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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文献和标本查阅% 标本采集和鉴定基础上! 对浙江省温州市现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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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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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蕨类植物种类组成和

区系特征进行了分析$ 温州蕨类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含种数较多的科是鳞毛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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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区系成分起源古老! 不乏古老的科+

属和残遗种( 且区系成分较为复杂! 来源于多种地理成分! 其中热带% 亚热带性质较为明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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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概况

位于浙东南的温州市" 辖乐清) 永嘉) 鹿城) 龙湾) 瓯海) 洞头) 瑞安) 文成) 平阳) 苍南和泰顺

等县%市) 区&* 地理位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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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境内

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呈现梯形倾斜" 绵亘有洞宫山+ 括苍山) 雁荡山诸山脉" 泰顺的白云尖" 海拔为

/ "// [

" 为全市最高峰, 主要水系有瓯江) 飞云江) 鳌江" 境内大小河流
/8-

余条, 该区为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 冬夏季风交替显著" 温度适中" 四季分明" 雨水充沛, 年平均气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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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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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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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降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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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带性土壤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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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广泛分布于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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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山地! 黄壤则分布于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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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山地! 间有黄棕壤分布"

温州市地带性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 受冬季寒潮侵袭! 也杂有比较多的落叶树种! 针叶林# 针阔叶混

交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落叶阔叶林# 山地矮林# 灌丛# 竹林等分布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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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

境! 使该山地的蕨类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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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况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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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启动了 )温州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和 *温州植物志+编著, 项目!

野外作业分标本采集和拍照的同时! 查阅了包括浙江大学植物标本室# 浙江农林大学标本室# 浙江自然

博物馆标本馆# 杭州植物园标本馆#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标本馆及项目组所在单位标本室等的相关标

本" 根据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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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标本采集和调查结果! 参考有关文献! 对温州市蕨类植物的区系特点进行分析" 对

调查所及的科# 属仍大体按照秦仁昌系统! 个别物种'含种下分类等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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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系统有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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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蕨类植物科属组成

温州是浙江省蕨类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调查结果表明- 温州市有蕨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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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说明温州蕨类植物科的多样性较高! 但优势科也较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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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蕨类植物优势科属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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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属 比例
V1

种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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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它们的种数占温州蕨类植物总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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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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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占总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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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总属数的
*$'!*)

$ 说明温州蕨类植物属的多样性同样也较高%

几个优势属所含种类较多$

此外% 对比已有文献资料和国内各标本馆标本% 共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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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温州新记录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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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是( 碗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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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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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类植物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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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科! 属和孑遗植物占比较高

温州的蕨类植物中% 厚囊蕨类和原始薄囊蕨类有
#!

属!

#!'/%)

"% 占比较高% 它们大多起源于古生

代) 如石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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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尾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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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 观音座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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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萁属
A)7901.

等) 在分布有众多古老属的同时% 温州境内也不乏如桫

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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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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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叶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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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古老# 孑遗植物) 结合以上蕨类植物物种多样性分析%

可以发现温州蕨类植物区系含有较多的特有种# 单种属# 少种属等% 说明该地区蕨类植物区系的古老

性) 但同样在温州境内分布有较进化的如金星蕨科# 鳞毛蕨科# 中国蕨科
0123456.17-86-6

及其所含的属

种% 它们构成了该地区蕨类植物区系的主体部分!属占
&&'/%)

% 种占
$*'/()

"* 进化的类型如水龙骨

科% 槐叶苹科
0-9,121-86-6

% 满江红科
:;399-86-6

及其所含属种% 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属占
<('!()

% 种占

<+'=!)

") 因此% 温州蕨类植物的区系成分在系统发育上既有原始类型% 也不乏进化类型% 但以较进化

类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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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亚热带性质显著

参照吴征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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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办法% 分析温州蕨类植物属的地理成分% 其

中% 世界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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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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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热带分布
+%

属!

+!'!$)

"%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分布
!

属!

!'<&)

"%

旧大陆热带分布
/

属!

/'$()

"%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

属!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属

!

$'*&)

"% 热带亚洲分布
$

属!

$'*&)

"% 北温带分布
*

属!

*'+%)

"和东亚分布
<!

属!

<!'/%)

") 温州蕨类

植物分布区类型统计见表
!

% 除世界分布外% 其地理成分可分为热带成分+ 亚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

/!<<

'

)

热带成分包括泛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旧大陆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 亚热带成分主要包括东亚分布!含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中

国,日本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 温带成分包括北温带分布和温带亚洲分布)

统计分析表明( 温州蕨类植物种的地理成分中% 热带成分
$&

种% 占
!+'*=)

% 温带成分
+

种% 占

<'%()

% 亚热带成分
<//

种% 占
=<'(*)

) 亚热带成分包括东亚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 其中有
&$

种可延

伸分布到热带地区% 有
!=

种可延伸分布到温带地区) 因此% 加上北温带分布和温带亚洲分布% 温带亚

热带分布种共
+%

种% 占
<%'(+)

% 热带亚热带分布共
<!<

种% 占
*+'$()

% 种的分布类型表明温州市的

蕨类植物的分布特点更多的体现出热带# 亚热带性质% 热带# 亚热带成分占绝对优势% 间有少量温带成

分分布)

温州各县!市# 区"蕨类植物地理成分比较见图
<

) 各县!市# 区"的热带成分和亚热带成分的比例与

温州全市基本保持一致% 东南部沿海的瑞安# 平阳# 苍南的热带成分占比略高* 离海岸较远的山区县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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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温州市蕨类植物分布区类型!

"!##

"

#$%&' ( )*+,-*%.,*/0 ,12'+ /3 ,4' 3'-0+ *0 5'064/.

分布区类型
种数

78

乐清 永嘉 鹿城 瓯海 龙湾 洞头 瑞安 文成 平阳 苍南 泰顺 全市

9

世界分布
:7!;(" <7(;9= <7(;9= "79;>9 "79;>9 "79;>9 =7(;"! <7(;9= <7(;9= =7(;"! <7(;9= 9?7!;<9

(

泛热带分布
:7!;(" :7!;(" "79;>9 >7(;>: "79;>9 <7(;9= :7!;(" 9?7!;<9 :7!;(" :7!;(" 997!;:= 9!7@;<:

!

热带亚洲和

热带美洲间断

分布

97?;!< 97?;!< 97?;!< 97?;!< 97?;!< 97?;!< 97?;!< (7?;=(

@

旧大陆热带

分布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

热带亚洲至

大洋洲分布
=7(;"! =7(;"! @79;@@ "79;>9 !79;?> (7?;=( <7(;9= =7(;"! >7(;>: :7!;(" =7(;"! 9@7";?"

<

热带亚洲至

热带非洲分布
97?;!< 97?;!<

=

热带亚洲分

布
9"7";@( 997!;:= "79;>9 =7(;"! (7?;=( !79;?> 9(7@;!! 9<7";=> (@7>;<< 9=7<;9@ (<7:;!: !@79(;(=

>

北温带分布
97?;!< 97?;!< 97?;!< 97?;!< 97?;!< 97?;!< 97?;!<

:

温带亚洲分

布
(7?;=( 97?;!< 97?;!< 97?;!< 97?;!< (7?;=( (7?;=(

9?

东亚分布
"=7(?;"> @:79=;<: (97=;"> !9799;9: (!7>;!? (?7=;(( !"79(;<@ "=7(?;"> @!79";"( @979(;<@ =!7(<;!" :97!(;>"

9?!9

中国!喜

马拉雅分布
(7?;=( !79;?> 97?;!< !79;?> 97?;!< (7?;=( =7(;"! 9?7!;<9

9?!(

中国!日

本分布
!(799;"" !<79!;? 9=7<;9@ 9"7";@( 997!;:= 9@7";?" (!7>;!? !=79!;!< (<7:;!: (:79?;@= @"79<;(" "@79:;@:

99

中国特有分

布
9(7@;!! 9@7";?" (7?;=( =7(;"! (7?;=( @79;@@ 997!;:= 9>7<;"? =7(;"! 9!7@;<: !<79!;?? @@79";>>

合计
9@:7"!;=: 9!:7"?;9> <!7((;=@ >?7(>;>> "(79>;== ""79:;>< 9?=7!>;<! 9">7"=;?@ 9("7@";9! 9!?7@<;:! (9<7=>;!@ (==79??

顺" 永嘉的亚热带性质种类略高#

$%&

与周边地区存在密切的关系

通过温州市蕨类植物的分布类型与浙江省其他地区对

比$ 可以发现% 有
"<

种在浙江省内仅见于温州市范围&其

中
9(

种的分布范围延伸至温州市周边的个别县'( 如% 华

南马尾杉
!"#$%&'()*(*+ ,-(.))

&延至庆元'$ 藤石松
/01-2-!

.)3+4(*& 1'*+'()5-).6+

&延至庆元 '$ 具边卷柏
76#'%)56##'

#)58'4'

$ 金毛狗
9)8-4)*& 8'(-&64:

$ 粗齿桫椤
;#+-2")#'

.654)1*#'4'

$ 桫椤
;#+-2")#' +2)5*#-+'

$ 笔筒树
<2"'6(-246()+

#62),6('

$ 半边旗
!46()+ +6&2)55'4'

$ 栗蕨
=)+4)-24$()+ )5!

>)+?

$ 薄叶碎米蕨
9"6)#-+-()? 465*),-#)?

$ 乌毛蕨
@#61"5*&

-()654?#6

$ 毛轴铁角蕨
;+2#65)*& 1()5)1?*#6

$ 毛叶轴脉蕨

9465)4-2+)+ .6A6B3

$ 厚叶肋毛蕨
9465)4)+ +)5))

$ 华南实蕨

C-#8)4)+ +*81-(.?4?

等( 并且这
"<

种蕨类植物中$ 包括热带成分
!9

种和亚热带成分
("

种$ 其中延伸分

布到浙西南丽水地区个别县的
9?

种$ 延伸分布到浙中台州地区的
!

种$ 延伸分布到舟山等海岛的有
!

种$ 往南分布到福建省的则有
!<

种( 这也与植被类型和地理特征相一致$ 位于洞宫山!雁荡山连线之

东南的温州市$ 其植物区系明显区别于浙江省其他地区( 属种的地理成分同样也反映了温州蕨类植物种

类分布与周边地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与西部的丽水山地蕨类植物相比主要是一些古老种的延伸$ 与南

部的福建省相比则体现在热带亚热带成分上的广泛共性( 这些种类中$ 粗齿紫萁$ 金毛狗$ 粗齿桫椤$

刘益曦等% 温州蕨类植物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图
9

温州各县蕨类植物地理成分比较

A*B.-' 9 C/D2$-*+/0 /3 B'/B-$24*E$& '&'D'0,+ %1 E/.0,*'+

*0 5'064/.

!

热带成分
"

亚热带成分

县&市" 区'名

=>9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桫椤! 笔筒树! 华南鳞盖蕨
!"#$%&'(") *)+,'"

! 钱氏鳞始蕨
-"+./)') ,*"'+""

! 鳞始蕨
-0 %.%$)1)

! 团叶鳞

始蕨
-0 %$2",3&)1)

! 薄叶碎米蕨! 毛叶轴脉蕨! 厚叶肋毛蕨! 燕尾蕨
4*'"$%(&'3$") 2",3/("/

和华南实蕨等

在温州的分布可以认为是它们在中国分布的北界! 也说明温州蕨类植物与热带成分的关联性较高"

通过温州市与临近地区或省份的蕨类植物地理分布格局的比较#表
&

$! 可以发现% 浙江省蕨类植物

热带成分
'(

种! 占
#')&%*

! 亚热带成分
&+'

种! 占
,')%%*

& 福建省蕨类植物热带成分
--,

种! 占

!.)(,*

! 亚热带成分
!,%

种! 占
$')%#*

& 中国台湾蕨类植物热带成分
(#%

种! 占
+$)%#*

! 亚热带成分

&%&

种!

(#)&.*

& 丽水地区蕨类植物热带成分
+$

种! 占
#,)!&*

! 亚热带成分
!+,

种! 占
,.)%'*

& 温州

地区蕨类植物热带成分
$+

种! 占
!&)(,*

! 亚热带成分
#..

种! 占
,#)'(*

'

#%!#(

(

" 由西北往东南走向! 热

带成分逐渐增加! 亚热带成分逐渐递减"

表
!

温州市与临近地区蕨类植物分布区类型

/0123 & 4567851975:; 7<=36 :> 7?3 @38;6 1< A3;B?:9 C57? 0DE0F3;7 08306

-

世界分布
-"G!)#' 'G!)%! 'G#)%. 'G!)($ #%G&)$#

!

泛热带分布
#&G!)'& #%G!)+! #+G!)%+ $G#)'+ #&G()$.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G%)(( #G%)!+ #G%)#( #G%)&# !G%),!

(

旧大陆热带分布
(G%)', ,G#),$ #,G!)&! #G%)&# #G%)&$

+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G&)%+ #(G&)+& &+G(),' +G#)+( #(G+)%+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G%)$+ &G%),$ ##G#)+% #G%)&$

,

热带亚洲分布
+%G#%)'. '!G!%)$+ &&#G(+)!! (&G#&)!& &(G#!)!,

'

北温带分布
!G%)(( !G%)+% ##G#)+% !G%)$! #G%)&$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G%)!!

#%

温带亚洲分布
!G%)(( !G%)$! !G%),!

##

东亚分布
#.'G(&)#( #$+G(#)+$ #$$G!!)$' #($G(().! #&+G('),(

##"#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G.)+. &,G.)&! .,G#&)!+ !'G')$! #%G&)$#

##"!

中国)日本分布
##$G!+)!, $'G#,)#& (%G+)($ '&G!+)+( +(G#.)(.

合计
(+. &., ,&! &!+ !,,

浙江 福建 台湾 浙江丽水 浙江温州
分布区类型

种数
G*

可以认为% 浙南地区是蕨类植物东亚成分的分布中心之一! 并且中国)日本分布比中国)喜马拉雅

成分在数量上要占更大优势! 温州市蕨类植物区系与日本的区系可能要更密切一些" 参照严岳鸿等'

##

(对

中国蕨类植物地理格局划分办法! 温州蕨类植物区系属于南方蕨类植物区华东亚区! 相对与浙江省其他

地区! 与华南亚区有更紧密联系"

+

结语

基于对温州野生植物资源的全面调查! 温州市蕨类植物资源较为丰富! 其优势科* 属的分布与中国

蕨类植物优势科* 属基本一致! 表明温州蕨类植物区系具有中国蕨类植物区系的典型特征" 种类组成既

有众多古老的蕨类植物科* 属和孑遗植物! 也不乏较进化和进化的类群! 在系统发育上表现出连贯性"

温州蕨类植物区系位于中国南方蕨类区华东植物亚区核心区! 其地理分布格局与种子植物植被类型

特征相符合" 温州蕨类植物区系成分复杂! 地理分布类型多样! 热带成分+

!&)(,*

! 其中热带亚洲分布

#!)!,*

$和亚热带成分+

,#)'(*

! 其中东亚成分为
&!)'+*

! 中国)日本分布
#.)(.*

! 中国特有分布
#+)''*

$

构成温州蕨类植物区系成分的主体! 在区系构成中占绝对优势! 反映出温州蕨类植物区系成分的热带亲

缘性" 温州成为许多热带性质的蕨类植物在中国分布的北界"

温州蕨类植物种的地理成分东亚分布和中国特有分布种占有较高比例! 尤其是东亚分布类型的中

国)日本亚型的大量种的存在! 说明温州蕨类植物区系属于泛北极区* 中国南方蕨类区* 华东植物亚区

的中心之一" 在洲际关系方面! 温州蕨类植物与大洋洲蕨类植物关系相对较为紧密! 共有种有
#(

种!

与非洲共有种最少" 各县+市* 区$的蕨类植物地理分布格局也基本符合植被区划" 属* 种的分布类型显

示出具有较明显的亚热带性质" 该地区分布有较多的孑遗物种和部分模式产地蕨类植物! 具有较高的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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