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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攀缘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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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山地处山东省中部,总面积为426km2,有较为丰富的攀缘植物资源。通过调查统计,初步确认该区共有攀缘植

物26科48属94种(包括种下等级),其中双子叶植物22科44属87种,单子叶植物4科4属7种。根据对泰山攀缘植物

科属种的地理成分分析的结果,指出本区攀缘植物区系具有以下特征:1)地理成分复杂;2)具有暖温带植物的区系特征;

3)科属种分类级别愈高,热带性亲缘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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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地理概况

泰山地处山东省中部,地理坐标为36°05′~36°15′N,117°05′~117°24′E之间,位于我国华北平原东侧,总面

积达426km2,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m,为山东境内最高峰。泰山地质构造古老复杂,主要岩石类型有黑云斜长

片麻岩、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寒武—奥陶系灰岩。泰山的土壤类型主要有棕壤、普通酸性棕壤、山地暗棕壤、山
地灌丛草甸土四类[1]。本区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受地形和海拔的影响,山顶与山脚气候差异显著,山顶的年降

雨平均在1224.6mm,多集中于6~9月份,具有雨热同季的特点,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繁殖。本区植被类型多

样,有针叶林、阔叶林、竹林、灌丛、灌草丛、草甸和栽培作物植被等类型,是山东省乃至华北地区植物种类和植被

类型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2科属种的统计分析

据调查统计分析,泰山(野生)攀缘植物(仅包括种子植物)共有26科48属94种(包括种下等级),其中裸子

植物(Gymnosperm)中无攀缘植物分布,被子植物(Angiosperm)中,双子叶植物(Magnoliopsida)有22科44属

87种,分别占该区攀缘植物的科、属、种的百分比为84.62%,91.67%,92.55%;单子叶植物(Liliopsida)4科4属

7种,分别占该区攀缘植物的科、属、种的百分比为15.38%,8.33%,7.45%。由此可见,泰山攀缘植物区系中,
双子叶植物成分占有绝对的优势,无论在科属种等三个等级和水平上均超过80%。相对于双子叶植物来说,单
子叶植物明显处于劣势,所占属种均不超过10%,生活型也比较单一,除菝葜属(Smiilax)外均为草本类型。

泰山攀缘植物木质种类有35种,分属15科20属,草本类型59种,分属16科30属,相比较于崂山[8]的攀缘

植物,泰山比崂山的木本植物多23种,比崂山的草本植物少7种,崂山的单子叶攀缘植物的比例也高于泰山,这
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泰山相对于沿海的崂山保留了更多的原始类型。

通过统计分析,泰山攀缘植物中,10种(含10种)以上的科仅有3科:蝶形花科(Fabaceae)、葡萄科(Vitace-
ae)和旋花科(Convolvulaceae),这3科(含14属37种)占该区攀缘植物总属数的29.17%、总种数的39.36%,而
科数仅占12.00%,相对于科的数量,属数增加了一倍多,种数增加了二倍多,具有明显的优势,是泰山攀缘植物

区系的优势科,在该区的种类组成上和区系成分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含5种至10种的科有3科:萝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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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lepiadaceae)、卫矛科(Celastraceae)和茜草科(Rubiaceae);含4种的科有3科:茄科(Solanaceae)、蓼科(Po-
lygonaceae)和葫芦科(Cucurbitaceae);含3种的科有3科: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毛茛科(Ranunculaceae)
和菟丝子科(Cuscutaceae);含2种的科有7科,如猕猴桃科(Actinidiaceae)、薯蓣科(Dioscoreaceae)和百合科

(Liliaceae)等;含1种的科有7科:如百部科(Stemonaceae)、木通科(Lardizabalaceae)和五味子科(Schisandrace-
ae)等。含3种以下的科有17科之多,占总科数的68.00%,但仅有30种,仅占总种数的31.91%,处于明显的从

属地位,对本区的区系构成影响不大,但却极大地丰富了该区的攀缘植物科属的多样性。
在该区攀缘植物26科中,按照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2-3],世界广布型的类型有9科,占

36.00%,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超过三分之一还多,表明本区攀缘植物分布科一级别上相当一部分是地域特征不

明显的广为分布类型,特色不明显,无有特有分布科;泛热带分布型有10科,占40.00%,为比例最高的类型;热
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有1科(木通科),占4.00%;北温带分布型有3科,占12.00%;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

洲分布1科(百部科),占4.00%;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1科(五味子科),占4.00%;东亚分布1科(猕猴桃科),占

4.00%。综上分析,热带分布类型的科共占44.00%,温带分布类型的科共占20.00%,所以,从科水平上该区具

有明显的热带区系特征,热带性质的烙印极为明显,比泰山整个种子植物的区系特征上热带性亲缘更明显和突

出,但仍缺乏典型的热带科。
对该区攀缘植物属内统计分析表明,含种数最多的属为野豌豆属(Vicia),计有8种,均为草本类型,其次是

鹅绒藤属(Cynanchum)和蛇葡萄属(Ampelopsis),二者均包含6种,鹅绒藤属为草本类型,蛇葡萄属为木本类

型,再次为葡萄属(Vitis)和打碗花属(Calystegia),二者均包含5种,打碗花属为草本类型,而葡萄属为木本类

型。卫矛属(Euonymus)、马兜铃属(Aristolochia)、铁线莲属(Clematis)、茄属(Solanum)、菟丝子属(Cuscuta)、
牵牛属(Pharbitis)6属均含3种,卫矛属为木本属,菟丝子属、马兜铃属和牵牛属为草本属。蓼属(Polygonum)、
何首乌属(Fallopia)、天门冬属(Asparagus)、薯蓣属(Dioscorea)等10属含有2种,其中南蛇藤属(Celastrus)、
猕猴桃属(Actinidia)、菝葜属等为木本属,鸡矢藤属(Paederia)、茜草属(Rubia)、薯蓣属等为草本属。单种属最

多,计有27属之多,如两型豆属(Amphicarpaea)、盒子草属(Actinostemma)、络石属(Trachelospermum)、百部

属(Stemona)等,其中木本属主要有悬钩子属(Rubus)、蔷薇属(Rosa)、络石属、五味子属(Schisandra)、葛属

(Pueraria)、枸杞属(Lycium)、杠柳属(Periploca)等,草本属主要有鱼黄草属(Merremia)、盒子草属、党参属

(Codonopsis)、香豌豆属(Lathyrus)、倒地铃属(Cardiospermum)、栝楼属(Trichosanthes)、蝙蝠葛属(Menisper-
mum)等,这其中党参属、栝楼属、木防己属(Cocculus)等是多年生草本类型,地下部分往往有发达的变态延存器

官。单种属属数(27属)占总属数的56.25%,超过一半以上,所包含种却仅占总种数的28.72%,表明泰山攀缘

植物区系中单种属是主要的分布属类型,极大地丰富了该区的属类型的多样性,同时表明这些属的攀缘植物类

型在该区分化程度不高,有相当一部分是世界广布型或泛热带分布类型扩展到该地区,分化不明显,同时也有些

是温带分布类型(如蔷薇属、葡萄属和蛇葡萄等)。

3属的地理成分统计分析

属的分布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区系特征。相对于科来说,属特征更加稳定;分布区更加稳定,
相对于种来说,属又不太小,对一个种数极多的地区进行种的地理成分分析是不可想象的。以属为单位进行区

系地理成分分析大小适中,也能较客观的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区系特征,所以属是进行植物区系成分特征分析最

常用的一个分类单位。按照吴征镒[4]关于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原则和依据,可将泰山攀缘(种子)植物

属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 (表1)。

3.1世界分布属

世界分布属有铁线莲属、蓼属、旋花属、茄属等6属,这些均是在全国及世界上广为分布的大属,种类繁多,
有些属如铁线莲属、旋花属等是著名的攀缘植物属,铁线莲属以攀附为主,旋花属以缠绕攀缘为主,有些属是分

布范围广、生境多样的大属,在特定环境下分化出攀缘方式生存的植物类型来,如茄属、悬钩子等属。因这些世

界分布类型反映不出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的独特的特色,故在统计各成分比例时将其剔除。

3.2热带分布属

该区攀缘植物热带分布属计有21属,占49.99%,接近一半的比例,稍超过温带分布属的比例,这表明在属

级别上,热带性地理成分虽然仍占优势地位,但与科相比,热带性分布类型相对于温带性分布类型的绝对优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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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泰山攀缘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Tab.1 Theareal-typesofgeneraofclimbingplantsinMountainTai

分布区类型 属数 百分比/% 属数(山东) 百分比/%(山东)

1.世界分布 6 ——— 6 ———

2.泛热带分布 12 28.57 14 30.43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0 0 0 0

4.旧世界热带分布 2 4.76 2 4.35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 2 4.76 2 4.34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3 7.14 3 6.52

7.热带亚洲分布 2 4.76 2 4.35

8.北温带分布 9 21.43 9 19.57

9.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6 14.29 7 15.22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0 0 0 0

11温带亚洲分布 0 0 0 0

12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0 0 0 0

13中亚分布 0 0 0 0

14东亚分布 5 11.90 6 13.04

15.中国特有分布 1 2.38 1 2.17

总计 48 100 52 100

   注:计算各分布区类型所占比例时,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属

位已荡然无存,基本上是与

温带性分布类型平分秋色、
不相上下了,但仍具有明显

的热带性亲缘。级别愈低

愈能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区

系地理特征,所以说属地理

成分的分析表明该区攀缘

植物具有由热带向温带过

渡的区系特征。相对于泰

山种子植物热带分布属有

94属,占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26.9%[1]的情况分析,攀缘

植物的热带性成分更为丰

富,相对于其它植物有更强

的热带亲缘[6]。

3.3温带分布属

温 带 分 布 属 计 有 20
属,占47.62%,接近一半的

比例,相 对 科 的 温 带 性 成

分,属的温带性地理成分大

大提高了,具有较为明显的

温带性特征,尽管仍未超越热带性地理成分,但已经基本持平了,因为中国特有分布的假贝母属(Bolbostemma)
从成分上可以归并为温带性成分,加上它就占50%的比例,刚刚超越热带分布属所占的49.99%,因此从属上表

明该区攀缘植物热带性成分和温带性成分相平衡的状态特征。泰山种子植物温带分布属有251属,占种子植物

总属数的71.9%[1],远远高于攀缘植物温带分布属占47.62%的比例,因此攀缘植物的温带性成分要远远低于其

它植物,热带性特征更为突出[7]。

3.4中国特有分布

中国特有分布仅有假贝母1属,占2.38%,所占比例极小,可见在属级别上该区攀缘植物的中国特有成分几

乎是微乎其微的。
同时将泰山的各个地理成分的数目和比例与整个山东省的各个地理成分的数目和比例进行比较(表1),可

以看出,二者相差不大,所以,至少从属级别上分析,泰山攀缘植物区系的特征基本上就反映出整个山东省攀缘

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这与崂山[8]的情形是一致的。结合前面的科这一级别上,山东省有分布的科,除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外,在泰山的野生攀缘植物科均有分布,泰山与崂山相比,泰山有百部科(百部属),而崂山[8]没

有,相反崂山有胡颓子科攀缘植物分布,例如胡颓子属(Elaeagnus)的大叶胡颓子(Elaeagnusmacrophylla ),而
泰山没有胡颓子科或胡颓子属攀缘植物的分布,具体到种,即无大叶胡颓子的分布。这表明,攀缘植物从内陆的

泰山到沿海的崂山分化并不明显,相对于省外的地区特别是相距较远的马头山[7]这种分化才能较明显地表现

出来。

4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根据王荷生[5]华北种子植物种的分区类型划分原则和依据,可将该区94种攀缘植物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

型(表2)。
世界分布种同世界分布种属一样反映不出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的独特的特色,故在统计各成分比例时将其

剔除。
热带分布种(2~7)有13种,占14.44%,相对于科、属,所占比例剧烈下降,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趋

势,从科到属再到种,温带性成分急剧增加,而热带性成分却急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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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泰山攀缘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2 Theareal-typesofspeciesofclimbingplantsinMountainTai

分布区类型 种数/种 占总种数/%

1.世界分布 4 ———

2.泛热带分布 6  6.67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 4 4.44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1 1.11

7.热带亚洲分布 2 2.22

8.北温带分布 4 4.44

9.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1 1.11

10.旧大陆温带分布类型 2 2.22

11.温带亚洲分布 9 10.00

12.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类型 3 3.33

14.东亚分布 31 34.44

15.中国特有分布 30 33.33

总计 94 100

  注:计算各分布区类型所占比例时,总种数不包括世界分布种

  温带分布种(8~14)有50种,占55.54%,
相对于热带性成分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表明

该区的攀缘植物区系特征从种级别上具有典型

的温带特征,这于该区所处的纬度、地理环境是

完全吻合的,具有明显的暖温带区系特征。
中国特有分布种(15)有30种,占33.33%,

正好占有三分之一的比例。科水平上无中国特

有科,属水平上仅有1个中国特有属假贝母属,
在种水平上高达占有三分之一的比例。而且山

东百 部(Stemonashandongensis)、山 东 茜 草

(Rubiatruppeliana)是山东特有分布种,白花

长柔毛野豌豆(Viciavillosavar.alba)不仅是

是山东特有分布种,也是泰山特有分布种。这

表明该区是中国尤其是山东省的特有分布种分

布和分化的重要地区之一。

5与山东省内邻近地区攀缘植物区

系的关系

选择山东省内的其它两个有代表区域的山脉崂山和蒙山与泰山的攀缘植物区系的关系做一比较(表3)。
由表3可以看出,泰山与蒙山在科级水平上,完全一致,而与崂山稍有区别,相似性也很高,达96.15%;在属

这一级上,泰山与蒙山和崂山的相似性很高,也很接近,与蒙山的稍微高一些,在泰山有分布的攀缘植物的属在

蒙山均有分布,而崂山上有分布的一些属如胡颓子属、党参属,现在泰山没有分布(本来党参属的羊乳在泰山有

分布,而且是泰山的四大名药,但因滥采现已绝迹),而泰山上有分布的鱼黄草属和假贝母属崂山则没有分布;在
种水平上,泰山与崂山的相似性85.11%,与蒙山的相似性89.36%,比崂山的相似性要高。

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分类级别愈高,相似性也愈高,分类级别愈低,相似性也愈低,从泰山与崂

山、蒙山的科、属和种的比较上可以一致地表现出这一趋势,科的相似性最高,种的相似性最低,属则介于二者之

间,因为科的保守性与属、种级别相比最强,而种的保守性差,分化性则最为显著。
泰山与蒙山的相似性高于与崂山的相似性,在科、属和种水平上均为如此,这与三者之间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环境特点是相一致的,泰山与蒙山地理位置接近,均处于鲁中南山区,降水、气温等气候环境一致,而崂山处于山

东胶东半岛南侧,靠近海洋,与泰山和蒙山均有较大的区别,有着海洋气候的特点,分布有一些滨海植物区系的

种类,如肾叶打碗花(Calystegiasoldanella),同时又因四季温差不如内地大,气候温暖湿润,分布有一些亚热带

植物区系的成分,如三裂叶番薯(Ipomoeatriloba)、转子莲(Clematiaspatens)、渐尖叶鹿藿(Rhynchosiaacumi-
natifolia)、大叶胡颓子(Elaeagnusmacrophylla)等,这些攀缘植物种类在山东内陆均无分布。因此泰山与蒙山

的相似性高于与崂山的相似性是与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表3 泰山与邻近地区攀缘植物区系科、属、种相似性

Tab.3 Similarityofclimbingplantsfamily,generaandspeciesofMountainTaifloratoneighboringregion

邻近地区 位置 科∶属∶种 与泰山共有(科∶属∶种)
相似性系数/%

科 属 种

崂山
36°03′~36°23′N,

120°07′~117°43′E
26∶48∶101 25∶45∶80 96.15 93.75 85.11

蒙山
35°10′~36°00′N,

117°35′~118°20′E
26∶47∶84 26∶46∶84 100.00 95.83 8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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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讨论

有以上分析,泰山攀缘植物区系特征基本上能够代表山东暖温带地区山地攀缘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

1)相对于热带地区,攀缘植物种类和类型较为贫乏,泰山攀缘植物有26科48属94种,无裸子植物的攀缘

植物买麻藤类等植物的分布,在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有22科44属87种,单子叶植物有4科4属7种。相对

于江西南岭的九连山[7,9]有320种,庐山[7]的233种,井冈山[7]的273种,马头山[7,10]的222种,就可以看出与我

国南方的山脉相比,泰山的攀缘植物是贫乏的,这对在热带雨林地区发育分化明显的攀缘植物优为明显。

2)具有显著的温带性质特征和明显的热带性亲缘,具有暖温带植物的区系特征。从科属水平上可以看出该

区攀缘植物与其他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但与温带亚洲分布、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中亚分布和热带亚

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成分的联系几乎没有或极为薄弱。

3)该区攀缘植物的区系特点体现出:科属种分类级别愈高,热带性亲缘愈强。从科属种不同等级地理成分

的统计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科的热带性比例最高,温带性成分最低,种的温带性成分最高,热带性成分在三

者中最低,从科到属再到种,热带性比例逐渐下降,温带性比例逐渐升高。科属种分类级别愈高,热带性亲缘愈

强。特有种能较好的反映所在区域植物区系在起源方面的特征,该植物区系中中国特有种占到总种数的三分之

一,山东茜草、山东百部是中国特有种,同时还是山东特有种,甚至还有泰山攀缘植物的特有种白花长柔毛野豌

豆。因此,该区攀缘植物区系从科属级别上温带性特征不明显,从种水平上可以准确地反映出该区的暖温带的

区系特征,这于该区所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同时可以看出分类级别愈低愈能准确的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植物区

系地理特征。
泰山有闻名于世的泰山四大名药:黄精(Polygonatumsibiricum)、紫草(Lithospermumerythrorhizon)、白

首乌(泰山何首乌)(Cynanchumbungei)和羊乳(Codonopsislanceolata),其中白首乌和羊乳均属于攀缘植物,但
由于游人众多,滥采乱挖,泰山四大名药现已难寻觅其踪影,更为令人惋惜的是滋补良药羊乳在泰山已经灭绝,
能见到的仅是从外地引种栽培的。因此应该加大对包括泰山四大名药在内的各种植物资源的保护,对泰山分布

的攀缘植物系统地加以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进行开发利用。因为攀缘植物是城市垂直绿化的主要材料,
可广泛应用于栏杆、花格、凉廊、篱垣、棚架、墙面、山石、屋顶和阳台等多种造景方式和垂直绿化[7],合理地进行

驯化、引种栽培,可极大地改变当今园林界攀缘植物应用单一、种类贫乏的现状,丰富园林垂直绿化绿化的植物

资源,将人们的生活环境装扮的更加五彩缤纷,更加生态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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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ntheAreal-typesofClimbingPlantsinMountainTai

LIYanlian1,YINShining2,LUGengyu2,ZHANGHongbing2

(1.DepartmentofLifeScienceandEngineering,JiningUniversity,QufuShandong273155;

2.Colleg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hinaPharmaceuticalUniversity,Nanjing210038,China)

Abstract:MountainTaiislocatedintheMiddleofShandongProvince,betweenthelatitude36°05′~36°15′Nandlongitude117°05′~
117°24′Ewithanareaof426km2.Itisrichintheresourcesofwildclimbingplants.Thepaperaimsatanalyzingtheareal-typesof

generaofclimbingplantsinMountainTaibymeansofinvestigating.Theresultsobtainedareasfollows:thereare25families48

genera94speciesandvarietiesofclimbingplantsexistinMountainTai,21dicotyledonfamiliesincluding44generaand87species
and4monocotyledonfamiliesincluding4generaand7species;theareal-typesoffamiliesandgeneraandspeciesoffloraofclimbing
plantsinMountainTaihasthefeaturesofcomplexityinfloristicelements,diversityintypes,withwarmtemperatefloristiccharac-
teristicsandmoretemperateelementsinspeciesandplotsthehigherlevelofclassification,tropicalbiologicalstronger.
Keywords:MountainTai;climbingplants;floristicanalysisofareal-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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