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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金佛山自然保护区兰科植物的区系特征，通过野外实地调查、标本采集与鉴定及室内分析，对金佛山自

然保护区兰科植物的分布格局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佛山兰科植物区系具有以下特征：$）种类丰富，区系成分

复杂多样，调查表明金佛山共分布有各类兰科植物 HI 属 $$H 种，按照吴钲镒先生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

分原则，可以划分为 I 种分布区类型；"）特有现象明显，共分布有中国特有兰科植物 H* 种，包括 % 个金佛山地方特有

种；%）垂直分布格局明显，在海拔梯度上兰科植物的分布总体呈现出中间膨胀型的趋势；H）不同海拔段的兰科植物

濒危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低海拔地区物种受威胁程度相对较低，资源保存状况更好，这种分布格局与其他地区有着

显著的区别；J）区系的温带性质明显，同时具有一定的热带亲缘关系。研究表明金佛山兰科植物种类丰富，特有现

象明显，其海拔梯度格局与其他地区有较为显著的区别，区系热带亲缘关系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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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兰科为全世界被子植物大科之一，初步统计表

明全世界约有兰科植物 *## 属近 "# ### 种［$］。兰

科植物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少数种类分

布于温带地区。兰科植物在植物界的系统演化上属

于最进化、最高级的类群之一［"］，其在长期的进化历

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型，有地生兰、附生兰和腐生

兰，此外还有少量攀援藤本。不同生活型兰科植物

的生长条件各不相同：腐生兰由于自身无叶绿素不

能进行光合作用，需要真菌提供养分，所以要求排水

良好、腐殖质丰富的壤土；附生兰多数具有明显的假

鳞茎或革质的叶片等器官储存水分和养分，生长在

树干或岩石上，需要充足的光线和较大的空气湿度；

地生兰大多生长在散射光充足的林下，较腐生兰和

附生兰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广泛。

国内关于兰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及其海拔梯度

格局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也较为深入［%GE］。而根据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统计数据，近年来，国内很

多物种的濒危率提高很快，特别是濒危植物的比例

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估计；同时该文献也指出，中国物

种中受威胁率最高的是兰科植物，根据前期对全国

兰科植物受威胁状况的评估，其受威胁程度达到

*IN "EO［*］。也就是说，中国绝大部分兰科植物都受

到了不同程度威胁。有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兰科

植物多样性的调查及其分布格局等的分析，探讨金

佛山自然保护区兰科植物的分布特点及其与环境和

人为活动的关系，以便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定

理论依据。

$ 研究地概况

金佛山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南部南川区境内

（东经 $#EPJHQ R $#*P"*Q，北纬 "IPHEQ R "DP%I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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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7，最低点在骑龙乡柏林的鱼跳岩，

海拔 %H# 7，相对高差 $ D$$ 7；幅员面积 $ %## S7"。

金佛山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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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内外应力的作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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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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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分布因受地质构造和生物气候因素的相互作

用，具有地带性和区域性及明显的垂直带状分布的

特点，其主要成土母质为石灰岩、砂岩和页岩等，主

要土壤类型有黄壤、黄棕壤及少量亚高山草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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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酷暑，立体

气候明显。根据位于南川市金山镇海拔 ! "## $ 的

金佛山气象观测站的多年观测记录，金佛山年平均气

温 "% & ’，极端低温 ( !)% ) ’，极端高温 *+% * ’，年

平均降水量 ! &+,% , $$，平均日照时数 ! #-+% ) .。

平均 !# ’的活动积温 , )&, ’，相对湿度 +#/ 。

金佛山处于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中地

区与西南地区的交接部位，位于我国 & 大植物自然

分布中心之一的“ 鄂西—川东植物分布中心”［"0+］，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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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植物的自然分化和分布中心。此外由于金佛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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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区域植物种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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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不可多得

的中亚热带植物集中分布中心之一。根据调查鉴定

结果和历史记载，金佛山地区分布的各类野生植物

已经达到 &," 科 ! -&, 属 1 *-1 种［!#0!*］。

* 研究方法

*### 年以来，笔者在开展金佛山喀斯特地区经

济植物资源调查期间，于每年的不同季节对保护区

的兰科植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调查范围涉及

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调查中统计了兰科植物

的种类、生活型（ 地生、附生、腐生）、数量、海拔高

度、分布地区和范围及生境等内容；并从海拔 &)# 2
* *,! $，每 &## $ 分段，共划分为!（&)# 2 -## $）、

"（-## 2 ! ### $）、#（! ### 2 ! &## $）、$（! &##
2 ! 1## $）、%（! 1## 2 ! +## $）、&（! +## 2
* *,! $）等 1 个海拔段，统计各海拔段兰科植物种

类数量和各生态型种类数量，分析其垂直分布格局。

保护区内兰科植物濒危等级按照《 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第一卷进行评估［-］。各海拔段之间兰科植物种

类的 相 似 性 系 数 采 用 3455467 指 数（ !" ）进 行 计

算［!&］，其计算公式为 !" 8 " #（$ 9 % ( "）。其中 $、% 分

别为 &、’ 海拔段的兰科植物种类数量，" 为两海拔

段之间共有的兰科植物种数。

& 结果与分析

&% ! 物种多样性

调查中实地记录到保护区内兰科植物 )" 属

!!) 种（含种下分类单位，下同），包括 )- 种中国特

有种和 & 种金佛山特有种。其中区内兰科植物属、

种的总数分别占中国兰科植物总属数（ 约 !-# 属）

和总种数（约 ! *,# 种）的 *"% *)/ 和 +% !*/［!)0!1］。

与广东南岭、湖北神龙架和贵州梵净山兰科植物的

属、种数相比，金佛山的兰科植物的属数比以上 & 地

分别高出 *1% &*/、&&% &&/ 和 &&% &&/，种数则比以

上 & 地分别高出 1*% "1/、+#/ 和 1#% ,1/ ［1，!-0!"］。

金佛山兰科植物中，腐生型有 - 种，附生型有

&! 种，地生型有 -1 种。兰科植物分布的总体特点

是：个别常见种类数量相对较多，如春兰（!()%*+*,
-) ./01*2.**）、套 叶 兰（ !3 4(501*6/7*-)）、蕙 兰（ !3
6$%01*）、扇脉杓兰（!(51*50+*-) "$5/2*4-)）、独蒜兰

（870*/20 %-7%/4/+*/*+09）、杜鹃兰（!10)$9:1$ $5502+*4,
-7$:$）、绶草（;5*1$2:<09 9*2029*9）等；大多数种类都是

零星分布，数量稀少，有些种类极其稀少，例如血叶

兰（=-+*9*$ +*94/7/1）仅见两处，不足 !# 株，一叶兜被

兰（ >0/::*$2:<0 )/2/5<(77$）仅 见 ! 株，广 东 石 斛

（?02+1/%*-) @*79/2**）仅见 ! 处，新记录种毛瓣杓兰

（!(51*50+*-) 6$1.09**）仅发现 ! 处总计 * 株，新种流

苏盆距兰（A$9:1/4<*7-9 %10B*6*)%1*$:-9）仅分布在不足

! :$* 的范围内（该新种已经得到陈心启先生确认，

《A$9:1/4<*7-9 %10B*6*)%1*$:-9 ;% <% =>，4 ?@A BC@5>@B DE
F65.>745@4@ E6D$ G.D?HI>?H，G.>?4》一文即将在 JF0
KFJ 发表）。

&% * 垂直分布格局

金佛山的不同生活型兰科植物的垂直分布存在

较大差异。腐生型主要分布在海拔 ! ,## $ 以上地

区，其中仅天麻（A$9:1/+*$ 07$:$）和毛萼山珊瑚（A$,
70/7$ 7*2+70($2$）在 ! *## $ 以下地区有少量分布；附

生型则多见于海拔 ! 1## $ 以下的范围，其中的曲

茎石斛（?02+1/%*-) 670C*4$-70）、细茎石斛（?3 )/2*7*,
6/1)0）、石斛（?3 2/%*70）、云南石仙桃（8</7*+/:$ (-2,
2$2029*9）、独蒜兰和单叶厚唇兰（D5*.02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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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少数种类分布到 ! "## $ 以上的区域；地生型

因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而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从 %&#
$ 到山顶的广泛区域内均有分布，以海拔 ! ### ’
! (## $ 的范围内分布的种类相对较多，分布较为

集中，因此在海拔梯度上兰科植物的分布总体呈现

出中间膨胀型的趋势。

%) % 不同海拔段兰科植物的濒危程度

对金佛山兰科植物不同海拔段的种类、濒危等

级［!*］及各类群的数量统计和比例分析后发现（ 表

!，其中“濒危等级”栏中括号内为某一濒危等级所

含物种总数，“海拔”栏下各列中括号内百分数指同

一海拔梯度下某一濒危等级物种种数占所有濒危等

级物种总数的百分比），金佛山自然保护区兰科植

物在 "## ’ ! ### $ 范围内种类最多，达到 +# 种，同

时这个海拔段分布的受威胁的兰科植物种类也最

多，其中极危 & 种，渐危 !, 种，除海拔 "## $ 以下地

区外，其他海拔段的受威胁兰科植物种类都较多，且

种类都在 !# 种以上。

表 !- 各海拔段兰科植物统计 种

濒危等级
海拔段

! " # $ % &

极危（!&） ,（") !.） &（/) #.） %（/) !.） %（") !.） &（!!) !.） +（!() ".）

渐危（%#） %（!#) ".）!,（,&) #.） "（!/) *.）!#（,%) /.） /（,,) ,.） (（,#) #.）

易危（,%） &（!&) %.） /（!() #.） (（!() ,.） /（!*) #.） *（,+) #.） "（,%) %.）

近危（,"） /（,/) (.）!%（,() #.）!!（,*) ".）!!（,() ,.）!!（%#) (.） *（%#) #.）

无危（,#）!!（%*) %.）!%（,() #.）!#（,") !.）!#（,%) /.） &（!!) !.） %（!#) #.）

总计（!!&） ,/ +# %" &, %( %#

从数量看，各海拔段受威胁种类以 "## ’! ### $
范围内种类最多，达到 !( 种，但从比例上分析则以

! *## $ 以上地区的比例最高，达到 %(. 以上，其次

分别为 ! (## ’ ! *## $ 段、"## ’ ! ### $ 段 和

! %## ’ ! (## $ 段，受威胁物种分别约占该段总种

数的 %%.、%,. 和 %!.，这表明受威胁物种的主要

分布范围为中高海拔地段。就近危和无危种类来

看，则发现两者所占比例总和随着海拔的升高基本

呈逐渐减小的趋势，在研究中所划分的海拔梯度段

由低到高分别约为 (/.、+,.、+".、+#.、&,. 和

&#.；其中尤其以海拔 "## $ 以下地区所占比例最

高，即低海拔地区物种受威胁程度相对较低，资源保

存状况更好。

调查发现金佛山有 ,# 种无危兰科植物，而其中

的约 "#.的种类分布于海拔 ! %## $ 以下，包括生

于海拔 ! ### $ 以下地区的密花石豆兰（#$%&’()*%+
%$, ’-’./0"!!",$,）、独蒜兰、白芨（#%10"%%/ !0."/0/）、

莎叶兰（2*,&"-"$, 3*(1."4’%"$,）等种类在低海拔地

区都较为常见。这种独特的分布格局缘于金佛山独

特的自然环境条件。金佛山自然保护区地形复杂多

变，山体切割纵深，山谷密布且落差较大，多数山谷

由于地势险要而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这些地区

的植被保存较为完好，为大量野生生物的保存提供

了有利条件，这种分布格局与其他地区有着显著的

区别［+0(］。

%) & 不同海拔段兰科植物的区系成分

保护区记录的 !!& 种兰科植物隶属于 &/ 属，笔

者根据吴钲镒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

划分原则，对其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了分析（ 另文

报道）。根据《中国植物志》等文献记载的分布地区

和范围，对保护区内兰科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进行

了初步的划分［!&0!(］。其中记录最多的为中国特有

成分，达到 &! 种，主要为分布于西南至华南的种类，

其垂直分布主要在海拔 ! ### $ 以上区域，低海拔

地区种类较少；其次为东亚分布型、热带亚洲分布型

以及温带亚洲分布型的种类，这 % 个类型的垂直分

布特征大体一致，海拔 %&# ’ , ,+! $ 的范围内均有

分布，但主要分布于海拔 "## ’ ! (## $ 的范围内，

"## $ 以下及 ! (## $ 以上地区分布的种类较少；北

温带分布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型的种类较

少，但垂直分布范围仍较为广泛；泛热带分布型 !
种，主要分布海拔 /## $ 以下的山谷林下或岩石上；

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型 , 种，分别见于海拔 "## $ 以

下的阴湿山坡林下和 ! %## ’ ! (## $ 的阴湿山坡草

地或灌丛下（表 ,）。

表 ,- 不同海拔高度的兰科植物区系成分分析 种

分布区类型
海拔段

! " # $ % &
总计

,) 泛热带分布 ! ! #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 + & % # （*）

") 热带亚洲分布 ( !! !# + & & （!*）

/) 北温带分布 ! % , ! , ! （+）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 # ! # # # （,）

!!) 温带亚洲分布 ( / * !# ( , （!"）

!&) 东亚分布 + !! !! " " + （,#）

!+) 中国特有分布 & " !& !( !" !" （&!）

!() 合计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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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不同海拔段分布的兰科植物数量分析，以

"## $ % "## & 范围内的种类最多，低海拔和高海拔

地区分布的种类相对较少，在总体分布趋势上呈现

出明显的中间膨胀型。从表 ’ 数据看出，金佛山自

然保护区兰科植物中具有热带性质的种类主要分布

于海拔 "## $ % (## & 的范围内，在海拔 "## & 范围

分布的数量也较少，这同样缘于如前所述的金佛山

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

() * 不同海拔段兰科植物的相似性系数

根据金佛山兰科植物的分布情况，分别按照不

同海拔段进行种类统计和物种相似性系数分析（ 表

(）。结果表明，不同海拔段之间兰科植物种类的相

似性系数不同，说明了水热条件和植被状况对兰科

植物的物种组成和分布产生了较大影响；相邻的海

拔段具有相近的生态环境，兰科物种组成也近似，因

此相似性系数较高；海拔 % ### $ % +## & 范围内由

于人为活动较为频繁，虽分布的兰科植物种类较多，

但相邻海拔段间物种相似性系数却较低，主要原因

是由于该海拔段受到了较多的人为干扰，植被破坏

严重，降低了兰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及其自然分布

状况。

表 (! 不同海拔段兰科植物物种相似性系数

海拔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论

本项研究表明，金佛山自然保护区兰科植物区

系具有以下特征：%）种类丰富，区系成分复杂多样，

调查表明金佛山共分布有各类兰科植物 -. 属 %%-
种，按照吴钲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

原则，可以划分为 . 种分布区类型；’）特有现象明

显，共分布有中国特有兰科植物 -" 种，包括 ( 个金

佛山地方特有种；(）垂直分布格局明显，在海拔梯

度上兰科植物的分布总体呈现出中间膨胀型的趋

势；-）不同海拔段的兰科植物濒危程度存在较大差

异，低海拔地区物种受威胁程度相对较低，资源保存

状况更好，这种分布格局与其他地区有着显著的区

别；*）区系的温带性质明显，同时具有一定的热带

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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