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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研究
3

和太平
(广西大学 林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 ] 　根据实地调查及历史文献资料整理结果 ,统计分析了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特

征。结果表明 : (1)保护区植物种类多样性丰富 ,区系地位重要 ,已知维管束植物 219 科 912 属 2 233 种 (含变种、亚种

和变型) ,其中蕨类植物 30 科 76 属 150 种 ,裸子植物 8 科 9 属 16 种 ,被子植物 181 科 827 属 2 067 种 ; (2)区系特有性

强 ,单种及寡种的属极为丰富 ,中国特有科 1 科 ,特有属 9 属 ; (3)区系起源古老 ,珍稀濒危植物多 ,有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 15 种 ,其中 Ⅰ级重点保护植物 2 种 , Ⅱ级重点保护植物 13 种 ; (4) 居热带与亚热带过渡区 ,区系热带边缘性明

显 ,热带性质与温带性质属数之比值 (即 R/ T)为 4. 56 ; (5)区系以木本植物占优势 (种数占 47. 5 %) ,藤本植物占一定

比例 (13. 6 %) ,雨林植物景观突出。总的来说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 ,具有古热带植物区 - 马来西亚

植物亚区 - 北部湾地区的区系特点 ,但表现出明显的热带北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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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lant flora of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in Guangxi

H E Tai2ping
( Forest ry College of Guang x i Universit y , N anning , Guang xi 530004 , China)

Abstract :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 he flora of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 ural Reserve

is reported in t his paper . The result s indicate as follow : (1) The flora of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 ural Reserve is characterized wit h rich species and it is now known t hat t here are 2 233 species (inclu2
ding varieties , subspecies and forms) which belong to 912 genera and 219 families. Of all t he plant s ,t here

are 150 species of fern plant s ,belonging to 76 genera and 30 families ;16 species of gymnosperm ,belonging

to 9 genera and 8 families ;2 067 species of angiosperm ,belonging to 827 genera and 181 families. (2) There

are rich endemic element s in t his area with 1 Chinese endemic family and 9 Chinese endemic genera. The

genera of single2species and few2species account for high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genera. (3) The flora de2
rives f rom ancient origin ,t he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 s are abundant . There are 15 species belonging to

t he national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 s ,among which 2 species belong to t he first class national key p rotec2
ted plant s ,and 13 species belong to t he second class national key protected plant s. (4) The reserve is in

t ransitional region of t ropical zone and subt ropical zone ,and the flora shows conspicuous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t ropical margin. About floristic element s of genera ,t ropic element s are slightly higher t han temperate

element s ,and R/ T is 4. 56. (5) This area has characteristics of dominant woody plant s (percentage of

47. 5 %) and the species of vines make up 13. 6 % ,besides t he forest landscape is remarkable. In a word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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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flora of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 ural Reserve shows a flora characteristic of Paleot ropi2
cal Kingdom2Malaysian forest flora2Tonkin2Gulf floristic region ,and t he forest flora also shows characters

of marginal t ropics.

Key words :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 ural Reserve ;plant flora ;plant diversity

　　十万大山分布着中国少有的北热带森林 ,其植

物区系是中国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万大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十万大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核

心区域 ,该保护区植物区系是中国植物区系研究的

主要内容之一 ,对研究中国植物区系及植物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从 1925～1999 年 ,秦仁昌、陈焕镛、

侯宽昭等著名科学家 ,以及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广

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广西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南林学院、

北京大学等单位结合植物标本采集和旅游开发规划

等 ,先后对十万大山局部区域进行了一些有关植物

多样性的初步调查[1 ]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覃勇荣[2 ]

初步分析了十万大山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 ,周厚

高[3 ]对十万大山蕨类植物区系特征及垂直分布开展

了数量研究 ,和太平等[4 ] 报道了十万大山自然保护

区的植物资源状况 ,蔡毅等[ 5 ] 也报道了十万大山自

然保护区的植被特点与药用资源概况。笔者在整理

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 2001 年起多次到十万大

山自然保护区调查植物资源和采集植物标本 ,共采

集、鉴定标本 2 687 号 ,系统地统计与分析了其植物

区系特征 ,旨在更全面地了解和深入系统地研究保

护区的植物多样性 ,为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1 　十万大山植物区系形成的自然环境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桂西南 ,地理

座标为 107°29′59″～108°13′11″E ,21°40′03″～22°04′

18″N ,总面积 58 277 hm2 。

保护区包括广西上思县南部和防城区北部的山

地 ,地质历史悠久 ,山脉呈北东 - 南西走向 ,东西长

74. 4 km ,南北宽 45. 0 km ,最高峰莳良岭海拔 1 462

m ,地势陡峭、切割强烈、沟谷发育。土壤多为酸性

岩发育而成的酸性土 ,主要有赤红壤、红壤、紫色土

等土壤类型 ,其中海拔 600 m 以下广大低山丘陵以

赤红壤为主 ,同时零星分布着由紫红色岩层风化而

成的紫色土 ;600～800 m 为山地红壤 ;800 m 以上

则分布有山地黄壤 ,山顶有少量矮林草甸土。

十万大山处于中国东部北热带季风区 ,气候温

暖 ,保护区年均气温 21. 1～21. 8 ℃,极端最高温

39. 1 ℃,最低温 - 1. 9 ℃,年均气温在 20. 0～21. 8

℃,最冷月 (1 月)均温 12. 5～13. 1 ℃,最热月 (7 月)

均温 28. 0～28. 2 ℃, ≥0 ℃活动积温达 7 700～

7 900 ℃,热量在东南坡稍高于西北坡。由于主山

脉呈东西走向 ,东南坡面向海洋 ,迎临海上东南季

风 ,雨量尤为丰富 ,是广西雨量最集中的区域 ,多年

平均降水量 2 000～2 700 mm。

十万大山属于北热带半常绿季雨林、湿润雨林

地带[6 ] ,季雨林是当地气候条件下的顶极森林植被 ,

其主要成分有血胶树 Eberhardti a aurat a、紫荆木

M ad huca p asquieri 、大叶棋子豆 Cy l i nd rokel u p ha

m acrop hy l l a、茸荚红豆 Ormosi a p achycarp a、荔枝

叶红豆 O. semicast rat a f . l i tchi f ol i a、米老排 M y ti2
l ari a l aosensis、红山梅 A rtocar p us st y raci f ol i us、毛

果石栎 L i t hcar p us pseu dovest i t us、竹叶青冈 Cy2
clobal anopsis bambusi f ol i a、多环青冈 C. nemo2
rales、南宁栲 Cast anopsis am abi l is、竹叶荷 S chim a

bambusi f ol i a 等 ;沟谷雨林主要是以狭叶坡垒 Ho2
pea chi nensis 和海南风吹楠 Hors f iel di a hai nanen2
sis 为建群种 (或标志种) 的森林 ,保护区尤以狭叶坡

垒多见 ,是广西季雨林、沟谷雨林的主要分布地[1 ] 。

区域植物区系主要属于古热带植物区 ,马来西

亚植物亚区北延部分的中越植物区系 (北部湾植物

地区) [6 ] ,保护区悠久的地质历史、复杂的地形地貌

和优越的水热条件 ,造就了复杂多样的小环境 ,孕育

了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 ,衍演着古老复杂、独特丰富

的植物区系。

2 　十万大山植物资源与植物区系调查
研究方法

在整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125 ] 的基础上 ,笔者从

2001 年起 ,先后 4 次到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进行植物

资源及植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 ,野外调查主要采用线

路调查、样带调查、样方调查、访问调查相结合的方

法 ,调查季节涵盖春、夏、秋、冬四季。根据野外调查

记录、植物标本鉴定结果并结合有关资料[125 ,7216 ] ,整

理和编制《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名

录》,然后进行植物区系的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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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万大山植物区系的基本组成

3. 1 　维管束植物区系科、属、种的组成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共有维管束植物 219 科 912 属 2 233 种 (含变种、

亚种和变型 ,下同) ,其中蕨类植物 30 科 76 属 150

种 ,裸子植物 8 科 9 属 16 种 ,被子植物 181 科 827

属 2 067 种 (双子叶植物 154 科 648 属 1 713 种 ,单

子叶植物 27 科 179 属 354 种) ,详见表 1。

表 1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科、属、种的组成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families ,genera and species of vascular plant s in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分类群
Taxa

科 Families 属 Genera 种 Species

数量
No. of families

比例/ %
of total families

数量
No. of genera

比例/ %
of total genera

数量
No. of species

比例/ %
of total species

蕨类植物 Fern 30 13. 7 76 8. 3 150 6. 7

裸子植物 Gymnosperm 8 3. 7 9 1. 0 16 0. 7

被子植物 Angiosperm 181 82. 6 827 90. 7 2 067 92. 6

合计 Total 219 100 912 100 2 233 100

　　由表 1 可见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系

植物中 ,裸子植物比较贫乏 ,无论科数、属数或种数

均很少 ,仅分别占区系植物总数的 3. 7 % ,1. 0 %和

0. 7 % ;而蕨类植物则较丰富 ,科、属、种数分别占区

系植物总数的 13. 7 % ,8. 3 %和 6. 7 % ;被子植物最

为丰富 , 其科、属、种数分别占区系植物总数的

82. 6 % ,90. 7 %和 92. 6 %。因此 ,被子植物的区系

组成 ,更能反映该区系的特点。

3. 2 　种子植物区系科内的属种组成

对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科内的

属、种组成进行了统计 ,其科级数量见表 2。

表 2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级数量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families , genera and species of seed plant s in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科内含种数
No. of species

in a family

科 Families 属 Genera 种 Species

数量
No. of families

比例/ %
of total families

数量
No. of genera

比例/ %
of total genera

数量
No. of species

比例/ %
of total species

≥100 1 0. 53 64 7. 66 105 5. 04

50～99 9 4. 76 194 23. 20 642 30. 82

30～49 5 2. 65 54 6. 46 178 8. 55

20～29 15 7. 94 105 12. 56 362 17. 37

10～19 29 15. 34 193 23. 09 391 18. 77

5～9 33 17. 46 91 10. 88 216 10. 37

2～4 51 26. 98 89 10. 65 143 6. 87

1 46 24. 34 46 5. 50 46 2. 21

合计 Total 189 100 836 100 2 083 100

　　≥100 种以上的科是 Gramineae (属数 ∶种数

= 64 ∶105 ,下同) 。

含 50～99 种的科有 Papilionaceae (32 ∶90) ,

Orchidaceae (29 ∶71) , Lauraceae (11 ∶82) , Com2
positae ( 37 ∶73) , Rubiaceae ( 28 ∶68) , Theaceae

(11 ∶79) , Fagaceae (4 ∶62) , Eup horbiaceae (26 ∶

64)和 Rosaceae (16 ∶53)等 9 科。

含 30～49 种的科有 Moraceae (7 ∶45) ,Myrsi2
naceae (4 ∶38) ,Melastomaceae (12 ∶31) 、Cyperace2
ae (15 ∶32)和 Apocynaceae (16 ∶32)等 5 科。

含 20 ～ 29 种的科有 Rutaceae ( 11 ∶29 ) ,

Aquifoliaceae (1 ∶28) ,Myrtaceae (8 ∶27) ,Ericaceae

(5 ∶26) , Annonaceae (11 ∶27) , Verbenaceae (8 ∶

29) , Araliaceae (9 ∶24) , Cucurbitaceae (13 ∶23) ,

Liliaceae (11 ∶25) , Polygonaceae (3 ∶21) , Sterculi2

aceae (8 ∶23) ,Symplocaceae (1 ∶20) ,Oleaceae (6 ∶

20) ,Aselepiadaceae (1 ∶20)和 Caesalpiniaceae (9 ∶

20)等 15 科。

含 10～19 种的科有 Labiatae (14 ∶18) ,Arace2
ae (10 ∶17) ,Zingiberaceae (8 ∶18) ,Solanaceae (7 ∶

16) ,Lorant haceae ( 6 ∶16) , Meliaceae ( 10 ∶15) ,

Elaeocarpaceae ( 2 ∶18 ) , Magnoliaceae ( 5 ∶16 ) ,

Hamamelidaceae (11 ∶13) , Sapindaceae (10 ∶11) ,

Urticaceae (9 ∶15) ,Proteaceae (2 ∶12) ,Scrop hular2
iaceae (8 ∶11) ,Convolvulaceae (7 ∶11) , Palmaceae

(8 ∶16 ) , Celast raceae ( 3 ∶12 ) , Menispermaceae

(9 ∶14) , Rhamnaceae (7 ∶10) , Vitaceae (7 ∶12) ,

Gesneriaceae (8 ∶12) ,Mimosaceae (7 ∶17) , Ranun2
culaceae (2 ∶14) ,Smilacaceae (2 ∶14) , Polygalaceae

(4 ∶10) , Sabiaceae (2 ∶10) , Styracaceae (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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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rifoliaceae ( 4 ∶10) , Acant haceae ( 10 ∶11 ) 及

Umbelliferae (8 ∶11)等 29 科。

含 5～9 种的共有 33 科 ,占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17. 46 % ,如 Flacourtiaceae (6 ∶9) ,Begoniaceae (1 ∶

8) , Piperaceae ( 1 ∶7 ) , Amaryllidaceae ( 3 ∶5 ) 和

Podocarpaceae (1 ∶5)等。

含 2～4 种的达 51 科 ,占总科数的 26. 98 % ,如

Caryop hyllaceae (3 ∶4) , Gnetaceae (1 ∶4) ,Nyssace2
ae (1 ∶4) , Schizandraceae ( 1 ∶3) ,Lardizabalaceae

(2 ∶3)及 Droseraceae (1 ∶2)等。

含单属种的是 Pinacaeae ,Ochnaceae ,Sargento2
doxaceae , Molluginaceae , Malpighiaceae , Balano2
p horaceae , Taccaceae 和 Philydraceae 等 46 科 ,占总

科数的 24. 34 %。

统计结果显示 ,保护区含 10 种以上的共 59 科 ,

虽只占种子植物科数的 31. 22 % ,但其属数 ( 610

属) 、种数 (1 678 种) 却分别占总属数 (836 属) 和总

种数 (2 083 种) 的 72. 97 %和 80. 55 % ,说明这些科

是该保护区植物区系的主要代表科 ,也多数是其优

势科或表征科 ,而且这些科在海南、广东及广西其他

地区 (尤其广西热带地区) 都含有一定的种数 ,表现

出丰富的种类多样性。调查发现 ,其多数种类在十

万大山各类天然植被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3. 3 　种子植物主要科在世界区系和广西区系中的

比例

为了解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区系在广西及世界

区系的位置 ,将其中含 10 种以上种子植物的科与世

界区系、广西区系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3。
表 3 　十万大山国家级保护区区系种子植物含 10 种以上的科占世界区系和广西区系的比例

Table 3 　Proportional relations statistics of the families ( ≥10 species) of the seed plant s flora between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the world and Guangxi province

科名
Families

本区区系
(属∶种)

Flora ( Genera ∶
Species)

世界区系
(属∶种)

World flora
( Genera ∶Species)

广西区系
(属∶种)

Guangxi flora
( Genera ∶Species)

本区占世界区系比例/ %
(属 :种)

% of world flora
( Genera ∶Species)

本区占广西区系比例/ %
(属 :种)

% of Guangxi flora
( Genera ∶Species)

Magnoliaceae 5 ∶16 15 ∶250 9 ∶38 33. 33 ∶6. 40 55. 56 ∶42. 11

Annonaceae 11 ∶27 120 ∶2 100 12 ∶36 9. 17 ∶1. 29 91. 67 ∶75. 00

Lauraceae 12 ∶82 32 ∶2 250 13 ∶125 37. 50 ∶3. 64 92. 31 ∶65. 56

Ranunculaceae 2 ∶14 50 ∶1 900 14 ∶53 4. 00 ∶0. 74 14. 29 ∶26. 42
Menispermace2
ae

9 ∶14 65 ∶350 13 ∶36 13. 85 ∶4. 00 69. 23 ∶38. 89

Polygalaceae 4 ∶10 10 ∶1 000 4 ∶26 40. 00 ∶1. 00 100 ∶38. 46

Polygonaceae 3 ∶21 40 ∶1 250 4 ∶49 7. 50 ∶1. 68 75. 00 ∶42. 86

Proteaceae 2 ∶12 60 ∶1 050 2 ∶53 3. 33 ∶1. 14 100 ∶22. 64

Cucurbitaceae 13 ∶23 130 ∶900 23 ∶62 10. 00 ∶2. 56 56. 52 ∶37. 10

Theaceae 11 ∶79 30 ∶537 14 ∶116 36. 67 ∶14. 71 78. 57 ∶68. 10

Myrtaceae 8 ∶27 100 ∶3 000 12 ∶63 8. 00 ∶0. 90 66. 67 ∶42. 86

Melastomaceae 12 ∶31 240 ∶3 000 18 ∶54 5. 00 ∶1. 03 66. 67 ∶57. 41

Elaeocarpaceae 2 ∶18 12 ∶200 2 ∶28 16. 67 ∶9. 00 100 ∶64. 29

Sterculiaceae 8 ∶23 60 ∶700 14 ∶36 13. 33 ∶3. 29 57. 14 ∶63. 89

Euphorbiaceae 26 ∶64 300 ∶5 000 43 ∶148 8. 67 ∶1. 28 60. 47 ∶43. 24

Rosaceae 16 ∶53 100 ∶2 000 26 ∶196 16. 00 ∶2. 65 61. 54 ∶27. 04

Mimosaceae 7 ∶17 30 ∶1 600 7 ∶29 23. 33 ∶1. 06 100 ∶58. 62

Caesalpiniaceae 9 ∶20 150 ∶2 800 17 ∶60 6. 00 ∶0. 71 52. 94 ∶33. 33

Papilionaceae 32 ∶90 480 ∶1 2000 63 ∶250 6. 67 ∶0. 75 50. 79 ∶36. 00
Hamamelidace2
ae

11 ∶13 27 ∶140 13 ∶27 40. 74 ∶9. 29 84. 62 ∶48. 15

Fagaceae 4 ∶62 8 ∶900 5 ∶112 50. 00 ∶6. 89 80. 00 ∶55. 36

Moraceae 7 ∶45 53 ∶1 400 13 ∶72 13. 21 ∶3. 21 53. 85 ∶62. 50

Urticaceae 9 ∶15 45 ∶550 13 ∶63 20. 00 ∶2. 73 69. 23 ∶23. 81

Aquifoliaceae 1 ∶28 3 ∶400 1 ∶65 33. 33 ∶7. 00 　　100 ∶43. 08

Celast raceae 3 ∶12 55 ∶850 5 ∶51 5. 45 ∶1. 41 60. 00 ∶23. 53

Lorant haceae 6 ∶16 36 ∶1 300 9 ∶24 16. 67 ∶1. 23 66. 67 ∶66. 67

Rhamnaceae 7 ∶12 58 ∶900 10 ∶43 12. 07 ∶1. 11 70. 00 ∶23. 26

Vitaceae 7 ∶10 12 ∶700 7 ∶46 58. 33 ∶1. 71 100 ∶26. 09

Rutaceae 11 ∶29 150 ∶900 18 ∶74 7. 33 ∶3. 22 61. 11 ∶39. 19

Meliaceae 10 ∶15 50 ∶1 400 12 ∶28 20. 00 ∶1. 07 83. 33 ∶53. 57

Sapindaceae 10 ∶11 150 ∶2 000 16 ∶22 6. 67 ∶0. 55 62. 50 ∶50. 00

Sabiaceae 2 ∶10 3 ∶150 2 ∶31 66. 67 ∶6. 67 100 ∶3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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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Continued of table 3

科名
Families

本区区系
(属∶种)

Flora ( Genera ∶
Species)

世界区系
(属∶种)

World flora
( Genera ∶Species)

广西区系
(属∶种)

Guangxi flora
( Genera ∶Species)

本区占世界区系比例/ %
(属 :种)

% of world flora
( Genera ∶Species)

本区占广西区系比例/ %
(属 :种)

% of Guangxi flora
( Genera ∶Species)

Araliaceae 9 ∶24 55 ∶700 13 ∶65 16. 36 ∶3. 43 69. 23 ∶36. 92

Umbelliferae 8 ∶11 270 ∶2 800 19 ∶37 2. 96 ∶0. 39 42. 11 ∶29. 73

Ericaceae 5 ∶26 500 ∶1 500 7 ∶62 1. 00 ∶1. 73 71. 43 ∶41. 94

Myrsinaceae 4 ∶38 35 ∶1 000 6 ∶64 11. 43 ∶3. 80 66. 67 ∶59. 38

Styracaceae 3 ∶11 12 ∶180 7 ∶39 25. 00 ∶6. 11 42. 86 ∶28. 21

Symplocaceae 1 ∶20 1 ∶300 1 ∶45 100 ∶6. 67 100 ∶44. 44

Oleaceae 6 ∶20 29 ∶600 9 ∶49 20. 69 ∶3. 33 66. 67 ∶40. 82

Apocynaceae 16 ∶32 250 ∶2 000 27 ∶77 6. 40 ∶1. 60 59. 26 ∶41. 56

Aselepiadaceae 12 ∶20 180 ∶2 200 33 ∶82 6. 67 ∶0. 91 36. 36 ∶24. 39

Rubiaceae 28 ∶68 500 ∶6 000 45 ∶185 5. 60 ∶1. 13 62. 22 ∶36. 76

Caprifoliaceae 4 ∶10 15 ∶450 5 ∶49 26. 67 ∶2. 22 80. 00 ∶20. 41

Compositae 37 ∶73 900 ∶13 000 79 ∶217 4. 11 ∶0. 56 46. 84 ∶33. 64

Solanaceae 7 ∶16 80 ∶3 000 13 ∶43 8. 75 ∶0. 53 53. 85 ∶37. 21

Convolvulaceae 7 ∶11 55 ∶1 650 15 ∶40 12. 73 ∶0. 67 46. 67 ∶27. 50
Scrophulariace2
ae

8 ∶11 200 ∶3 000 29 ∶66 4. 00 ∶0. 37 27. 59 ∶16. 67

Gesneriaceae 8 ∶12 120 ∶2 000 19 ∶56 6. 67 ∶0. 60 42. 11 ∶21. 43

Acant haceae 10 ∶11 250 ∶2 500 26 ∶42 4. 00 ∶0. 44 38. 46 ∶26. 19

Verbenaceae 8 ∶29 75 ∶3 000 15 ∶81 10. 67 ∶0. 97 53. 33 ∶35. 80

Labiatae 14 ∶18 180 ∶3 500 41 ∶109 7. 78 ∶0. 51 34. 15 ∶16. 51

Zingiberaceae 8 ∶18 45 ∶700 9 ∶35 17. 78 ∶2. 57 88. 89 ∶51. 43

Liliaceae 11 ∶25 250 ∶3 700 26 ∶95 4. 40 ∶0. 68 42. 31 ∶26. 32

Smilacaceae 2 ∶14 4 ∶375 2 ∶29 50. 00 ∶3. 73 100 ∶48. 28

Araceae 10 ∶17 115 ∶2 000 14 ∶38 8. 70 ∶0. 85 71. 43 ∶44. 74

Palmaceae 8 ∶16 217 ∶2 500 15 ∶27 3. 69 ∶0. 64 53. 33 ∶59. 26

Orchidaceae 29 ∶71 735 ∶17 000 50 ∶143 3. 95 ∶0. 42 58. 00 ∶49. 65

Cyperaceae 15 ∶32 90 ∶4 000 26 ∶126 16. 67 ∶0. 80 57. 69 ∶25. 40

Gramineae 64 ∶105 670 ∶10 600 118 ∶302 9. 55 ∶0. 99 54. 24 ∶34. 77

　　由表 3 可见 ,保护区有些科种类虽然较多 ,但在

世界和广西区系中不一定占很大比例 ,而有些科的

种类虽不多 ,但其在世界和广西区系中却占较大比

例 ,这从一个侧面可看出这些科在世界及广西区系

的重要位置。

从属分类等级看 ,保护区属数占世界区系 50 %

以上的有 Symplocaceae (100 %) ,Sabiaceae (66. 67 %) ,

Vitaceae ( 58. 33 %) , Fagaceae ( 50. 00 %) 和 Smila2
caceae (50. 00 %)等科 ,这些科在世界区系中为属数

较少者 ,尤其 Symplocaceae 仅有 1 属 (即 Symplo2
cos) ,而十万大山保护区却分布有 20 种之多。属数

占世界区系较大比例的依次还有 Hamamelidaceae

(40. 74 %) ,Polygalaceae (40. 00 %) ,Lauraceae (37. 50 %) ,

Theaceae(36. 67 %) ,Magnoliaceae (33. 33 %) ,Aquifoli2
aceae (33. 33 %) ,Caprifoliaceae (26. 67 %) , Styracaceae

(25. 00 %) ,Mimosaceae (23. 33 %) ,Oleaceae (20. 69 %) ,

Urticaceae (20. 00 %) 和 Meliaceae (20. 00 %) 等科。

至于属数在广西区系的地位 , Polygalaceae , Pro2
teaceae , Elaeocarpaceae , Mimosaceae , Aquifoliace2
ae ,Vitaceae ,Sabiaceae ,Symplocaceae 和 Smilacace2

ae 等 9 科在广西有的属 ,在十万大山保护区均有分

布 ;属数占广西区系 50 %～99 %的科根据大小顺序

依次还有 Lauraceae (92. 31 %) ,Annonaceae (91. 67 %) ,

Zingiberaceae (88. 89 %) , Hamamelidaceae (84. 62 %) ,

Meliaceae (83. 33 %) ,Fagaceae (80. 00 %) ,Caprifoliace2
ae ( 80. 00 %) , Theaceae ( 78. 57 %) , Polygonaceae

(75. 00 %) , Ericaceae (71. 43 %) , Araceae (71. 43 %) ,

Rhamnaceae ( 70. 00 %) , Menispermaceae ( 69. 23 %) ,

Urticaceae (69. 23 %) ,Araliaceae (69. 23 %) ,Myrtaceae

( 66. 67 %) , Melastomaceae ( 66. 67 %) , Loranthaceae

(66. 67 %) ,Myrsinaceae (66. 67 %) ,Oleaceae (66. 67 %) ,

Sapindaceae(62. 50 %) ,Rubiaceae(62. 22 %) ,Rosaceae (61.

54 %) , Rutaceae (61. 11 %) , Euphorbiaceae (60. 47 %) ,

Celastraceae (60. 00 %) ,Apocynaceae (59. 26 %) , Orchi2
daceae (58. 00 %) , Cyperaceae (57. 69 %) , Sterculiaceae

(57. 14 %) , Cucurbitaceae ( 56. 52 %) , Magnoliaceae

(55. 56 %) , Gramineae (54. 24 %) , Moraceae (53. 85 %) ,

Solanaceae(53. 85 %) ,Verbenaceae (53. 33 %) ,Palmaceae

( 53. 33 %) , Caesalpiniaceae ( 52. 94 %) , Papilionaceae

(50. 79 %)等 39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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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数来看 , Theaceae 占世界区系的 14. 71 % ,

广西区系的 68. 10 % ; Hamamelidaceae 占世界区系

的 9. 29 % ,广西区系的 48. 15 %; Elaeocarpaceae 分别

占世界和广西区系的 9. 00 %和 64. 29 % ,Aquifoliaceae

占 7. 00 %和 43. 08 % ,Fagaceae 占 6. 89 %和 55. 36 % ,

Symplocaceae 占 6. 67 %和 44. 44 % , Magnoliaceae 占

6. 40 %和 42. 11 % ,Myrsinaceae 占 3. 80 %和 59. 38 % ,

Moraceae 占 3. 21 %和 62. 50 % ,Rutaceae 占 3. 22 %和

39. 19 % ,Lauraceae 占 3. 64 %和 65. 56 % , Araliaceae

占 3. 43 %和 36. 92 % , Sterculiaceae 占 3. 29 %和

63. 89 % ,Rosaceae 占 2. 65 %和 27. 04 % ,Urticaceae 占

2. 73 % 和 23. 81 % , Menispermaceae 占 4. 00 %和

38. 89 % ,Sabiaceae 占 6. 67 %和 32. 26 % ,Styracaceae

占 6. 11 %和 28. 21 % ,Oleaceae 占 3. 33 %和40. 82 % ,

Cap rifoliaceae 占 2. 22 %和 20. 41 % , Zingiberaceae

占 2. 57 % 和 51. 43 % , Smilacaceae 占 3. 73 % 和

48. 28 %。虽占世界区系比例较小 ,但占广西区系比

例较大的科依次还有 Annonaceae (75. 00 %) ,Lo2
rant haceae (66. 67 %) , Palmaceae (59. 26 %) ,Mimo2
saceae (58. 62 %) , Melastomaceae ( 57. 41 %) , Meli2
aceae (53. 57 %) ,Sapindaceae (50. 00 %) ,Orchidace2
ae ( 49. 65 %) , Araceae ( 44. 74 %) , Eup horbiaceae

( 43. 24 %) , Polygonaceae ( 42. 86 %) , Myrtaceae

(42. 86 %) , Ericaceae ( 41. 94 %) 和 Apocynaceae

(41. 56 %)等科。

综上分析 ,十万大山植物区系组成中主要以木

本植物科为主 ,同时从一些代表科的属数和种数占

世界区系及广西区系的比例不难看出 ,该区系在广

西乃至世界区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3. 4 　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统计分析

3. 4. 1 　科的区系成分 　根据现代地理分布特点 ,按

吴征镒等[15216 ]对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划分

观点 ,将十万大山保护区种子植物 189 科进行分布

区类型划分 ,结果是世界分布区类型有 31 科 ,泛热

带分布及其变型 96 科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

布 7 科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变型 6 科 ,热带亚洲至热

带大洋洲分布 3 科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1 科 ,

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 分布 7 科 ,温带分布及变

型 25 科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7 科 ,地中海区、西亚

至中亚分布 1 科 ,东亚分布 3 科 ,中国特有分布 2

科。

可见 ,在吴征镒划分的 15 个“科”的分布区类型

中 ,十万大山保护区区系共有 12 个类型。除 31 个

世界分布科外 ,统计各地理成分所占比例 ,结果种子

植物区系以泛热带分布科 (含变型 ,下同) 最多 ,达

96 科 ,占统计科数 (158 科) 的 61. 76 % ;其次是温带

分布 25 科 ,占统计科数的 15. 82 % ;其他成分所占

比例均在 5 %以下 ,其中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分布、热带亚洲 (印度 - 马来西亚)分布、东亚和北美

间断分布等类型各 7 科 ,分别占统计科数的4. 43 % ;

而旧世界温带分布、温带亚洲分布、中亚分布等类型

则缺乏 ,这与广西植物区系科的分布区类型基本一

致。若按世界分布科、热带分布科、温带分布科、中

国特有科进行统计 , 则世界分布科占总科数的

16. 40 % ;热带分布 120 科 ,占 63. 49 % ;温带分布 36

科 ,占 19. 05 % ;中国特有科占 1. 06 %。可见 ,十万

大山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中科的构成 ,以热带分布

科占明显优势 ,反映了其北热带植物区系的特点。

3. 4. 2 　属的区系成分 　植物属的区系成分比科更

能有效地反映植物区系的特征[17 ] 。根据种子植物

属的现代地理分布区 ,将十万大山保护区种子植物

的属划分为 14 个分布区类型 ,见表 4。

　　由表 4 可见 ,按吴征镒等[15216 ]的方法划分 15 个

“属”的分布区类型 ,其中仅中亚分布区类型在十万

大山保护区没有代表植物 ,这与广西种子植物区系

属的分布区类型数一致。在 14 个分布区类型中 ,以

泛热带分布属的比例最大 ,达 204 个属 ,占本区系总

属数的 24. 41 % ;其次是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

属 ,有 187 个 ,占本区总属数的 22. 37 % ;占总属数

比例超过 5 %的分布区类型依次还有旧世界热带分

布 (11. 72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8. 97 %) 、

世界分布及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各 5. 86 %) 、

北温带分布 (5. 50 %) 、东亚分布 (5. 14 %) ;中国特有

分布占 1. 08 %。热带性质属 (类型 2～7) 有 638 个 ,

温带性质属 (类型 8～14) 有 140 个 ,各占热带属和

温带属两者总数 (778 属) 的 82. 01 %和 17. 99 % ,两

者属数比值 (即 R/ T 比值) 达 4. 56 ,说明十万大山

保护区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明显。

(1)世界分布。世界分布 49 属 ,隶属 32 科 ,属

数占区系种子植物总属数 (836 属) 的 5. 86 % ,占中

国该类型总属数 (104 属) 的 47. 12 %。例如 Clem a2
t is , Rori p p a , V iol a , Pol y gal a , S tel l ari a , B i dens ,

X ant hi um , Pl umba go , L obel i a , S ol anum , Teucri2
um , L em na , L i p aris , J uncus , Carex , Cy perus , Di gi2
t ari a 和 Panicum 等即为该类型 ,其中以菊科的属数

最多 ,达 6 属。十万大山保护区的世界分布属大多

呈现草本性状 ,且多呈星散分布 ,因此其区系地位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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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与中国区系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flora of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with that of China

序号
No.

分布区类型
Areal2t ypes

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
Flora of Shiwandashan

中国
Flora of China

属数
Genera

占本区属
数比例/ %

Ratio of
genera in

Swds

种数
Species

占本区种
数比例/ %

Ratio of
species

in Swds

总属数
Total

Genera

本区属
数比例 %

Ratio
of Swds

总种数
Total

Species

本区种数
比例 %
Ratio of

Swds

1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49 5. 86 139 6. 67 104 47. 12 3 442 4. 04

2 泛热带分布 Pant ropic 204 24. 41 606 29. 09 365 55. 89 3 997 15. 16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rop . Asia & Trop . Aner. disjuncted

25 2. 99 108 5. 18 71 35. 21 468 23. 08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Old World Tropics 98 11. 72 250 12. 00 176 55. 68 1 499 16. 68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rop . Asia to Trop . Aust ralasia

75 8. 97 195 9. 36 149 50. 34 834 23. 38

6
热带亚洲至非洲分布
Trop . Asia & Trop . Africa

49 5. 86 74 3. 56 169 28. 99 630 11. 75

7
热带亚洲 (印2马)分布
Trop . Asia ( Indo2Malesia) 187 22. 37 358 17. 19 618 30. 26 2 641 13. 56

8 北温带分布 Nort h Temperate 46 5. 50 105 5. 04 303 15. 18 7 903 1. 33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E. Asia & N. Amer. disjuncted

34 4. 07 121 5. 81 126 26. 98 897 13. 49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Old world Temperate

13 1. 55 24 1. 15 167 7. 78 1 381 1. 74

11 温带亚洲分布 Temp . Asia 2 0. 24 2 0. 10 58 3. 45 355 0. 56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Mediterranea ,W. Asia to C. Asia

2 0. 24 5 0. 24 172 1. 16 507 0. 99

13 中亚分布 C. Asia - - - - - - 277 -

14 东亚分布 E. Asia 43 5. 14 85 4. 08 307 14. 01 1 708 4. 98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ic to China 9 1. 08 11 0. 53 267 3. 37 535 2. 06

合计 Total 836 100 2 083 100 3 169 26. 38 27 074 7. 69

　　注 (Note) :Ratio of Swds = Ratio of Shiwanda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2)泛热带分布。十万大山保护区区系泛热带

分布区类型有 204 属 ,隶属于 84 科 ,居 14 个类型属

数之首 ,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的 24. 41 %和中国

该类型属数 (365 属) 的 55. 89 % ,如 Podocarp us ,

Gnet um , B ei lschmiedi a , Cry ptocary a , A ristolo2
chi a , Pi per , S ecuri daca , D rosera , B ergi a , D ry m ar2
i a , S i da , Ery t hrox y l um , Enta da , Cassi a , D alber2
gi a , Ormosi a , Cel t is , Ficus , I lex , S choep f i a , Hey2
nea , Rourea , Dios p y ros , S t y rax , S y m plocos , V er2
noni a , L yci um , Cuscut a , L i nderni a , Dicl i ptera ,

V erbena , Cost us , S mi l ax , Cal ant he , Cl adi um , S cle2
ri a , B ambusa 和 Cy nodon 等均为该类型。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十万大山

保护区区系属于此分布类型的有 25 属 ,隶属 20 科 ,

属数占区系总属数的 2. 99 %和中国该类型属数的

35. 21 %。例如 L i tsea , Phoebe , Eury a , S auraui a ,

S loanea , Hel icteres , M al v ast rum , A t y losi a , M icro2
t ropi a , T ur pi ni a , Clet hra , Gaul t heri a , R auvol f i a ,

A gerat um , Zebri na , A rundi nari a 和 A x onop us 等

均为该类型。

(4)旧世界热带分布。保护区区系中旧世界热

带分布有 98 属 ,隶属 51 科 ,其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

数的 11. 72 %和中国区系该类型属数的 55. 68 %。

例如 Fissist i gm a , Pol y alt hi a , Uv ari a , Cass y t ha ,

I l l i gera , S tep hani a , S colopi a , M omordica , A cme2
na , S y z y gi um , Medi ni l l a , Cleist ant hus , Pavetta ,

T arenna , Emil i a , Canscora , Ehreti a , S t ri g a , Pol2
l i a , M usa , A l pi ni a , Cal am us , D racaena , Pandanus ,

Het aeri a , N erv i l i a , Centot heca 和 Cy rtococcum 等

在十万大山保护区有较多分布。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本类型在保

护区有 75 属 ,隶属 44 科 ,其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

和中国该类型属数的 8. 97 %和 50. 34 %。Cycas ,

Desmos , Ci nnamom um , Hors f iel di a , M urray a ,

A gl ai a , A ry tera , M ischocar p us , M a d huca , A l y x i a ,

Dischi di a , Zi ngiber , Di anel l a , S temona , Caryota ,

Phi l y d rum , Cleisostom a , Eri a , Phol i dot a , Eri2
achne , Eremochloa 和 L op hat herum 等即为该类型。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保护区分布的

本类型有 49 属 ,隶属 33 科 ,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

和中国该类型属数的 5. 86 %和 28. 99 %。如 A rt2
abot rys , Cl adost achys , A di nan d ra , Garci ni a , B om2

18第 7 期 和太平 :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ba x , B ri del i a , M icrodesmis , B ow ri n gi a , a x i l l us ,

S t rop hant hus , N auclea , U rop hy l l um , Gy nura ,

L a g gno , S tereos perm um , Chei rost y l is , A rt hrax on

和 M icrostegi um 等即属此类型。

(7)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 分布。本类型保

护区有 187 属 ,隶属 86 科 ,其属数占保护区区系总

属数的 22. 37 % ,占中国该类型属数的 30. 26 %。属

于此类型的有 A mentot ax us , M angl iet i a , M ichel i a ,

Tsoongiodend ron , Kadsura , A l p honsea , L i n dera ,

H y dnocarp us , H arti a , Gl ycosmis , S abi a , En2
gel hardti a , Heterop anax , Cent rostem m a , Heteros2
mil ax , Pi nan ga , R ha pis , Di nochloa 和 S p haero2
cary um 等众多当地常见属 ,其大多体现木本性状。

(8)北温带分布。十万大山区系中本类型有 46

属 ,隶属 27 科 ,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和中国该类

型属数的 5. 50 %和 15. 18 %。例如 Asarum , Ca psel2
l a , A g ri moni a , Crat aeg us , M al us , Rosa , S orbus ,

M y rica , M orus , V i t is , A cer , R hus , R hododend ron ,

A ster , L i l i um , A risaem a , H abenari a , Pl at ant hera ,

A rundi nel l a , Echi nochloa 和 Erag rostis 即属此类

型 ,多以 1 年生草本或落叶木本为主要性状。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保护区此类型有

34 属 ,隶属 26 科 ,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和中国该

类型属数的 4. 07 %和 26. 98 %。属于本类型的有

M agnol i a , I l leci um , M ahoni a , S aururus , I tea , H y2
d rangea , Photi ni a , L iqui dambar , Cast anopsis ,

L i t hocar p us , B erchemi a , A m pelopsis , Tox icoden2
d ron , N yssa , Gelsemi um , Osm ant hus , T rachelos per2
m um 和 A corus 等属。

(10)旧世界温带分布。本类型在保护区有 13

属 ,即 D a p hne , Py rus , Pal i urus , Oenant he , Peuce2
danum , L i g ust rum , M ori n da , I nul a , Cal ami nt ha ,

L eonurus 和 Paris 等 ,多呈草本性状 ,隶属 9 科。其

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和中国该类型属数的1. 55 %

和 7. 78 %。

(11)温带亚洲分布。此类型在保护区仅有 2

属 ,即 A steromoea 和 Craw f urdi a 各 1 种 ,分别占

区系总属数和中国该类型属数的 0. 24 %和 3. 45 % ,

这表明该分布区类型的属、种对十万大山区系性质

影响很小 ,同时也说明保护区区系成分与温带亚洲

联系甚疏。

(12)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保护区的此

类型亦仅有 Hopea (1 种) 和 Olea (4 种) 2 属 ,共 5

种 ,其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和中国该类型属数的

0. 24 %和 1. 16 %。说明十万大山保护区植物区系

与本分布区类型没有太多的联系。

(13)东亚分布。保护区属本类型的有 43 属 ,隶

属 32 科 ,其属数分别占区系总属数和中国该类型属

数的 5. 14 %和 14. 01 %。如 Ce p halot ax us , S t aunt2
oni a , Houtt uy ni a , A cti ni di a , B redi a , Deutz i a , Eri2
obot ry a , R a p hiole pis , S t ranv aesi a , Kum merow i a ,

S t achy urus , S agereti a , T rachycar p us , Orni t hochi2
l us , Phy l lost achys 和 Pogonat herum 等即属于东亚

分布类型。

(14)中国特有分布。十万大山保护区区系属中

国特有分布的有 9 属 ,即 Tsoongiodend ron , S ar2
gentodox a , D ysosm a , B art hea , S corpiot hy rsus ,

S emi l iqui d ambar , A rchoboehmeri a , Di plop anax 和

Tet ra p anax 等 ,隶属 8 科。本类型属数占区系总属

数的 1. 08 % ,而占中国该类型属数的 3. 37 %。可见

在保护区区系中 ,中国特有分布的属相对贫乏。

4 　结论与讨论

4. 1 　物种多样性丰富 ,区系地位重要

十万大山保护区位于热带北缘 ,山脉延绵 ,地形

地貌复杂 ,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环境 ,孕育着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 ,其中包括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区已

知维管植物 2 233 种 ,植物种类之丰富 ,与相邻地区

相比毫不逊色。如红水河上游地区面积约为本保护

区的 30 倍 ,有维管植物 1 541 种[18 ] ,比保护区少

692 种 ;又如广西大瑶山有维管植物 2 335 种 ,但面

积却是十万大山保护区的 3 倍[19 ] ,其单位面积植物

种数不及本保护区 ;另外 ,广西花坪自然保护区面积

大于十万大山保护区 ,但维管植物仅 1 601 种[ 20 ] ,比

十万大山保护区少 632 种 ;再者 ,本保护区面积为广

西总面积的 0. 26 % ,而植物种数却占广西植物总种

数[9 ]的 30. 90 % ,表明十万大山保护区是华南乃至

全国不可多得的植物资源宝库 ,是广西植物区系极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4. 2 　特有性强 ,单种及寡种的属极为丰富

十万大山保护区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体现出较

强的特有性 ,其中分布有中国特有科 1 个 ,即 Sar2
gentodoxaceae ;中国特有属 9 个 ,即 Tsoongioden2
d ron , S argentodox a , D ysosm a , B art hea , S cor piot h2
y rsus , S emil iqui dambar , A rchoboehmeri a , Di plo2
p anax 和 Tet ra p anax 等[21 ] 。

在种的特有性方面 ,据初步统计 ,保护区特有种

有十万大山苏铁 Cycas shiw and ashanica、狭叶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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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球果木莲 M angl iet i a globosa、十万大山润楠

M achi l us shi w andashanica、薄叶金花茶 Camel l i a

chrysant hoi des、显脉金花茶 Camel l i a eu p hlebi a、东

兴金花茶 Camel l i a t ung hi nensis、粗齿梭椤 Reeve2
si a rot undi f ol i a、南宁红豆 Ormosi a nanni ngensis

和锯叶竹节树 Caral l i a di plopet al a 等 ,在保护区植

物区系特有种中 ,尤以十万大山苏铁、狭叶坡垒、金

花茶组植物和粗齿梭椤等的学术及经济价值突出 ,

且区域特色强[21223 ] 。

单种属或寡种属常常是古老属的代表 ,同时也

常为特有属[21 ] 。十万大山的单种属有 Fokieni a ,

Tsoongiodend ron , S argentodox a , Houtt uy ni a , L y2
si dice , M y ti l ari a , B art hea , Tod dal i a , Chuk rasi a ,

S chi z om ussaenda , Orox y lon , Rei necki a , Phi2
l y d rum , A pl u da , T hysanol aena , S p haerocary um ,

Pseu dostachy um 等 28 属。寡种属有 Ca psel l a ,

Hod gsoni a , Eusti gm a , D ysosm a , U robot ry a , B ow2
ri n gi a , M a p pi ant hus , Ery t hrop al um , Pl at ycary a ,

Tet ra p ana x , A l ni p hl l um , Chionant hus , Peri l l a ,

B el amcanda , L op hat herum , Eul al iopsis 等 43 属。

可见保护区的单种属和寡种属十分丰富。

4. 3 　起源古老 ,珍稀濒危植物多

十万大山地质年代久远 ,地形复杂 ,自然条件优

越 ,孕育了丰富的植物多样性 ,也使很多残遗植物得

以保存和延续下来 ,这在植物各类群中得到充分体

现。如蕨类植物 ,古生代的石松 L ycopod um j a2
ponicum 、卷柏 S el agi nel l a spp . 、马蹄蕨 A n giop2
teris f okiensis ,中生代的紫萁 Osm und a spp . 、芒萁

Dicranopteris spp . 、里白 Di ploptery gi um ,三迭纪

的纤弱木贼 Equiset um dedi le、东方乌毛蕨 B lech2
num orient ale ,第三纪的凤尾蕨 Pteris spp . 、海金沙

L y godi um spp . 等均有分布 ,在局部地段还占优势。

裸子植物则分布有白垩纪的海南粗榧及第三纪的马

尾松 Pi nus m assoni ana、福建柏 Fokieni a hod gi nsi i

等。而被子植物古老类群就更丰富 ,有白垩纪的

Magnoliaceae ,Lauraceae , Hamamelidaceae , Fagace2
ae ,Bet ulaceae ,Celast raceae ,Aceraceae ,J uglandace2
ae ,Menispermaceae 和 Ericaceae 等 ,还有第三纪的

Styracaceae , Theaceae , Actinidiaceae , Sabiaceae ,

Elaeagnaceae ,Symplocaceae ,Nyssaceae 和 Polygal2
aceae 等 ,这些科在保护区区系中都有典型的类群 ,

不少科含较多的属种。

单种属或寡种属往往是古老的孑遗植物 ,由上

述单种属和寡种属的丰富性及特有性 ,亦可看出十

万大山保护区植物区系起源的古老性和新生类群的

特有性。

在十万大山保护区植物资源宝库中 ,蕴藏着丰

富多样的珍稀濒危物种。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 (第一批)》[ 24 ] ,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 15 种 ,其中 Ⅰ级重点保护植物 2 种 ,即十万

大山苏铁、狭叶坡垒 ,两者均为本区域特有 ; Ⅱ级重

点保护植物有金毛狗脊 Ciboti um barometz 、大桫椤

Gy m nos p haera gi g antean、粗齿桫椤 G. hancocki、

黑桫椤 G. podop hy l l a、苏铁蕨 B rai ni a i nsi gnis、福

建柏、樟 Ci nnamom um cam p hora、海南风吹楠

Hors f iel di a hai nanensis 、花榈木 Ormosi a henry i 、

半枫荷 S emil iqui dambar cat hayensis、华南锥 Cas2
t anopsis conci nna、紫荆木 M ad huca p asquieri 、海南

石梓 Gmeli na hai nanensis 等 13 种。

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外 ,保护区的其他珍

稀濒危植物种类也很丰富 ,如十万大山南坡分布着

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茶族皇后”的金花茶组植

物 ,其主要散生于阴湿溪谷的杂木林下 ,这里是世界

金花茶植物分布中心[23 ] ,金花茶组植物与狭叶坡

垒、十万大山苏铁等共同构筑了本区系最具特色的

部分。此外如鸡毛松 Podocar p us i mbricat us 、穗花

杉 A mentota x us argot aeni a、海南粗榧 Cep halot a x2
us f ort unei 、红花木莲 M angliet i a i nsi gnis、观光木

Tsoon giodend ron odorum 、蕉 木 Oncodosti gm a

hai nanensis、风吹楠 Hors f iel di a am y dal i na、锯叶

竹节树、粗齿梭椤、巴戟天 M ori nd a of f ici nal is、兰

花蕉 Orchi dant ha chi nensis 、兰科植物 Orchi daceae

spp . 等在保护区均有分布。

4. 4 　居热带与亚热带过渡区 ,热带边缘性明显

十万大山位于北回归线以南 ,南濒北部湾 ,地处

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区 ,属北热带季风气候 ,植物区系

既有较典型的热带性 ,又表现出亚热带特征[10 ] 。从

科的地理成分看 ,保护区植物区系典型的热带科有

Annonaceae , Myristicaceae , Piperaceae , Sonnerati2
aceae , Proteaceae , Cucurbitaceae , Myrtaceae , Gut2
tiferae , Sterculiaceae , Eup horbiaceae , Mimosaceae ,

Caesalpiniaceae ,Burseraceae , Sapindaceae , Anacar2
diaceae ,Zingiberaceae 和 Araceae 等 ;而主产于亚热

带及热带2亚热带的科有 Magnoliaceae ,Lauraceae ,

Illigeraceae , Capparidaceae , Aristolochiaceae , Theace2
ae ,Begoniaceae ,Malvaceae , Fagaceae ,Celast raceae ,

Rutaceae , Styracaceae , Oleaceae , Rubiaceae , Acan2
t haceae , Verbenaceae , Commelinaceae 和 Dios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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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eae 等。若按世界分布、热带分布、温带分布、中

国特有的科属统计 ,则世界分布科占总科数的

16. 40 % ;热带分布 120 科 ,占 63. 49 % ;温带分布 36

科 ,占 19. 05 % ;中国特有科占 1. 06 %。

从保护区植物属的地理成分看 , Cycas , Gne2
t um , Pi per , Fissist i gm a , B ei lschmiedi a , Cry pto2
cary a , Hors f iel di a , A ristolochi a , S ecuri daca ,

Caseari a , Hom al i um , B egoni a , Hopea , Cleistoca2
l y x , S y z y gi um , Caral l i a , Garci ni a , B ombax , Glo2
chi dion , Ficus , Canari um , Erv at ami a , W ri g hti a ,

Cal am us , Pandanus 和 Di nochloa 等为较典型的热

带属。若计算其 R/ T 比值 ,则热带性质的 638 属 ,

温带性质的 140 属 , 各占总 数 的 82. 01 % 和

17. 99 % ,两者属数 R/ T 比值达 4. 56 ,说明十万大

山保护区区系属的热带性质明显。而亚热带或热带

到亚热带过渡的属如 Ka dsura , N eol i tsea , Gor2
doni a , S chi m a , B ischof i a , L i t hocarp us , I lex , A m2
pelopsis , M urray a 和 T urpi ni a 等在保护区的分布

也较多。

统计分析表明 ,十万大山保护区植物区系科、属

既含有比较典型的热带成分 ,又表现出热带到亚热

带过渡的性质。

4. 5 　木本植物占优势 ,藤本植物占一定比例 ,雨林

植物景观突出

在十万大山保护区维管束植物中 ,木本植物比

例较大 ,乔木和灌木种数占 47. 5 % ,表明植物主要

属于森林类型 ,也反映了本区系的热带性。藤本植

物占 13. 6 % ,主要隶属于 Gnetaceae , Annonaceae ,

Clematis , Piperaceae , Actinidiaceae , Mimosaceae ,

Caesalpiniaceae ,Papilionaceae ,Ficus ,Vitaceae , Em2
belia ,Aselepiadaceae ,Araceae 和 Palmaceae 等分类

群。常见且对保护区区系组成及植被景观意义较大

的有瓜馥木 Fissist i gm a spp . 、过江龙 Ent ad a

p haseoloi des、崖豆藤 M il let t i a spp . 、猕猴桃 A cti n2
i di a spp . 、酸藤子 Embel i a spp . 、杜仲藤 Parabari2
um spp . 、娃 儿 藤 T y lop hora spp . 、麒 麟 尾

Epi p rem num pi nnat um 、爬树蜈蚣 R ha p hi dop hora

hongkongensis 、省藤 Cal am us spp . 、藤竹 Di nochloa

orenu da 等 ,尤具特色的是过江龙 ,其藤茎宽可达 30

cm ,呈螺旋扭状 ,常网状绞积于阔叶林的层间 ,甚为

壮观 ;麒麟尾亦较常见 ,常攀附于树干或石壁上 ,有

时可达十多米高。保护区区系中附生植物也比较丰

富 ,如蕨类的铁角蕨 A s pleni um spp . 、巢蕨 N eot2
topteris spp . 、肾蕨 N ep hrole pis cordi f ol i a 和附生

兰等在保护区亦较常见。此外 ,板根、绞杀等现象在

十万大山南坡和北坡群落中时有发现 ,常见板根发

达的有长倒卵叶山龙眼 Helici a obov ati f ol i a var .

mi x t a、华杜英 El aeocarp us chi nensis、木棉 B ombax

ceiba、香港樫木 D ysox y l um hongkon gense、人面子

D racontomelon d u pereanum 等 ;绞杀种类常见的有

榕树 Ficus spp . ,其中斜叶榕 Ficus gibbosa 表现尤

为突出。

5 　结　语

根据吴征镒有关中国植物区系划分理论 ,十万

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属于古热带植物区

- 马来西亚植物亚区 - 北部湾地区[15 ] ,是马来西亚

植物亚区北延部分的中越植物区系。

在 2000 年《全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体系规

划》中 ,分布着中国少有的北热带森林的十万大山地

区被列为 16 个热点地区之一 ,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是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区域 ,尽管已有

较多学者涉足其中 ,笔者亦花了 4 年多时间进行了

调查研究 ,但因植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可能还有一

些物种尚未被人类所认识 ,还有一些植物区系资料

尚需补充和完善 ,这有待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更全

面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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