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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牛姆林自然保护区天然林植物区系组成分析 

李裕红 

(厘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厦门 361005) 

摘 要 对福建省摹坶林 6个天然林样地的植物区系组成统计舟析结皋表明，牛坶玮天然林的植物种娄组成丰富， 

在 2900m。范围有 g48种高等植物舟属 82科153属．其中蔗粪植物 l1科l4属 16种，裸子植物3辑3属3种·被子埴 

精 7 L科 136属 229种．种子植物属 的系数为 61．69‘区系地理成分鞍为复杂，属 的地理成分以热带分布型为主， 

63．36 曲热带地理成舟及 32．82 曲温带地理成分显示出牛姆林地处南亚热带北琢曲地理特点。 

关键词 天然林 植物区系 牛姆杜 自然保护区 - 

Analysis of the seed plant flora in the nature forests of Niumuiin nature reserve e，Fu]lan Province LI Yu Hong 

(College 0f Life Sciences．XiamenUniversity，Xiamen 361005)．CJEA，2001，9(4)：43～45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flora 0f six nature f0rests shows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plant species is abundant in the 

nature forests ot Niumulin nature reserve zone，there are 248 species of high plants in 2900 m m a，which belong to 

153 genera in 82 families．Among them．16 species of 14 genera in 1 L families are pteridophte，and 3 species of 3 

genera in 3 families are Gym=~osperm ，and 229 species of 136 genera in 71 families are Angiosperm．The coeHieient 

o{genus B 61．69．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窖unuB，the tropic dis but1。n pattern s the main floriatic element． 

63．36 0f the genera in the nature forests belongs to tropic，and 32．82 of the genera belongs to temperate， 

which shows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iumulin nature reserve zone that lies in northern edge of South 

Subtropical Area． 

Key words Nature forests，Flora，Niumulin，Natore reserve 

牛姆林自然保护区位于南亚热带，水热条件优越 ，至今保存有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间叶林、常绿阔叶一落叶 

阔叶混交林及针阔叶混交林等植物群落类型，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保存较好的天然林保护区。分析群落种属组 

成与地理成分是认识群落区系特征和生物多样性的首要基础 ，为此，统计分析 1999年 1O--11月野外植被样 

方调查资料，以进一步加深对牛姆林主要天然林物种多样性基础的认识。 

1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牛姆林 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省永春县下洋镇溪塔村境内，东经 117。55 ～57 ，北纬 25。23 ～2 ，总土地 

面积 25Ohm ，大部分山地海拔 500~i100m，坡度一般为30。～35o。根据吴征镒(1979)植物区系分区，该区属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南植物地区。牛姆林土壤母质为沙页岩，质地疏松，壤质主要为 

红壤和黄红壤，土层深厚肥沃，腐殖质含量高，呈酸性反应。牛姆林处于南亚热带北缘地区，属南亚热带季风 

山地气候，年均气温 18℃，生长季为350d左右，年均降水量 1 500~2000mm，雨量集中，空气湿度大。资料来 

源于 1 999年 1o～11月野外植被样方调查记录。科属种的统计为蕨类植物根据秦仁昌系统(1 978)，被子植物 

采用《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修正后的恩格勒系统，属的分布区类型根据吴征镒划分类型的原则进行统计，属的 

系数(cG)公式为属的总数(G)／种的总数(C)×i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物种组成分析 

本研究根据保护区的植被特点选取 6个具代表性的群落进行分析，样地情况见表 1。对2900m 样地调 

查资料统计表明，这些森林群落共有高等植物248种(含变种)，分肩82科153属，其中蕨类植物11科14属 

l6种；种子植物71科l 3 9属232种，其中被子植物22 9种，是该区的主要区系成分 ；裸子植物种类较少，仅 

· 泉州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001一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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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尾橙(Pinus massoniana)、杉木(Cun一 

amia lanceolata)及小叶买麻藤(Gnee- 

m parvlfotium)。植物的生长型乔木和灌 

木 共 I~i种，约 占高 等 植 物 总数 的 

56．85 ，草本植物 73种约占 29．44 (见 

表 2)，植物的生活型为高位芽植物有 191 

种+占绝对优势，其中常绿高位芽植物 176 

表 1 牛姆林主要天然林样地环境状况(1999年) 

Tab．1 The enviroDmeata】conditions in six plots of rtatura]forests of Niumulin 

戈斩蜂 常辱计目叶 叠鼻 
子峙常晕闫 暮叶离叶掘室# 
头栏下 常晕掏叶# 
寰 常孽饲叶# 

丑寰 常绿闫叶# 
鹃坞 常绿鞫叶# 

6 NWI5 ％ 

I95 NW20 30 

6W sE 25 

5∞ NW 15 

700 NW  ̈ ∞ 

60。 SE 船 

21船 5 

29 89 j00 

l9 6】 j00 

27 500 

25．35 500 

29 25 400 

种+占高位芽植物总数的92．15 ，落叶高位芽植物 15种，约占总数的 7．85％，落叶高位芽植物虽不常作为 

建群种，但也明显影响了研究区植被的外貌和季相，说明该区植被与典型常绿阔叶林有差异，表明其呈由南 

表2 6个天然林样地植物生活型分布状况 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性质。植物区系是自然历史条件长期作 

2 。mb 口 『巾 用的产物 ，按照生态学理论，植物属的系数可体现区系的丰富度和 

硒 — 广— ——— 一 生境条件的复杂程度，生境条件一致性愈高，其属的系数愈大。泉 

y p Fa~ly。⋯ 罄 Tre e S hr ub H e rb州地区有代表性的保护区与风景区植物区系属系数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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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源山风景区海拔较低+又受人为干扰较重，其生境差 

异较小，故属系数相对较高。牛姆林保护区属系数介于其 D~iyua I18"05 1 2 8 44。?53～1856 1103 5T 0 

间，从海拔高度及人为干扰程度上看，牛姆林环境异质性介— —  

于戴云山和清源山之间，故 3个区的属系数较好地反映了各自的环境条件。 

2．2 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植物种或科属的现代地理分布确定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植物分布区是指任何植物分类单位—— 

种、属或科分布的区域，即它们分布于一定空间的总和。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按照它们的分布区类型划分，由 

于属比科更能具体地反映植物的系统发育、进化分异情况及地理特征，因此本研究着重从属的角度分析群落 

样地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根据吴征镒等人的分类原则，对样地内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区泵分析结 

果见表 4。表4表明，样地内的139属种子植物可划分为13个分布区类型，样地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热带、 

表 4 天拣林样地植物■的分布区类型 

Tab．4 Distribution—types of seed plant genera in the plots of the natural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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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性质，因其属的地理成分是以热带、亚热带成分为主，第 2～7类各类热带成分共 83属，占总属数的 

63 36 (不包括世界广布种)，第 8～10类和第 12类属于温带地理成分共 43属 ，占总属数的32．82 。在83 

个热带属中全热带分布属最多，包括乔、灌、草各种生活型，如樟科的厚壳桂(Crypt~'arya)、五加科的树参属 

(Dendropanax)、豆科的崖豆藤属(Mil~ettia)、藤黄檀唇(Dalbergia)、红豆属(Ormosia)、马鞭草科的紫珠属 

(Calticarpa)以及买麻藤科的买麻藤属(Gnetum)等，这些常见成分在牛姆林植被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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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热带亚洲分布属，这种类型中绝大多数为亚热带至热带分布．如新水姜 子属 (̂ 。 m一)、润萜：山 

(Maĉ订“ )、山荼属(Camellia)、黄杞属(Engelhardtia)等，这些种类植物常是群落的建群种；旧世界热带成 

分既包括象砂仁(Amomum)主产热带亚洲的植物，也包括分布于亚热带如芭蕉科的芭蕉属(Musa)等，还含 

有一些可延伸到温带地区的成分如野桐属(Mallotus)、吴茱萸属(Euodia)、楼梯草属(Elatostema)等 在 43 

属温带成分中东亚北美间断成分居多，主要包括栲属(Castarmpsis)、石栎属(Lithocarpus)、枫香属(Liq一 

“idambar)等，其中栲属的、多个种在群落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米椎(Castanopsis carlesii)、拉氏栲 (c． 

1amontii)、栲树(c． rgeMi)等均为主要的建群种，闽粤栲(c．fissa)在某些群落的更新层中地位显著．在占 

总届 l0．07 的 东 亚 分 布成 分 中有 猕 猴 桃科 的猕 猴 桃 属 (Actinidia)．山茱 萸 科 的 四 照 花 属 

(Dendrobenthamia)、金缕梅科的蜡瓣花属(Corylopsis)、壳斗科的青冈属(Cyclobanopsis)等。第三纪古热带区 

系后裔猕猴桃属的存在，也显示了东亚植物区系成分的第三纪古热带共同起源性。在 6个天然林样地内中国 

特有属有 3个，即苦苣苔科的台阉苣苔(Titanotrichum)、金缕梅科的半枫荷(Semiliquidambar)及胡桃科的 

青钱柳(Cydocayya)，这些中国特有属的存在反映了该地区植物区系的古老性质 

3 小 结 

牛姆林天然植被的植物种类组成丰富，在2900m 范围有248种维管植物分属 82科 153属，其中蕨类植 

物 l1科 l4属 l6种，裸子植物 3科 3属 3种．被子植物 71科 136属 229种；其植物区系地理成分较为复杂， 

属的地理成分以热带分布型为主，63．36 的热带地理成分及 32．82 的温带地理成分显示出牛姆林地处南 

亚热带北缘的地理特点；属的系数为 61．69，区系丰富度及生境条件的复杂程度介于清源山和戴云山之间， 

比前者高．较后者低．与其海拔高度及受人为干扰程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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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征订 · 

欢迎订购《小麦遗传学 》 

由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庄巧生、李振声先生作序，张正斌博士、研究员编著的《小麦遗传学》近日已由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 9O多万字，共 20章，前 7章为总论，主要介绍了小麦遗传基础理论，即小麦(染色体组和细胞质)的 

起源与进化；小麦染色体遗传；小麦染色体遗传育种工程 小麦染色体遗传分析·小麦的基因定位 小麦遗传变异的检测；小麦 

的基因和基因组。后 13章针对小麦遗传育种的各个重要研究方向，系统地从性状数量遗传到染色体基因定位以及分子遗传和 

基因工程方面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即小麦农艺性状的遗传 小麦矮秆遗传；小麦抗病性遗传 ；小麦抗逆性遗传刊、麦品质 

遗传 小麦阶段发育和早熟性遗传；小麦营养遗传·小麦生理遗传；小麦细胞质遗传·小麦雄性不育遗传；小麦无融合生殖遗 

传刊、麦远缘杂交遗传和小麦分子遗传。特别是该书附录部分介绍了截止 2000年底以前的所有基因定位{[总目录，读者可从 

中全面了解小麦遗传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 该书每册定价100．O0元，适于广大小麦遗传育种研究人员和有关农业院校师生阅 

读，可作为研究生参考书和教材 另外还有少量由张正斌和王德轩先生 1992年编著的《小麦抗旱生态育种》，每册定价 5
． O0 

元}《遗传传递力和遗传变异力的概念与发展》每册定价 2 O0元，欢迎购买，以上 3奉书邮费共 5．00元。请从邮局汇款，地址： 

(050021)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路 286号f联系人：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图书馆棣萍；电话；(0311)5871 751； 

Emai[：zhengbinz@hotmai[．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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