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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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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重庆玉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种子植物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归类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区种子植

物类群丰富，共有种子植物 $+# 科、F## 属、$ #*J 种，其中裸子植物 I 科、$+ 属、$I 种，被子植物 $J" 科、+I+ 属、$ #+F
种；"）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较为复杂，具有中国绝大多数的科分布区类型与所有属的分布区类型；E）种子植物起源

古老；J）优势科、属明显；+）各类群生活型中，数量上以草本为主，而对公园影响而言，木本种类更为重要；F）地理成

分复杂，温带性质明显且具有较深的热带渊源；*）与邻近风景区相比，公园种子植物科的数目及属的种类较多，但种

的数目较少。以上结果可为该区森林公园的建设、保护与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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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坐落于重庆市大足县东

南，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 东经 $#+M"IN O $#FM#"N，
北纬 "%M"EN O "%M+"N）。其地处川南平行岭谷褶皱

区，属巴岳山余脉的浅丘带坝区；最高海拔 %EJ :，

最低海拔 "FJ :，森林覆盖率高达 %"P 。地表起伏

和缓，中部平缓，下部山沟纵横，以浅丘向宽谷为主。

该区 属 亚 热 带 湿 润 性 季 风 气 候 区，年 均 气 温

$F) I Q，无霜 期 E"$ R，年 积 温 F EFF Q，年 日 照

$ E$F 5，年降雨量 $ ##F ::，相对湿度为 IJP 。其

地带性植被是常绿阔叶林，植物种类尤其是珍稀保

护植物繁多，如桫椤（!"#$%&’"( #%’)*"$#(）、金毛狗

（+’,$-’*. ,(/$.0-1）、南 方 红 豆 杉（ 2(3*# 4&’)0)#’#
5(/6 .(’/0’）、银杏（7’)89$ ,’"$,(）等［$］。

长期以来，人们对该地的关注仅仅集中于旅游

开发，而动植物多样性急剧丧失；由于本底资源不

清，尤其是植物区系特征不明，严重制约了资源的保

护、开发和利用。植物区系（S2-/1）是指在一定地区

或国家所有植物种类的总和，是植物界在一定自然

地理条件下，特别是在自然历史条件下，综合作用、

发展、演化的结果；它是合理利用植被资源和充分发

挥植被综合效益的基础［"］。"##" 年 $# 月至 "##%
年 " 月，笔者等人在多次对该森林公园植物进行较

为详细的调查的基础上，对其种子植物区系特征进

行分析研究，以期对该森林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 植物类群组成分析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标本采集、鉴定和资料查

询［EH+］，统计出玉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共有种子植物

$+# 科、F## 属、$ #*J 种（表 $），其中裸子植物 I 科、

$+ 属、$I 种，被子植物 $J" 科、+I+ 属、$ #+F 种。占

中国种子植物总数科的 JJ) +$P 、属的 $I) *+P 和种

的 E) %EP 。占四川（文中的四川均指重庆直辖以前

的行政区域）种子植物总数科的 *I) +EP 、属的 E%)
%+P 和种的 $") +FP。

表 $! 公园种子植物与全国和四川的科、属、种的比较

玉龙山国家

森林公园

科数 属数 种数

全国

科数 属数 种数

四川

科数 属数 种数

裸子植物 I $+ $I $# EF $%+ % "I $##

被子植物 $J" +I+ $ #+F E"* E $FJ "* #*E $I" $ J*J I J+E

合计 $+# F## $ #*J EE* E "## "* "FI $%$ $ +#" I ++E

" 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 $ 科的统计分析

为便于统计，根据各科所含种数的多少，将玉龙

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种子植物科划为 + 个等级［FH%］：

单种科（含 $ 种）、少种科（含 " O % 种）、中等科（含

$# O $% 种）、较大科（含 "# O J% 种）和大科（ 含种不

低于 +#）（ 表 "）。含种数在 $# 种以下的科为 $$I
个，占总科数的 *I) F*P ，如杉科（T1U-R81@’1’）、杨

柳科（V210>16801@’1’）、车前科（&128@1@’1’）等；种数

在 $# 种以上的科为 E" 个，占总科数的 "$) EEP，如

壳斗科（S161@’1’）、蝶形花科（V1(828-01@’1’）、莎草

科（4?(’/1@’1’）等，但这 E" 科所含种数占本区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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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总种数的 !"# !!$ ，说明该区优势科明显［!%&］。

表 "’ 公园种子植物科的级别统计 科

级别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总数 占总数比例 ( $

单种科（) 种） * "* "! )+# **

少种科（" , & 种） - .+ &" !)# */

中等科（)0 , )& 种） 0 "/ "/ )!# 00

较大科（"0 , /& 种） 0 - - *# **

大科（-0 种以上） 0 * * "# 00

合计 . )/" )-0 )00# 00

根据吴征镒和李锡文关于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分

布区类 型 划 分 系 统 和 植 物 区 系 地 理 学 的 基 本 原

理［"，)0%)"］，对玉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种子植物进行

归类统计如表 *。

表 *’ 公园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数 比例 ( $

)# 世界分布 *"

"# 泛热带分布 !/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 /# 00

/# 旧世界热带分布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 **

+#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 "# 00

.# 温带分布 ". ).# !+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 /# 00

)0# 旧世界温带分布 ) 0# !+

)"#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 0# !+

)/# 东亚分布 ) 0# !+

)-# 中国特有分布 " )# **

总数（不含世界分布） )). )00# 00

该区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中，世界分布有 *"
科，如有藜科（1234565789:393）、苋科（;<9=94>29:3%
93）、蔷 薇 科（?5@9:393）、小 二 仙 草 科（A9B5=9C9:3%
93）、车前科（DB94>9C849:393）、禾本科（E=9<84393）、

百合科（F8B89:393）。热带分布（" , + 型）+& 科，包括

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旧世界

热带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热带亚洲至

热带非洲分布、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等几个分

布类型，但没有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的植物类

型；其占该地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G !+$ ，占非世界

分布科的 !!# &-$ ，如蛇菰科（H9B945625=9:393）、黄

杨科（HIJ9:393）、紫茉莉科（KL:>9C849:393）、雨久花

科（ D54>373=89:393）、茜 草 科（ ?IM89:393）、大 戟 科

（NI625=M89:393）、樟科（F9I=9:393）、蝶形花科（D96%
8B8549:393）等。温带分布科（. , )/ 型）*+ 科，占总

科数的 "/# !+$ ，占非世界分布科的 *)# *!$ ，如红

豆杉科（O9J9:393）、毛茛科（?94I4:IB9:393）、十字花

科（1=I:8P3=93）、杜鹃花科（N=8:9:393）、忍冬科（19%
6=8P5B89:393）、桔梗科（19<694IB9:393）等；其中以北

温带分布比例最大，有 ". 科，占该地总科数的 ).#
!+$ 。中国特有科 " 科，即银杏科（E84QC59:393）和

杜仲科（NI:5<<89:393），均为比较原始的单型科。

占总科数的 )# **$ ，占非世界分布科的 )# !&$ 。从

科的水平上看，玉龙山森林公园呈现出优势科明显、

区系类型较为丰富、热带性质较为显著等特征。

"# " 属的统计分析

按照玉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内属内所含种的数

量将本区种子植物 !00 属共分为 / 个等级［!%&］：单种

属（) 种）、少种属（" , - 种）、中等属（! , )0 种）、大

属（)0 种以上）（表 /）。

表 /’ 公园种子植物属的级别统计 属

级别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总数 占总数比例 ( $

单种属（) 种） )" *!) *+* !"# )+

少种属（" , - 种） * "0) "0/ */# 00

中等属（! , )0 种） 0 "0 "0 *# **

大属（)0 种以上） 0 * * 0# -0

合计 )- -.- !00 )00# 00

通过表 / 对属的统计，其中单种属占总属数的

比例为 !"# )+$ ，说明本区单种属占绝对优势，如银

杏属（!"#$%&）、罗汉松属（’&(&)*+,-.）、葎草属（/-0
1-2-.）、合欢属（324"5"*）等；少种属占总属数的比例

为 */6 007 ，如十大功劳属（8*9&#"*）、茜草属（:-0
4"*）、鸭跖草属（;&11<2"#*）等；中等属占总属数的

比例为 *6 **7 ，如木姜子属（ =">.<*）、蔷薇属（:&0
.*）、樟属（;"##*1&1-1）、茄属（ ?&2*#-1）等；大属

仅占总属数的比例为 06 -07 ，有珍珠菜属（=@."1*0
)9"*）、蓼属（’&2@%&#-1）、悬钩子属（:-4-.）等。单

种属及少种属比例较大，表明该区呈现出较为原始

的区系特征。

根据吴征镒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的划分

方案（共 )- 个大类型 *) 个变型）［)0%)"］和植物区系

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对该地区的种子植物 !00 属进

行归类统计如表 -（ 其中各分布区类型的比例均是

以不含世界分布进行计算所得）。

由表 - 可知，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种子植物包

含 )- 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和 ). 个变型，其详细分布

类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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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园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数 比例 # $

%& 世界分布 !%

’& 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及其变型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及其变型 ’! ,& !!

+& 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 !( )& %’

.&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 %-& !+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及其变型 ,( +& ’.

%(&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 -& !+

%%& 温带亚洲分布 + %& ’+

%’&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 %& .’

%*& 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 (& %.

%,&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 %’& *.

%!& 中国特有分布 %% ’& ((

总计（不含世界分布） !,) %((& ((

%）世界分布属。该区世界分布属共有 !% 属，如

蓼属（ !"#$%"&’(）、毛 茛 属（ )*&’&+’#’,）、车 前 属

（!#*&-*%"）、莎草属（.$/01’,）、灯心草 属（ 2’&+’,）
等。其中悬钩子属（)’3’,）分布于全球，主要产于北

半球温带地区，少数延伸到热带和南半球，我国有

’(( 余种，分布于全国各地，尤以西南最多，是全温

带和热带、亚热带山区的亚热带至温带森林中的主

要林下灌木类型之一。

’）热带分布属。热带分布属共 ’.! 属，占非世

界分布的 !%4 )%5。

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共 %%! 属，占该区非世界

分布属的 ’(4 )!5，是该区总属数最多的分布型，如

朴属（.0#-6,）、木防己属（."++’#’,）、冬青属（ 7#08）、曼

陀罗属（9*-’1*）、菝葜属（:(6#*8）等。其中热带亚

洲、大 洋 洲 和 南 美 洲 间 断 分 布 * 属，如 罗 汉 松 属

（!";"+*1/’,）；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
属，如雾水葛属（!"’<"#<6*）等。该分布区类型植物

常成为常绿阔叶林下物种。其中冷水花属（!6#0*）

等进一步扩展到北温带，可见这些泛热带分布属也

具有温带性质［%*］。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共有 *) 属，占该

区非世界分布属的 +4 %(5，如无患子属（:*/6&;’,）、

仙人掌属（=/’&-6*）、角胡麻属（!1"3",+6;0*）、龟背竹

属（>"&,-01*）等。

旧世界热带分布共有 *% 属，占该区非世界分布

属的 !4 !-5。吴征镒指出，这一分布型的热带型更

强且富有古老和保守成分。包括有楼梯草属（?#*@

-",-0(*）、八角枫属（A#*&%6’(）、芭蕉属（>’,*）、青

牛胆属（B6&",/"1*）、天门冬属（A,/*1*%’,）等。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共有 ’! 属，占该区

非世界分布属的 ,4 !!5。这一类型主要分布于我

国热带地区，分布于亚热带地区的属较少。包括有

苏铁属（ .$+*,）、臭 椿 属（ A6#*&-C’,）、小 二 仙 草 属

（D*#"1*%6,）、鱼尾葵属（.*1$"-*）等。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共有 ’! 属，占该区非

世界分布属的 ,4 !!5。本类型为热带分布区类型，

多为热带雨林植物，有少数种类分布于亚热带及温

带地区［%,］，且多为草本或灌木。有水麻属（90310@
%0*,6*）、铁仔属（>$1,6&0）、葫芦属（E*%0&*16*）、魔芋

属（A("1/C"/C*##’,）等。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共有 !( 属，占

该区非世界分布属的 )4 %’5。该类型不少属是组

成该 区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重 要 成 分。有 青 冈 属（ .$@
+#"3*#*&"/,6,）、新木姜子属（F0"#6-,0*）、海芋属（A#"@
+*,6*）、假糙苏属（!*1*/C"(6,）、赤杨叶属（A#&6/C$#@
#’(）等。

*）温带分布属。温带分布 ’!* 属，占非世界分

布属的 ,.4 ()5。

北温带分布共 )% 属，占该区非世界分布属的

%-4 !.5。包括有柏属（.’/10,,’,）、栎属（G’01+’,）、

蔷薇属（)",*）、茜草属（)’36*）、看麦娘属（A#"/0+’@
1’,）。本类型木本属、灌木属和草本属均有分布，但

木本属分布较为丰富，几乎包含了我国甚至整个北

温带分布所有典型的木本植物，如裸子植物中的圆

柏属（:*36&*），被子植物中的杨属（!"/’#’,）、柳属

（:*#68）、槭属（A+01）等，其中，桦木属（H0-’#*）、花楸

属（:"13’,）等普遍分布于我国西南至东北的整个森

林地区，是构成我国温带落叶阔叶林、针叶林以及亚

热带和热带山地森林的主要树种。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共有 ,( 属，占该区非世

界分布属的 +4 ’)5。有三白草属（:*’1’1’,）、北五

味子属（:+C6,*&;1*）、马醉木属（!6016,）、菰属（I6<*@
&6*）、万寿竹属（96,/"1’(）等。该分布类型也具有

木本、灌木和草本的分布，并且其中具有许多古老残

遗性质的属，如木兰属（>*%&"#6*）。

旧世界温带分布共有 *- 属，占该区非世界分布

属的 -4 !+5。有荞麦属（J*%"/$1’(）、萝卜属（)*@
/C*&’,）、益母草属（E0"&’1’,）、牛蒡属（A1+-6’(）、女

贞属（E6%’,-1’(）、苜蓿属（>0;6+*%"）等。其中草本

有重楼属（!*16, E6&&*0’,）、苜蓿属（>0;6+*%"）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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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女贞属（!"#$%&’$(）。

温带亚洲分布仅有 ! 属，只占该区非世界分布

属的 ") #!*。有大黄属（+,-$(）、附地菜属（.’"#/0
1/&"%）、刺儿菜属（2-3,4541/35/%）等。主要为草本属

植物。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共 "$ 属，占该区非

世界分布属的 ") %#*。有菠菜属（ 63"147"4）、豌豆

属（8"%$(）、黄连木属（8"%&47"4）等。

中亚 分 布 仅 有 " 属 诸 葛 菜 属（ 9’:7,/3,’4#0
($%），只占该区非世界分布属的 $) "%*。

东 亚 分 布 &% 属，占 该 区 非 世 界 分 布 属 的

"#’ (%*。包括有裸子植物的柳杉属（2’:3&/(-’"4）、

侧柏属（854&:754;$%）等；被子植物的枇杷属（<’"/=/&0
’:4）、四 照 花 属（ >-1;’/=-1&,4("4 ）、黄 鹌 菜 属

（?/$1#"4）、梧桐属（@"’("414）、南天竹属（A41;"14）

等。

)）中国特有属分布。共有 "" 属，占该区非世界

分布属的 #) $$*。分别是银杏属（B"1C#/）、杉属

（2$11"1#,4("4）、水 杉 属（ D-&4%-E$/"4）、蜡 梅 属

（2,"(/141&,$%）、杜 仲 属（ <$7/(("4）、枳 属（F/G-0
1"4）、喜树属（24(3&/&,-74）、通脱木属（.-&’43414H）、

慈竹属（A-/%"1/7454($%）等，多为单种属。

通过对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属的分析可知，该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复杂，包含了所有的分布区类型

以及一些变型。热带分布比例（*"+ ,"- ）与温带分

布比例（)%+ $,- ）相当，且热带略高于温带，可见该

区属的特征上以热带为主的同时，呈现出一定的温

带性质及过渡性质，这与该区处于亚热带相吻合。

( 生活型组成的统计分析

植物生活型（./01 0234）是植物对环境条件适应

后在其生理、结构、尤其是在外部形态上的一种具体

反映。相同的生活型反映的是植物对环境具有相同

或相似的要求或适应能力，通过生活型可以明显地

反映出植物和环境间的关系［&5,］。表 & 是对玉龙山

国家森林公园维管植物生活型的统计。

表 &6 公园植物生活型组成

分类群 蕨类植物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总计 比例 7 -

乔木 " "* ",& #"# "%+ $!

灌木 # ( #$" #$& "!+ *&

草本 ,& $ *&! &&( *&+ *#

藤本植物 $ $ ,# ,# !+ %*

合计 ,, "% " $*& " "!( "$$+ $$

6 6 由表 & 可知，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维管植物以

草本为主，有 &&( 种，占总数的 *&+ *#- ；其次是乔

木，有 #"# 种，占总数的 "%+ $!- ；第三是灌木，有

#$& 种，占总数的 "!+ *&- ；藤本最少，仅 ,# 种，占总

数的 !+ %*- 。从该区植物生活型可见，草本植物比

例最大，占有一定的优势。同时，数据显示木本植物

的比例与草本植物的比例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在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区森林植被在系统演化上处

于较为古老的位置，也与该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森林

相吻合。

) 讨论及结论

属的系数是 89::93; 于 ",)" 年提出的，等于“属

的总数 7 种的总数 < "$$”，可以反映区系的丰富度和

生境条件的复杂程度关系，生境条件越复杂，其属的

系数越小。

为体现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周围风景区的区

别，选择了与其毗邻的明月山风景区、武隆天生桥风

景区、巴岳山风景区和缙云山风景区种子植物进行

比较分析（表 !）［&5,］。

表 !6 公园与周围风景区种子植物科、属、种比较

地区 科数 属数 种数 属的系数

明月山 "() *%$ " $&" *)+ &!

天生桥 ""* )!* " #,# (&+ !&

巴岳山 "(& *!( " $)( *)+ ,)

缙云山 "(, **$ " $#( *(+ !&

玉龙山 "*$ &$$ " $!) **+ %&

从表 ! 可知，除武隆天生桥风景区外，玉龙山国

家森林公园无论是从科的数目还是属的种类上都较

其它风景区多，但种的数目却少于其它风景区；从属

的系数特性看，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属的系数最大，

也就是说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生境条件在几个风

景区中最简单。

通过对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维管植物的分析以

及对主要种子植物的区系组成统计分析，得出如下

结论。

"）种子植物类群较为丰富。共有种子植物 "*$
科、&$$ 属、" $!) 种，分别占中国种子植物总数科的

))+ *"-、属的 "%+ !*-和种的 (+ ,(-。占四川种子植

物总数科的 !%+ *(-、属的 (,+ ,*-和种的 "#+ *&-。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复杂。在李锡文划分

的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类型中，该地区有 "# 种；

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 "* 大分布区类型及变

型在该区均有分布。

(）种子植物起源古老。起源古老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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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单种、少种科，单种、少种属丰富。在科的水平

上，单种科、少种科占总科数的 !"# $!% ；在属的水

平上，单种属、少种属占总属的 &$# ’!% ，占有绝对

优势，充分说明了该区植物区系起源古老。

(）热带成分明显。在科级水平上，热带分布科

共 !& 科，占总科数的 )*# $!% ；在属级水平上，热带

分布属共 *") 属，占非世界总属数的 )’# &’% ，具有

明显的热带性质。从区系组成来看，呈现出了明显

的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性质。

)）生活型丰富。具有各种生活型，但数量上以

草本为主；而对公园影响而言，木本种类尤其重要，

藤本种类较少。

$）优势类群明显；如 +* 个大科中所含种数占本

区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 $$% 。

!）与邻近风景区相比，除武隆天生桥风景区

外，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无论是从科的数目还是属

的种类上都较其它风景区多，但种的数目却少于其

它风景区，应加大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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