳蕨(P．herbaceum)、拟黑足鳞毛蕨、翠云 

草(Selaginella uncinata)、狭基鳞毛蕨(Dryopteris 

dickinsii)、密鳞鳞毛蕨 (D．Pycnopteroides)、披针 

骨牌 蕨 (Lepidogrammitis diversa)、抱 石 莲 (L． 

drymoglossoides)及黄瓦韦(Lepisorus asterolepis) 

等近 110种，包括下延阴地蕨(Botrychium decur— 

tens)、四川阴地蕨、金佛山路蕨(Mecodiumjinfos— 

hanense)、南川莲座蕨、金佛山耳蕨、南川鳞星蕨、金 

佛山复叶耳蕨和多囊毛蕨(Cyclosorus multisorus) 

等 30余种金佛山地方特有种。 

金佛山地区蕨类植物中的区域性特有分布种类 

数量较大，这些说明本区蕨类植物在旧的植物区系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布区。本区蕨 

类植物在科属水平分布上与喜玛拉雅地区直至华东 

植物区均存在较大的联系，同时本区蕨类植物中古 

老成分又显得相当发达，这说明本区蕨类植物起源 

较为古老，因此本地区连同临近的“鄂西JiI东特有现 

象中心”(郝日明，1997；应俊生等，1979)有可能是我 

国一个蕨类植物自然分布(丰富)中心。 

4 对比分析 

进行地区间区系成分比较分析时，面积差异是 

一 个必须克服的难题 ，同时一个地区内的不同区系 

成分在该地区植物区系中的具体作用也无法仅根据 

直接的科属种数量表示出来，因此在进行对比分析 

时有必要引入更加合理的分析和统计方法。本文引 

入相似系数和区系指数对金佛山蕨类植物区系与临 

近地区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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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相似性分析 

相似系数的统计是以一定植物区系的全部成分 

在用来比较的那些区域出现的次数为标准，出现次 

数越多的区域是亲缘关 系越密切的区系 ，反之关系 

较疏远。本文列举神农架、秦岭、梵净山、瓦屋山、大 

巴山、武 陵山、九华 山、化龙 山、齐云山、老君山和云 

山等 11个地区与金佛山蕨类植物属的区系进行比 

较分析(蒋道松等，2000；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 

1974；邓莉兰等，1991；陈仁钧等，1985；傅志军等， 

1999；郭传友等，2002；陆树刚等，1995；邓云飞， 

2002)，其中仅面积远远大于金佛山的武陵山分布的 

蕨类植物总数超过金佛山，达到 44科 111属 623 

种，其余地区的蕨类植物种类都少于金佛山地区。 

在此我们发现仅仅根据蕨类植物科属种的数量无法 

直观反映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和联系，因此有必要借 

助相似系数的分析解决这一难题。 

相似系数(梅笑漫等，2005)分析表明，金佛山蕨 

类植物区系与武陵山、大巴山及神农架关系密切，具 

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与大巴山和武陵山的相似系 

数分别达到 0．75和 0．76，表明三个地区间蕨类植 

物组成最为接近，关系最为密切。同时金佛山与神 

农架的相似系数也达到 0．61，表明二者问的植物组 

成也较为接近，并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金佛山与 

九华山、化龙山、齐云 山和云山相似性系数较低，表 

明金佛山与上述四地区蕨类植物的组成差异较大， 

关系疏远。而与秦岭、老君山、梵净山和瓦屋山的相 

似系数接近 0．5，表明金佛山与这四个地区在蕨类 

植物区系上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主要是由于金佛山 

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所致，从全国南北向和东西向 

进行植物分区地理位置分析不难发现金佛山基本处 

于中间过渡地带，这也是本地区植物种类异常丰富 

的主要原因之一。金佛山与周围临近地区的相似性 

表 2 金佛山与周围临近地区的相似性指数 

Table 2 The similarity of family，genera and species among Jinfo Mountain and adjacent regions 

理 置 A海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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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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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of 

Keg旧n Locat1on (m) ／~ommon。 family( ) ／comQm-on genera( ) ／comn二on 

种相似系数 
Similarity 

of spcies(％) 

金佛山 

神农架 

秦岭 

梵净山 

瓦屋山 

大 巴山 

武陵山 

九华山 

化龙山 

齐云山 

老君山 

云 山 

29。N．107。E 

31。N，109。E 

33。N．1O8。E 

27。N。108。E 

29。N。102。E 

31。．N 109。E 

28 N．110。E 

3O。N。117。E 

32。N．109。E 

29 N．118 E 

22。N。104。E 

26。N。llO。E 

指数见表 2。 

4．2区系指数分析 

据傅德志等(1995)对植物区系指数的定义分别 

对金佛山蕨类植物属的区系的各分布类型进行 Lij／ 

q、Lij／Li、Fij计算(表 3)。结果表明，Fij的排列顺 

序不受地区间面积差异的影响，因此在判断一个地 

区的某种植物分布区类型对该地区植物区系的影响 

程度以及在全国区系中的主次地位时，可直接比较 

Fij值的大小。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金佛山蕨类植 

物世界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北温带分布 

和旧世界热带分布五种成分对该地区蕨类植物区系 

的影响程度较深，而温带亚洲分布、热带亚洲分布及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等类型的影响较小。 

根据上述结果，利用数理统计的参数估计原理 

和方法(符伍儒，1980)对 Fij值进行平均值和标准 

差计算(a一0．05时，t 一2．160)，计算结果如下： 
1 l 5 

F 一音至lF ·999 
厂— — ——————一  

sR_̂／一 (F 一F ) 一0．473 

△(Fi)一t ·SR  ̂ 一O．273 

确定区间：[( -aP )，(Fi+aP )]=[0．726， 

1．272]~1J断标准：当 >(F +△F )时，该分布型对 

该区系性质影响极大；当(F +aP；)>F >F 时，该 

分布型对该区系性质影响较大；当F >F“> {F 一 

△ )时，该分布型对该区系性质影响较小；当(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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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Fii时 ，该分布型对该 区系性质影响极小。 

根据上述判断标准，在金佛山蕨类植物区系(简 

称本区系)成分中，世界广布型、热带亚洲至热带非 

洲间断分布型以及北温带分布型对本区系性质 的影 

响极大 ；泛热带分布型、旧世界热带分布型、东亚分 

布型、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 间断分布型及温带亚洲 

分布型对本区系性质的影响较大；热带亚洲至热带 

大洋洲分布型和中国特有分布型对本区系性质的影 

响较小 ；热带亚洲分布型和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型对 

本区系性质的影响极小 。 

相似性系数分析克服了地区间面积差异给对比 

分析可能产生的误差 ，客观地表 明了不同地 区植物 

区系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为植物区系分析带来了便 

利。区系指数分析则顺利解决了同一地区内不同分 

表 3 金佛山植物区系的蕨类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统计分析 

Table 3 Statistic analysis of areal types of pteridophyte genera in Jinfo Mountain flora 

分布区类型 
Areal types 

合计 
Total 

231 

107 

全国cj 

金佛山 LU 

Lij／Cj 

排序 Rank 

Lij／Li 

排序 Rank 

11 

排序 Rank 

4 

2 

0．50 

7 

0．O2 

8 

l_08 

7 

布区类型在该地区植物区系中作用大小的难题。 

5 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本区系具有以下特点：(1)组成 

丰富，共有蕨类植物 46科 107属 458种 ；(2)处于我 

国三大特有现象中心之一的鄂西一川东植物分布中 

心；(3)本地区蕨类植物起源古老，表明金佛山地区 

是我国亚热带山地植物多样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4)科的区系组成以热带成分占主要，共包含 25科， 

达到金佛山蕨类植物总科数的 54．35 9，6，这说明本 

区系带有一定的热带亲缘关系；(5)属的区系组成以 

热带成分最多，占金佛山全部蕨类植物总属数的 

51．40 9，6，其次为温带成分，占总属数的 25．23 9，6，同 

样表明本区系的热带亲缘关系；(6)金佛山蕨类植物 

具明显的优势科和属，主要优势科为鳞毛蕨科、蹄盖 

蕨科、金星蕨科和水龙骨科等，主要优势属有鳞毛蕨 

属、耳蕨属、蹄盖蕨属、贯众属和凤尾蕨属等，这些科 

属多为世界分布型；(7)资源植物十分丰富，有药用、 

观赏、指示、食用、化工原料及杀虫植物等类型，生活 

型也十分丰富，有土生、附生和水生等类型；(8)特有 

现象明显，虽然本地区分布的特有科属缺少，但分布 

的特有蕨类植物种特别是地方特有植物却十分丰 

富；(9)本区系与武陵山和大巴山的蕨类植物组成最 

为接近，关系最为密切，与九华山、化龙山、齐云山和 

云山组成差异较大，关系疏远；(10)东亚分布型、世 

界广布型、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间断分布型及北温 

带分布型对本区系性质的影响最大，热带亚洲分布 

型和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型的影响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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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具有丰富的中国特有成分。在该蕨类植物区系 

中，属于中国特有成分的有 165种，占种总数的 42． 

2％，这些特有成分又以华东一华南分布亚型为主， 

其中本地特有种有 24种。中国特有属有 3个。(7) 

本区与有关地区蕨类植物区系关系的密切程度依次 

为西南、华南、日本、华中、台湾、华北、西北、西藏、 

东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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