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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地区野生藤本植物区系与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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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多年野外调查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统计整理出庐山野生藤本植物
'(

科
)'

属
!*)

种% 结果表明$ 在全

部含藤本植物的科属中! 含
$

个种以下的科& 属分别占总科数& 总属数的
##+,"-

和
,*+!!-

' 该区藤本植物区系种

类组成丰富! 地理成分复杂! 相互交错! 其区系带有热带和温带双重性! 其中热带性地理成分为主! 有
#"

属! 占

$(+)'-

' 温带性属有
'$

属! 占总属数的
"#+)'-

! 其中以乏热带性地理分布居首位 "

"% +$$-

(! 其次为东亚分布

)

!,+%*-

(% 生活型以木质藤本属为主! 占属总数的
$%+%%-

' 攀援类型分为
#

大类! 以缠绕类最多! 占
$%+(%-

! 其

他依次是卷曲类"

',+!#-

(! 搭靠类"

!!+",-

(! 吸固类"

(+$,-

(%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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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植物学' 野生藤本植物' 植物区系' 生活型' 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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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植物!

<759

$是一类生活型十分特殊的类群# 需借助于其他植物或支撑物的支持才能生长到一定

高度( 中国拥有可栽培利用的藤本植物
1 %%%

余种# 来源非常广泛# 研究价值较大%

!$"

&

( 它们不仅是热带

森林结构中重要的外貌特征# 也是影响群落动态的重要因素%

#$,

&

( 而且许多种类不仅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

也是非常好的垂直绿化材料%

($!!

&

( 庐山位于中国亚热带中部# 气候温暖湿润# 地形复杂多变# 对藤本植物

的分布) 生长) 繁衍和分化是十分有利的( 目前# 未见对该区藤本植物区系和生活型特征的报道( 因

此# 对该区藤本植物资源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对这一地区植被性质和特征的全面认识# 而且对保护和开

发藤本植物资源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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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概况

庐山位于江西省的北部九江的南面! 西临长江! 东南滨临鄱阳湖! 地理位置为
!'!!%"#!'!()"*

!

++)!)""#++,!+""-

" 其主峰#汉阳峰$海拔为
+ (.( /

! 比四周平原高
+ +(& /

! 由于受第四纪新构造运动

和燕山运动的影响%

+!

&

! 造成山峦起伏! 谷深坡陡! 峡谷套嶂谷的崎岖地形" 该区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 年平均气温为
++0( $

! 极端最高气温
$!0" $

! 极端最低气温
%+,0% $

! 年降水量
+ %$(0" //

! 年平

均蒸发量
+ ""%0" //1

相对湿度
%&2

" 庐山岩层古老而复杂! 土壤分布表现为垂直分异! 山麓海拔在

%&& /

以下的植被为常绿阔叶林带! 土壤为红壤' 黄壤' 山地黄壤( 海拔在
%&&## #&& /

的植被为常绿

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带! 土壤为山地黄棕壤( 海拔
# #&& /

以上的植被为落叶阔叶林带! 土壤为山地棕

壤) 庐山的主要土壤的
34

值差异不大! 平均为
34 (0)'#)0,)

! 呈酸性反应%

#!

&

*

!

植物区系的特征

经初步调查统计和相关文献查阅%

#$%#)

&

! 庐山地区有野生藤本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表
#

$!

其中蕨类藤本
#

科
#

属
#

种! 裸子植物缺乏! 种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藤本种子植物分别占该区种

子植物 %

#,

&总科+ 属' 种的
#%0'!2

!

'0$) 2

和
'0(( 2

! 说明藤本植物资源在该区的物种库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 另外! 双子叶植物科属种最多! 有
!,

科
),

属
#)#

种! 单子叶植物有
!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总

科' 属' 种的
%'0,,2

!

..0.%2

!

'&0(!2

和
,0%'2

!

!&0%$2

!

%0''2

,表
!

$*

科名 属数 种数 科名 属数 种数

海金沙科
56789:;<=;= + +

猕猴桃科
><?:@:9:;<=;= + '

桑科
A8B;<=;= ! $

胡颓子科
-C;=;7@;<=;= + $

马兜铃科
>B:D?8C8<E:;<=;= + $

五加科
>B;C:;<=;= ! ,

蓼科
F8C678@;<=;= # !

木犀科
GC=;<=;= # #

毛茛科
H;@I@<IC;<=;= # #!

马钱科
587;@:;<=;= # #

木通科
5;B9:J;K;C;<=;= ( ,

龙胆科
L=@?:;@;<=;= # #

防己科
A=@:D3=B/;<=;= ) .

夹竹桃科
>38<6@;<=;= ! (

木兰科
A;7@8C:;<=;= ! )

萝雐科
>D<C=3:;9;<=;= ( .

虎耳草科
M;N:OB;7;<=;= ! $

旋花科
P8@Q8CQIC;<=;= ! ,

蔷薇科
H8D;<=;= ! +"

紫葳科
R:7@8@:;<=;= + +

豆科
5=7I/:@8D;= ++ +!

茜草科
HIK:;<=;= ) ,

卫矛科
P=C;D?B;<=;= $ %

葫芦科
PI<IBK:?;<=;= , ,

清风藤科
M;K:;<=;= + (

百合科
5:C:;<=;= + .

鼠李科
HE;/@;<=;= ! (

薯蓣科
S:8D<8B=;<=;= + %

葡萄科
T:?;<=;= ) !+

表
!

庐山野生藤本植物科属种的组成

U;KC= + M3=<:=D <8/38D:?:8@ 8O V:C9 Q:@=D O;/:C:=D ;@9 7=@=B; :@ 5IDE;@ A8I@?;:@

类群
科 属 种

科数 比例
W2

属数 比例
W2

种数 比例
W2

双子叶植物
!, %'0,, ), ..0.% +)+ '"0(!

单子叶植物
! ,0%' +) !"0%$ +) %0''

蕨类植物
+ $0() + +0$' + "0)'

合计
!' +"" .! +"" +,. +""

表
"

野生藤本植物类群统计表

U;KC= ! M?;?:D?:<D 8O V:C9 Q:@=D 7B8I3D :@ 5IDE;@ A8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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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魏宗贤等! 庐山地区野生藤本植物区系与生活型

!"#

科的分析

该区的
$%

科藤本植物中"

&'

个属以上的科仅有豆科
()*+,-./01)

# 含
23%

属的科有
&4

科" 占庐山

地区野生藤本植物总科数的
4&562 7

# 含单属的科有
8!

科" 占该区总科数的
##59! 7

$ 可见" 该区单属

科和寡属科较多" 多属科较少$

如以科所含的种数进行统计分析"

2"

种%包括
2"

种&以上的只有葡萄科
:-;1<)1)

%属
!

种为
4!28

&" 分

别占总科' 属' 种的
!5#47

"

=5%#7

和
825467

# 含
8'32'

种有毛茛科
>1.+.<+?1<)1)

%

&!&2

&" 豆科%

&&!

&2

&和蔷薇科
>/01<)1)

%

2!&'

&等
!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总科' 属' 种的
&'5!#7

"

&%5##7

和
2'5!=7

# 含

43%

种的有猕猴桃科
@<;-.-A-1<)1)

%

& !%

&" 薯蓣科
B-/0</C)1<)1)

%

&!9

&" 卫矛科
D)?10;C1<)1)

%

!!9

&" 防己科

E).0-0F)C,1<)1)

%

4!6

&等
&$

科
!=

属
9&

种" 分别占总科' 属' 种的
#&5!97

"

4'5''7

和
#954'7

# 含
$"#

种的有桑科
E/C1<)1)

%

$!!

&" 马兜铃科
@C-0;/?/<G-1<)1)

%

&!!

&" 清风藤科
H1I-1<)1)

%

&!#

&等
9

科
&$

属
$=

种" 分别占总科' 属' 种的
$654%7

"

&=5=67

和
&45467

# 含
&

种的科有海金沙科
(J*/A-1<)1)

" 木犀科

K?)1<)1)

" 马钱科
(/*1.-1<)1)

" 龙胆科
L).;-1.1<)1)

等
4

科
4

属
4

种" 分别占总科' 属' 种的
&65$#7

"

=5%47

和
!5''7

$ 可见" 含
&'

种以上的科有
#

科" 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5!9 7

和
!$5%!7

" 反映出

藤本植物种类分化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中型科为主" 大科和单种科较少$

!"!

属的分析

该区藤本植物区系中属的组成较复杂" 分布不均匀$ 含
&'

种以上的属只有铁线莲属
!"#$%&'(

"

&$

种&" 分别占总属数' 总种数的
&5!%7

和
65&%7

# 含
43&'

种的属有猕猴桃属
)*&'+','%

%

%

种&" 葡萄属
-'!

&'(

%

9

种&" 薯蓣属
.'/(0/12%

%

9

种&等
%

属共
='

种" 分别占总属数' 总种数的
&$54'7

和
!45%!7

# 含
$3#

种的属有清风藤属
3%4'%

%

#

种&" 马兜铃属
)1'(&/"/05'%

%

!

种&" 卫矛属
67/+8$7(

%

$

种&等
$$

属共
44

种"

分别占总属数' 总种数的
!'5447

和
!$5%!7

# 含
&

种的属有常春藤属
92:21%

" 赤繮属
;5"%:'%+&5%

" 构属

<1/7((/+2&'%

等
#'

属共
#'

种" 分别占总属数' 总种数的
4454=7

和
$!5%47

$ 可见单种属较多" 在一定程

度上丰富了该区系的植物多样性" 而且单种属多为古特有属(

&6M&9

)

" 也集中反映了该区区系成分的古老性

特点" 同时也可从该区藤本植物中相当多双子叶植物为木本型得到证明$

!"$

野生藤本植物属的地理成分分析

在植物分类学上" 属的形态特征相对比较稳定" 也有比较稳定的分布区" 在其进化过程中" 随着地

理环境的变化发生分异" 故能较好地反映植物系统发育过程中的进化分化情况和地区性特征$ 因此" 植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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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研究植物分布区类型时" 以属

为单位比较合适(

&%

)

$ 按照吴征镒(

2'

)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该区藤本植物包含有
&&

个地理分

布区类型%表
!

&$

分布区类型 属 占百分比
NO

分布区类型 属 占百分比
N7

世界分布
! #586

热带亚洲分布
% 8254'

泛热带分布
22 !'544

北温带分布
= 95!!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8 85!%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 95!!

旧世界热带分布
= 95!!

东亚分布
8! 89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586

中国特有分布
8 85!%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2 2569

合计
62 8''

表
$

庐山野生藤本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P1I?) ! @C)1?#;JF)0 /Q *).)C1 /Q R-?A S-.)0 -. (+0G1. E/+.;1-.

从表
!

可以看出! 在各类属的地理成分中" 以热带性地理成分占较大的优势" 有
#!

属" 占总属数

的
4%5627

" 其中泛热带成分
22

属" 占
!'5447

" 在各地理成分中居首位" 如木防己属
=/007"7(

" 羊蹄甲

属
>?7+5'+'?

" 油麻藤属
@?07+?

等# 温带成分
24

属" 占总属数的
!#5627

" 这其中以东亚成分最多" 有

8!

属" 占
895'= 7

" 为该区第
2

大分布类型" 如钻地风属
A05'B/C51?D$?

" 木通属
EF2G'?

" 萝雐属
H2&?!

C"2I'(

" 双蝴蝶属
;1'C&21/(C21$7$

等较为常见$ 此外" 世界分布有铁线莲属
="2$?&'(

" 悬钩子属
J7G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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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藤本植物科属的生活型统计

'()*+ , -.(./0./10 23 3(4/*/+0

!

5+6+7(

"

(11278/65 .2 9/*8 :/6+0 */3+!3274

植物类型 科!属"的数量 占科!属"百分比
;<

木质
=>

!

$>

"

??@=A

!

?&B&&

"

既有木质又有草质
>

!

#A

"

!&B>C

!

!$B>#

"

草质
A

!

#C

"

!,B#,

!

!>B$C

"

总计
!C

!

A!

"

#&&

!

#&&

"

和蓼属
!"#$%"&'(

等
$

属# 占总属数的
,B#A<

$ 中国特有分布的属有大血藤属
)*+%,&-"."/0 #

个%

%

#

!#

&

# 占

总属数的
#B$C<

' 这些属是中国植物区系中最有代表的特有成分# 大多是第三纪古老孑遗植物%

!!

&

' 总的

看来# 该区系中热带性地理成分占主导地位# 同时温带成分和东亚成分也占相当的比例# 这与庐山处于

亚热带北缘# 南北植物在此过渡相一致' 可见# 该区藤本植物具有较明显的热带亲缘性质# 并受温带成

分的影响'

"#!

藤本植物的垂直分布分析

庐山野生藤本植物的垂直分布与海拔高度和植被类型均有一定关系' 一方面森林植被反映出藤本植

物是喜光( 喜湿的群体$ 另一方面森林植被创造了藤本植物赖以生存( 繁衍的生态环境%

!$

&

' 海拔
$&& 4

以下沟谷常绿阔叶林分布的藤本植物非常丰富# 主要有蔷薇属
1"2*

# 紫藤属
342-,+40

# 凌霄花属
56(7!

242

等
>&

多个属$ 海拔
$&& "# &&& 4

区域# 由于植被条件较好( 土壤肥沃( 环境优越# 分布的藤本植物

种类较丰富# 涉及
?&

多个属# 主要有木通属# 猕猴桃属# 五味子属
89:424&;+0

# 崖豆藤属
<4==>--40

等

属$ 海拔
# &&& 4

以上区域至最高峰汉阳峰为黄山松
?4&'2 -04@0&>&242

林和山顶灌丛中分布一些小型种

类# 种类数量和个体数量远远低于沟谷( 山地等常绿阔叶林'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海拔的升高# 虽然光照

充足但湿度明显偏低的因素所造成的'

#

藤本植物生活型的分析

藤本植物的生活型是对其分布区的生态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 从表
,

可知) 在庐山地区木质藤本科

有
#>

个# 如木通科( 五加科( 猕猴桃科等# 占总科数的
??B#A<

$ 草质藤本科有
A

个# 如蓼科( 旋花

科( 马兜铃科等# 占
!,B#,<

$ 既有木质藤本# 又有草质藤本的科有
>

个# 如薯蓣科( 萝雐科( 葡萄科

等# 占总科数
!&B>C<

' 木质藤本属
$>

属# 占总属数的
?&B&&<

# 如猕猴桃属# 南蛇藤属
5>=02-+'2

# 雀梅

藤属
)0A>+>-40

等$ 草质藤本属占
!>B$C<

# 如栝楼属
B+4C:"20&-:>2

# 绞股兰属
D$&"2->((0

等$ 既有木质

藤本# 又有草质藤本的属占
!$B>#<

# 如菝葜属
)(4=0/

# 千金藤属
)->7:0&40

# 薯蓣属等' 属所反映的情

况和科的特征相似# 即藤本植物的生活型在

科和属内是相对稳定的'

从表
?

可知 ) 木质藤本有
#!#

种 # 占

A!B,> <

$ 草质藤本
,>

种# 占
!AB?, <

' 木质

藤本的数量是草质藤本的
!B>

倍# 说明木质

藤本是区内优势藤本' 当然# 木质和草质藤

本是相对而言的# 在野外调查中发现# 有些

种类难以区分是木质还是草质# 甚至存在过

渡类型# 如千金藤属的金线吊乌龟
)->7:0&40

9>7:0+0&-:0

为多年生落叶草质藤本# 但茎下部木质化$ 还有铁线莲属的一些种# 也很难确定是木质还是

草质# 这说明藤本植物种的具有多样性' 在
#>A

种野生藤本植物中# 属于常绿的类型的有扶芳藤
E'"&$!

('2 F"+-'&>4

# 爬藤榕
G49'2 (6+-4&44

# 薜荔
G49'2 7'(4=6

# 野木瓜
H-6'&-"(46 9:4&>&242

# 络石
B+69:>="27>+!

('( I62(4&"4;>2

等
$&

种# 占总数的
#ABC><

' 属于落叶类型有云实
56>26=74&46 ;>967>-6=6

# 葛藤
?6>+6+46

="J*-*

# 南蛇藤
5>=*2-+'2 "+J49'=*-'2

等
#$A

种# 占总数的
%!B&, <

# 说明庐山地区藤本植物以落叶藤本占

据优势'

,

藤本植物攀援方式的分析

攀援方式是藤本植物长期适应生存环境而形成的# 是目前行为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藤本植

物的生活型分成缠绕( 吸附( 卷曲( 搭靠等
,

大类型%

%

&

' 根据表
?

统计结果看) 该区野生藤本植物以缠

绕类最多# 共有
%?

种# 占总种数的
?&BC&<

$ 其次是卷曲类有
,A

种# 占总数的
!%B#,<

$ 搭靠类有
#C

种# 占总数的
##B$%<

$ 吸固类最少有
#>

种# 占总数的
CB?%<

' 这些类型反映出它们攀援能力的差异#

以及对支撑木种类和大小要求的差异# 因而也影响到它们在群落中的种间关系及其对群落的作用'

?&%



第
!"

卷第
#

期

类别
种的生活型 攀援类型

木质 草质 缠绕 卷曲 搭靠 吸固

种数
$

个
%&% #' () #* %+ %'

比例
$, *&-#' &*-)# )"-+" &(-%# %%-!( +-)(

表
!

野生藤本植物的攀援类型和种的生活型统计

./012 ) 34/4564576 89 :51; <5=2 715>05=? 4@A26 /=; 6A27526 1592!98B>

)

结论与讨论

庐山地区野生藤本植物比较丰富! 有
&+

科
*&

属
%'*

种! 其中双子叶植物科属种最多! 单子叶植物

较少! 裸子植物缺乏"

该区野生藤本植物单种科较少#

)

科$% 中型科#

&C+

种$较多#

&"

科$% 大科#含
1"

种以上$有
#

科! 分

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 ,

和
!&-+!,

! 反映出藤本植物种类分化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中型科为主!

大科和单种科较少& 单种属比例最大! 有
#"

属! 占该区总属数的
))-)',

% 含
&C)

种的属有
&&

属! 占

总属数的
!"-)),

! 可见含少数藤本种类的属占有较大的比率! 说明藤本植物在科以下分化和变异较大&

而且随着海拔的升高! 藤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随之降低! 这可能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海拔的升高! 虽然光

照充足但湿度明显偏低的因素所造成的&

该区藤本区系地理成分较为复杂! 其中藤本属的分布区有
%%

个类型! 热带区系成分占明显优势!

同时温带成分也占相当的比例! 这可能与庐山处于亚热带北缘! 南北植物在此过渡相一致! 反映出藤本

植物具有较明显的热带亲缘性质! 并受温带成分的影响&

生活型特征以木质藤本植物为主! 其科' 属分别占总科' 总属数的
))-%*,

和
)"-"",

" 攀援方式

中! 以缠绕类最多! 占
)"-+",

! 其他依次是卷曲类(

&(-%#,

$! 搭靠类(

%%-!(,

$和吸固类(

+-)(,

$! 反应

出藤本植物种的生活型的多样性& 而木质藤本植物科' 属的优势说明该区藤本植物的热带属性&

该区藤本植物不仅有许多经济种类! 如猕猴桃科猕猴桃属' 葡萄属等野生水果! 薯蓣类' 何首乌

!"##$%&" '(#)&*#$+"

和葛藤等药用植物)

!

*

& 还有一些种类也是垂直绿化的好材料! 如扶芳藤' 爬藤榕' 薜荔'

野木瓜' 络石等& 因此! 在保护和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 也要加强对藤本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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