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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丽水市 白云 山木本植物 区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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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丽水市 白云山位于浙南 山区，是浙 江木本植物 区系最丰富 的地 区之 一 ，共 有木本 植物 77科 ，200属 ， 

446种 。该地区古老孑遗植物和珍稀濒危 植物 较多 ，温带和 亚热带植 物成分 占优 势 ，与 世界各 地有广 泛 的联 

系 ，是 我国南北植物 区系的交汇地及过渡地带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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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the plant flora 0f Baiyun M ountain 

in Zhej iang Provin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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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iyun Mountain，located in the south of Zh~iang，is one of the richest area of Zh~iang in woody 

plant flora．It contains 77 families，200 genera，446 species(including subspecies，varieties and form)．There 

are abundant ancient，relict，rare and nearly exerminate plants；the temperate and subtropical elements of the 

woody flora have a dominant position；the floristic elements are in wide connection with the flora of world；it is 

the area where East China，Central China and North China are conve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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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境 内，地处丽水盆地 

边缘 ，自然环境为 中低 山地貌 ，区内山峦重叠，沟谷 

纵横 ，地貌特征复杂。其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造就 

了植物生存、繁衍的 良好环境 ，植物种质资源丰富。 

丽水市虽然被确定为国家第 四个生态示范区，在生 

态立市形势下 ，政府部门极为重视对生态资源、动植 

物资料的开发利用，但至今未见有人对此地区进行 

过系统的调查 。因此了解 白云山植物区系的内在规 

律 ，对进一步推动丽水市植物资源的保护 、合理开发 

与利用 ，促进山区经济发展 ，搞好城市建设等均有重 

要意 义。 

1 自然条件概况 

白云山地处浙南山区，鸥江中游的丽水市以北， 

地理座标于 l19。52 ～l19。58 E，28。23 ～28。27 N 

之间，地形复杂，最高峰海拔 1 055．5 rrl。本区属中 

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潮湿，雨量 

充沛，光照充足 ，日照和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 18．1 

℃，日平均气温稳定 ，超过 1O℃的有 251 d，平均年 

降水量 1 392．8 mm，其 中 4～6月份 占年降水量的 

46．2 ，平均年蒸发量为 1 502．2 mm，相对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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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 ，平均 日照时数 l 828．2 h，日照率 4l 9／6，平 均 

无霜期 256．3 d。白云山体 由地质新构造运动强烈 

抬升形成 ，地表 岩相以侏罗纪 凝灰岩 为主 ，白垩 纪红 

砂岩 、花 岗岩局 部分布 ，不同的地形 地貌基岩母质 发 

育形成不 同的土壤类 型 。本 区土壤类型为红壤 和黄 

壤两个土类 ，均为地带性 土壤 ，以红壤为 主。红 壤广 

泛分布在海拔 600 ITI以下 的低地 丘 陵 ，黄壤 分 布在 

600 ITI以下的 中低 山。 

2 森林植被概况 

根据对 森林植 被 的调 查 ，本 区 自然 植被 的 主要 

类型有：常绿阔叶林、常绿一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 

叶混交林、针叶林、毛竹林等类型。常绿阔叶林分布 

在海拔 500～ 900 ITI处 ，是 本 区物种 组 成结 构 较 复 

杂 的植 被 类 型 。乔 木 层 主 要 由甜 槠 (Castanopsis 

eyrei)、木荷 (Schima superba)、青 冈栎 (Cyclobal— 

anopsis glauca)、褐 叶青 冈 (C．stewardiana)、小 叶 

青冈(C．gracilis)等组成。常绿一落叶阔叶混交林 

分布在 常绿 阔叶林 以上 ，白海 拔 8l0～ l 000 rfl处 ， 

主要分 布在太 山 主峰周 围 ，面 积 不 大。乔木 层 主要 

由褐叶青冈、甜槠、小叶青冈、木荷、短柄桴(Quercus 

glanduli fera var． brevipetiolata)、雷 公 鹅 耳 枥 

(Carpinus viminea)、锥 栗 (Castanea henryi)、化 香 

树 (Platycarya strobilacea)、青 榨 槭 (Acer davi— 

dii)、臭辣树 (Euodia rgesii)等组成。针阔叶混 

交林是原有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林或黄山松 

(P．taiwanensis)林经多年封山育林后 ，向常绿 阔 

叶林恢复演替的过渡性类型。乔木树种分别由马尾 

松或黄山松组成主林层 ，次林层 由木荷、甜槠、青冈、 

石栎 (Lithocarpus glaber)、厚 皮 香 (Ternstroemia 

gymnathera)、锥栗等组成 。本 区的针 叶林有马尾 

松林、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林 、黄 山松 

林 、柳杉 (Cryptomeria fortunei)林 、湿地 松 (Pinus 

elliottii)林 、火炬松 (P．taeda)林 、晚松 (P．rigida) 

林等。马尾松林垂直分布于海拔 800 m 以下，乔木 

层以马尾松占绝对优势，伴生树种有木荷、甜槠，青 

冈、石栎 、厚 皮香 、枫香 (Liquidambar r 0s彻口)、 

锥栗等。杉木林为人工林 ，树种组成绝大多数为纯 

林，混有少数马尾松林和其它阔叶树种。黄 山松林 

为 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 ，分布在海拔 l 000 ITI上下 

太山主峰的岗脊和顶部。柳杉林主要分布在 白云山 

庵堂 400～700 m的 山岙 、山坡处 ，为少量 片状纯 

林 。湿地松林、火炬松林 、晚松林主要为 70年代从 

国外引种的人工林 ，分布于海拔 500 m 以下 ，林 间 

混有相 当数量 的马尾松天然更新 幼树 。毛竹林 由于 

长期人为经营多以纯林而存在，混有少量马尾松、杉 

木和常绿阔叶树种，如木荷、甜槠 、泡桐(Paulownia 

fortunei)等 。 

3 木本 区植物 区系统计及分析 

3．1区系成 分及分析 

根据我们采集 的 l 000余 份野 生木本植物标 

本 ，同时参阅白云山林场史资料，本区野生木本植物 

共 有 77科 ，200属 ，446种 (含 种下 分类 单 位) ，虽 

然仅占全国木本植物总种数 的 5．6 ，但分别占 

浙江木本植物科 、属、种总数的 70．64 9／6、47．3l 、 

34．3 。 ，这说 明本 区系是 浙江木 本 植物 区系 中多 

样性丰富的区域 ，对浙江木本植物区系的组成具有 

重要影响，这与该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 

地形等外界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表 1)。 

白云 山木 本植 物 区系历 史起 源古 老 ，从 寒武 纪 

初开始 ，本 区一直是上 升趋势 ，复 杂的地形 条件和多 

样的气候条件 ，为植 物 的 生息 繁衍 提供 了有 利 的生 

态环境 ，因而保存 了大量古 老 、原始 的类 群 。本 区系 

木本植物 中，裸子植物 7科 l2属 l4种，其中松科 

(Pinaceae)中较为原始的松 属(Pinus)有 3种。此 

外，白云山拥有众多原始的或是古老的被子植物类 

型，如木兰科(Magnoliaceae)，一般被认为是最原始 

的被子植物 之一 ，在 白云 山分布的有 3属 4种 ，而鹅 

掌楸(L r 0 鲫 r0 chinense)是第三纪著名的残遗 

植物 ，是东亚 一北美 间断分 布 的典 型例 证 。金 缕梅 

科 (Hamamelidaceae)也是 一个 古 老 而复 杂的科 ，是 

许多科 、属演化的起点“ ，在 白云山分布的就有 4属 

5种，其中枫香树属(Liquidambar)是古老而原始的 

木本植 物 ，为浙江的乡 土树种 ，分布 比较普遍 。与 

之相似的科还有五味子科(Schisandraceae)、腊梅科 

(Calycanthaceae)、杜 仲科 (Eucommiaceae)、钟 萼木 

科 (Bretschneideraceae)以 及 大 血 藤 科 (Sargento- 

doxaceae)等，它们多是含单种属或少种属的古老残 

遗植物。白云山木本植物 中合生心皮的菜荑花序类 

群也有体现，如桦木科 (Betulaceae)、杨柳科(Sali- 

caceae)、胡 桃科 (Juglandaceae)、桑科 (Moraceae) 

等 。因此 ，无论从哪一学派来看，丽水 白云山均有 

不少原始或古老的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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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丽水白云山木本植物统计 的性质 。 
Table 1 Statistics of woody plants in Baiyun M ountain 

3．2科型 的统计 分析 

白云山木本植物包含 77个科 ，其中所含种类超 

过 10种的大科有 11个，它们是蔷薇科(Rosaceae) 

(10／40：属／种 ，下 同 )、豆 科 (Leguminosae)(13／ 

29)、壳斗科 (Fagaceae)(5／25)、樟科 (Lauraceae) 

(7／20)、冬 青 科 (Aquifoliaceae)(1／14)、桑 科 (4／ 

12)、鼠李科 (Rhamnaceae)(4／11)、山茶科(Theace— 

ae)(5／10)、马鞭草科 (Verbenaceae)(4／12)、茜草科 

(Rubiaceae)(10／13)、忍冬 科 (Caprifoliaceae)(3／ 

11)；较大科(含 6～9种)有 9个 ，它们分别是木通科 

(Lardizabalaceae)(4／6)、虎耳草科 (Saxmagaceae) 

(5／8)、大戟科(Euphorbiaceae)(6／8)、漆树科(Ana— 

cardiaceae)(4／6)、葡 萄科 (Vhaceae)(3／8)、杜 鹃花 

科(Ericaceae)(4／9)、山矾 科 (Symplocaceae)(1／9)、 

木犀科(Oleaceae)(3／6)、百合科 (Liliaceae)(1／6)； 

小型科(含 2～5种)有 44个；区域单种科有银杏科 

(Ginkgoaceae)、三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杨梅 

科(Myricaceae)、铁青 树科 (Olacaceae)、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钟 萼 木 科、杜 仲 科、虎 皮 楠 科 

(Daphniphyllaceae)、无患 子科 (Sapindaceae)、四照 

花科(Cornaceae)、紫草科 (Boraginaceae)、大血 藤 

科、紫葳科(Bignoniaceae)共 13个(表 2)。 

白云 山植物 区 系优势 现象 明 显 ，由表 2可 知大 

科和较大科构成了本区系种数的主体，虽然仅 20个 

科，占总科的 25．98 ，但却占本 区系野生木本植物 

总属数的 48．5 9／6，总种数的 58．97 9／6，特别是在种的 

数量上占较大的比例。本区系中的小型科和区域单 

种科组成了本区系科的主体 ，共计 57科 103属 183 

种，占总科数的 74．02 ，总属数的 51．5 ，总种数 

的 41．03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白云山植物的 

多样性和植物区系的复杂性。构成本区系森林植被 

中建群种的科有壳斗科 、胡桃科、桦木科和裸子植物 

的松科。这些科是北温带的主要木本植物科，它们 

在本区系内广泛分布，构成常绿阔叶林、常绿一落叶 

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 、针叶林等森林群落，这 

进一步说明本区系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 

表 2 白云 山木本植物科型的统计 

TaMe 2 Statistics of woody plants families 

in Baiyun M ountain 

3．3属型的统计分 析 

在本 区 200个木 本植物 属 中，大 属(10种 以上 ) 

有 2个 ，共计 26种 ，占本区系野生木本植物总属数 

的 10 ，总种数的 5．8 ；中等属(含 6～9种)有 14 

个，共计 98种，占总属数的 7 ，总种数的 22 ；小 

属(含 2～5种)有 76个 ，共计 214种，占总属数的 

38 ，总种数的 48 ；区域单种属 108个 ，共计 108 

种，占总属数的 54 ，总种数的 24．2 。其 中世界 

性单型属有 13个，占总属数的 6．5 ，它们是柳杉 

属(Cryptomeria)、侧柏属(Platycladus)、棣棠花属 

(Kerria)、臭 常 山 属 (Orixa)、南 酸 枣 属 (Cho— 

erospondias)、山桐子属 (Idesia)、鸡仔木属 (Sina— 

dina)、银 杏 属 (Ginkgo)、金钱 松 属 (Pseudolarix)、 

大血藤属(Sargentodoxa)、杜仲属(Eucommia)、钟 

萼木属(BrP￡ nP dPrⅡ)、喜树属(Camptotheca)；代 

表古老残遗类 群的区域单种属和少种属 (含 2～6 

种)有 29个，占总 属 数 的 14．5 9／6，如 化 香 树 属 

(Platycarya)、檫 木属 (Sassafras)、腊梅属 (Chimo— 

nanthus)、防 己属(Cocculus)、木通 属 (Akebia)、木兰 

属(Magnolia)、石栎属(Lithocarpus)等。以上统计 

表明了白云山木本植物区系成分具有古老性。 

我们把本区含 6种以上的属做为木本植物优势 

属(表 3)，从这些优势属的分布区类型可知本区大 

多数的属为热带 、亚热带分布和温带分布，所占比例 

分别为 41．7 9／6、58．3 9／6，温带分布明显高于热带 、亚 

热带分布，但热带、亚热带分布亦不容忽视，这与本 

区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位置相符合。 

3．4种 的统计 分析 

白云 山 自三迭 纪末期 以来 ，基本 上保 持着温 暖 

湿润的气候 ，第四纪冰川期间所受的影响也不大，且 

在历次地质构 造运 动 中一 直 处于 上升趋 势 。因此 ， 

本 区保 存 了一 大批 古 老、孑 遗 植 物，如 金钱 松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一  

110 广 西 植 物 23卷 

(Pseudolarix kaemp ri)、鹅 掌 楸 、黄 山 木 兰 

(Magnolia cylindrica)等。在这些古老的植物中有 

16种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 的珍稀濒危植 物。 

其 中金 钱松 、南 方红 豆 杉 (Taxus mairei)、银 杏 

(Ginkgo biloba)、福 建 柏 (Fokienia hodgir,sii)、夏 

腊梅 (Calycanthus chinensis)、鹅 掌 楸 、杜 仲 (E“一 

commia ulmoides)、钟 萼 木 (BretschneiderIl sinen- 

sis)、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为二级保护树 

种，黄山木兰、凹叶厚朴 (Magnolia biloba)、红豆树 

(Ormosia hosiei)、银 钟 花 (Halesia macgrd’tgorii)、 

银雀树(Tapiscia sinensis)、闽楠(Phoebe bournei)、 

大血 藤 (Sargentodoxa~uneata)为 三 级 保 护 树 

种 。以上可以看出白云山环境条件的复杂性和植 

物区系发展的历史悠久性，同时这些珍稀植物也极 

大地丰富了景色的多样性和特殊的观赏价值。 

表 3 白云 山木本植物 优势属的主要分布 区 

Table 3 M ain distribution region of woody plants 

dominant genera in Baiyun M ountain 

属名 分布区 
Name of genera Areal—types 

种数 
No．of 

specles 

4 木本 植物 区系的地理 成分分析 

本区系在地理成分上显示出多方交汇的特点。 

根据吴征镒先生 的划分方法 ，将白云山木本植物 

200个属分为 i3个分布区类型(表 4)。 

4．1世 界广布成 分 

植物区系中世界分布属所 占的比例可反映出某 

一 区域植物区系的进化程度、生态环境的特异性、人 

类活动的历史和影响程度 ，故在分析植物区系的地 

理成分时 ，本文将世界分布属计算在 内 。本区系 

木本植物中只有 5个属属于世界广布成分，即铁线 

莲属 (Clematis)、悬 钩子 属 (Rubus)、枳棋 属 (Hove— 

nia)、藤 黄属 (Hypericum)、鼠李属 (Rhamnus)。 占 

本区系木本植物的 2．5 ，为本 区林下灌木层的主 

要成分。 

4．2热带属 的统计分析 

热带分布属是指分布于南北两半球热带地区的 

属 。表 4中第 2～7类热带成分共 90属，占总属 

数的 45 。由此可见 ，热带分布属在白云山木本植 

物区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本区系植被的组成具有 

重要意义。其中泛热带分布与本 区联系最密切 ，是 

热带分布中最丰富的一种，此类成分本区有 37属分 

布，如榕属 (Ficus)、算盘子属 (Glochidion)、冬青属 

(Ilex)、黄杨属 (Buxus)、卫矛属 (Euonymus)等；其 

次是热带亚洲分布 ，本 区有 21属 ，如青 冈属 (Cy— 

clobalanopsis)、山胡椒 属 (Lindera)、石栎属 、山茶 

属(Camellia)、木荷属 (Schima)等。它们是本区森 

林植被常绿树种的主要成分。本区与热带亚洲分布 

联系最少。此类成分本区只有 4属 ，它们是常春藤 

属(Hedera)、豆腐柴属 (Premna)、水 团花属 (Adi— 

na)、狗骨柴属 (Tricalysia)。 

表 4 白云山木 本植物分布 区类型 

Table 4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woody plants in 

Baiyun M ountain 

4．3温带属 的统计 分析 

温带分布属是指分布于欧、亚、北美温带地区的 

属 。表 4中 8～12类温带成分共 105属，占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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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52．5 。其中北温带分布、东亚分布和东亚一 

北美间断分布三种类型最 多。本 区北温带分布共 

3O属，占总属数的 15 9，6，包含了在我国分布的许多 

典型北温带分布的木本属，是本区木本植物区系的 

基本成分。其 中典 型的北温带属 ，如栗属 (Casta- 

nea)、栎 属 (Quercus)、桦 木 属 (Betula)、乌 饭 属 

(Vaccinium)、杜 鹃 花 属 (Rhododendron)、忍 冬 属 

(Lonicera)等组成了本区森林植被的建群种和主要 

成分。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是指间断分布于东亚和 

北美温带及亚热带地 区的属 ，它们起源于第三纪以 

前的东亚和东南亚古热带 ，然后迁移至北美。由于 

我国东部与北美具有相似且优越的 自然历史条件， 

故两地有较多的对应种。 。本 区此类 分布共有 3O 

个属 ，如栲属 (Castanopsis)、爬 山虎属 (Partheno- 

cissus)、鼠李属等 ，其 中檫木(Sassa 口s tzumu)、凌 

霄(Campsis grandifl0 )等在本 区和北美各有一 

对应种。东亚分布本区有 32属 ，占总属数的 16 ， 

大多为第三纪古热带起源，区域单种属和少数属较 

多，仅次于泛热带分布，居第二位 。其中典型分布于 

全区的有 13属 ，占本区东亚分布总数的 40．625 。 

如三尖杉属 (CPp nz0￡nz“ )、溲疏属 (Deutzia)、南 

酸枣属 、油桐属 (Vernicia)、五加属 (Acanthopanax) 

等。此外 ，由于有些属 的分布 区偏于东亚 区的西南 

部或东北部 ，而构成 中国一喜马拉雅和中国一 日本 

分布式样的两个变型。前者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至 

我国西南部 ，有的达华东或 台湾省 。本 区这一变型 

约有 8属 ，占本 区东 亚分布 的 25 9／6。其 中侧柏属 

(Platycladus)、猫儿屎属(Decaisnea)等均为古老而 

典型的单型属或少型属 ，在我国主要产亍 f南或到 

秦岭及南亚热带地区，它们显然是第三纪 热带区 

系的残遗 。东亚分布的另一变型中国一 日茌变型 ， 

本区分布有 11属 ，占本 区东亚分布的 34．375 ，明 

显高于前者。并且比前一变型拥有更多的 老残遗 

的属 ，如木通属 、防己属 、棣棠花属等。 

4．4中国特有属 的统计分析 

白云山共有 8个中国木本植物特有属，占全国 

特有属的 4．O2 n ，这与中国特有属在我国分布状 

况有关，即总规律是 以云南或西南为中心，向华东 、 

华南和西北不同方 向辐射状分 布，并逐渐减少。 。 

且本区中国特有属 多为起源古老、形态特殊的单型 

属 ，如银杏属 、金钱松属、大血藤属 、钟萼木属、杜仲 

属等 ；其次它们 多属华 中一华东组和西市组。华南 

组仅有古热带残遗植物杉木。这表明本 区是华东、 

华中、西南植物区系的交汇点 ，与华东、华中植物区 

系的联系最密切 。 

5 结 论 

(1)丽水市白云山植物 区系与世界广大地 区联 

系广泛，地理成分复杂 ，热带分布和温带分布大体相 

当，温带分布略 占优势，显示出本区系的基本特征是 

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 ，具有温带和亚热带的双重性， 

但以温带成分 占优势。 

(2)本区地质历史悠久 ，自然条件优越，第 四纪 

冰川的影响不大，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因而保留了较 

多的单型属 、少型属和古老孑遗植物，并构成本区植 

物区系的基本成分。本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 

植物种类和数量也较多。 

(3)白云山木本植物 区系丰富，共计 77科，200 

属 446种，与华 中和华北 区系关系较密切。森林植 

被类型丰富，在海拔 500 1 055．5 m 的常绿阔叶林 

和常绿一落叶阔叶混交林中有较多的珍稀树种和天 

然次生林 ，这些区域应成为本区的研究保护核心区。 

(4)白云 山中国特有属分布 比较贫乏，只有 8 

个，仅占本区木本植物总属数的 4 ，全国特有属的 

4．O2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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