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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湖北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调查! 共采集苔类植物标本
!#5

份% 经过室内鉴定与统计! 发

现该区域苔类植物共有
!)

科
%%

属
6#

种% 其中!

#6

种为湖北省新记录种! 裸蒴苔科
89:;+<,=>,9?@9@

为湖北省新记

录科& 假护蒴苔属
7+5&8&'69".+-&

和裸蒴苔属
:&9'";-5$-#;

为湖北新记录属% 该区域苔类植物区系类型成分复杂!

多种区系成分并存! 可划分为
.5

类! 其中以北温带成分为主! 东亚成分次之% 另外! 与其他保护区比较! 七姊妹

山与清凉峰物种相似度最高! 与十大万山相似度最低% 地理位置相近的保护区! 其苔类植物区系成分比较接近!

且区域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植物种类和区系特征% 该研究为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乃至湖北省苔藓植物种类多

样性' 区系研究! 以及苔藓植物资源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图
.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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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植物学& 苔类植物& 区系&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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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地处华中地区" 该地区植物具有南北过渡特征" 既有大量北方种类的落叶阔叶树" 也有多种

南方种类的常绿阔叶树" 同时又处于中国东西植物区划的过渡地带" 便于临近地区植物成分侵入" 是中

国生物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之一%

.

&

' 苔藓植物作为植物界中的一个重要类群" 种类仅次于种子植物" 由于

植物体矮小" 构造简单" 常常不被人们注意" 但是它们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

.&&&

年" 首次有外国

学者在湖北省采集苔藓植物标本" 之后中国学者在该区域陆续开展了相关研究" 但研究深度与广度还远

远不够' 目前" 湖北省苔藓植物相关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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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区开展了有关苔藓植物种类多样性和区系的研究# 针对苔藓植物的分布及多样性与环境因子

间的关系的定量研究仅有
%

篇!

#!

"

$ 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 发现湖北省目前共有苔藓植物
&'

科
$"(

属
)**

余种$ 然而# 与相近的贵州%

&'

科#

!""

属#

% "'!

种&

!

%'

"地区相比# 湖北苔藓植物数量远

低于贵州地区# 这很可能与苔藓植物在湖北的研究广度有一定关系$ 因此# 可推测湖北地区苔藓植物种

数比目前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要更丰富$ 恩施作为湖北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地区之一# 素有鄂西林海之

称$ 其中位于恩施宣恩县的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形特征为苔藓植物

的生长提供了非常适宜的居住环境# 该区海拔
% "(*+% &(* ,

内就分布有
&-'."' /,

$的亚高山泥炭藓沼

泽湿地# 该地区的泥炭藓发育良好# 部分区域泥炭藓的盖度达到了
%**0

# 高度近
(* 1,

!

%(

"

$ 虽然前期

调查研究涉及了该保护区内泥炭藓种类及其分布规律# 但是保护区内苔藓植物区系和物种多样性的调查

研究未见相关报道$ 本研究对该保护区内采集的苔类植物标本进行鉴定# 并与其他保护区进行比较# 分

析该地区苔类植物区系特征# 为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乃至湖北省苔藓植物种类多样性' 区系研

究# 以及苔藓植物资源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区概况

湖北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的东部# 地处云贵高原东

北部和武陵山区交汇地带$ 地理坐标为
2&!!&"!*#$!*!*("%(#3

#

%*&!!)"!*#$%*&!'-"**#4

# 保护区主峰海

拔为
$ *%'.( ,

# 总面积
!' ((* /,

$

$ 保护区内河网密布# 纵横交错( 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 年

均降水量为
% '%).& ,,

# 年均气温为
%".! %

$ 该地区植物资源较为丰富# 符合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

区的植物分布特点!

%"

"

$

!"#

研究方法

$*%"

年
)

月和
$*%-

年
-

月共
$

次到该保护区进行苔类植物调查# 野外标本采集路线分为
$

条) 一

是沿着山间小道于丛林中采集( 二是沿着山间溪流寻找和采集$ 采集土生' 石生和树生的苔类植物# 采

集过程中对标本进行编号# 并记录其生长环境' 海拔' 采集日期等信息# 共采集苔类标本
$%*

份# 目前

所有标本存放于湖北民族学院生物多样性标本馆植物标本储藏厅$ 室内采用解剖镜和显微镜进行形态观

察# 并结合相关文献# 进行标本鉴定# 整理名录# 同时参照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

"

#

分析比较研究区域苔类植物区系特征$

!"$

数据分析

以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中心# 并在其东%浙江清凉峰
!*!*'"+!*!!%"3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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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重庆大巴山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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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

"

# 南%广西十大万山
2%!'*"+22!*'"36 %*-!2&"+

%*)!%!"4

&

!

2%

"

# 北%陕西佛坪
!!!!!"+!!!'""3

#

%*-!'*"+%*-!(("4

&

!

22

"各选取
%

个保护区进行辐射比较#

探讨七姊妹山自然保护区苔类植物的过渡地带性特征$ 为了进一步分析
!*!3

苔类植物从东至西区系特

征变化规律# 依次选取浙江清凉峰%

!*!*'"+!*!!%"3

#

%%)!(2"+%%&!%2"4

&# 江西阳际峰%

2-!(%"+2)!*2"3

#

%%-!%%"+%%-!2)"4

&

!

2!

"

# 湖北神农架%

!*!%("+!%!(-"3

#

%*&!(""+%%*!()"4

&

!

&

"

# 重庆大巴山%

!%!!-"+!2!%2"

3

#

%*)!2-"+%*&!%""4

&这
'

个保护区为比较对象$ 相似性系数 !

2'

"和区系谱!

2(

"计算公式如下)

789:;:8<

相

似性系数
=!

%

">#

&

?

%

2"$

&$ 其中)

%

为地区
@

的种数' 属数' 科数#

$

为地区
A

的种数' 属数' 科数#

!

为地区
@

和地区
A

的共有种数' 共有属数' 共有科数$ 区系谱
&

4B

=

%

&

4'

?(

&

&%**C

$ 其中)

&

4'

指某区系中

)

种区系成分的第
'

区系成分的分类群数量%属或种&#

*

指某区系中分类群总数#

+

4'

和
*

均不包括世界

分布类型的种类$

2

结果与分析

#"!

科! 属! 种的组成

七姊妹山保护区苔类植物有
2"

科
!!

属
(%

种%表
%

&# 占湖北省苔类植物总科数的
-".'-0

# 总属数

的
((.&!0

# 总种数的
2-.("0

( 占全国苔类植物 !

2"

"总科数的
'!.!!0

# 总属数的
2%.-%0

# 总种数的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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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类植物物种名录

&'()* + ,-./ 01 .2*3-*. 01 /4* 5-6-7*- 809:/'-: ;'/-0:') ;'/9<* =*.*<>* -: ?9(*- @<0>-:3*

科 属 种 标本号

疣冠苔科

AB/0:-'3*'*

石地钱属

!"#$%&'(

石地钱

!")$%&'( *"+',-*(".'/(

5+C%C+D%+EF 5+C%C+D%!CF 5+C%C+D%GHF 5+C%C+D%E+F

5+C%C!%%GG

蛇苔科

I0:3*24')'3*'*

蛇苔属

0$1$/"-*(&%+

蛇苔

0$1$/"-*(&%+ /$1'/%+

5+H%D+!%%DF 5+H%D+G%%J'F 5+H%D+E%+EF 5+H%D+E%+JF

5+H%D+J%GDF 5+C%C+C%!GF 5+C%C!%%+J

地钱科

8'<34':/-'3*'*

地钱属

2(./*(13'(

粗裂地钱风兜亚种

4(./*(13'( -(&"(/"( .9(.2K 5'-3".( 6

5+H"D+G"E"F 5+H"D+H"+!F 5+C"C+C"J+F 5+C"C!""!D

疣鳞地钱粗鳞亚种

4(./*(13'( -(-'&&(3( .9(.2L 7.$,,')(.)( M

5+H%D+E%%DN 5+C%C+C%+%N 5+C%C+C%EGN 5+C%C+D%G!N

5+C%!%%+%

钱苔科

=-33-'3*'*

钱苔属

!'//'(

叉钱苔

!'//'( 8&%'3(1,

5+H%D+J%G!N 5+C%C+C%%GN 5+C%C+C%+HN 5+C%C+D%!DN

5+C%C+$%%CN 5+C%C+$%+%

溪苔科

@*))-'3*'*

溪苔属

9"&&':

花叶溪苔

9"&&': "15';''8$&':

5+H%D+G%GHN 5+H%D+E%!!N 5+H%D+H%G+N 5+C%C+C%GDN

5+C%C+D%!EN 5+C%C+D%JDN 5+C%C+$%+C

护蒴苔科

I')B20O*-'3*'*

护蒴苔属

0:&<-$7"':

刺叶护蒴苔

0:&<-$7"': :.7%3:

5+H%D+!%%H(N 5+H%D+!%%J'N 5+C%C+C%!$N 5+C%C+D%%CN

5+C%C+D%!!

!

5+C%C+D%G+

钝叶护蒴苔

0:&<-$7"': 1"",':1:6

5+H%D+!%%H'N 5+C%C+C%G%N 5+C%C+C%JJN 5+C%C+D%J%N

5+C%C+D%J$N 5+C%C+$%%E

护蒴苔

0:&<-$7"': 8',,:

5+C%C+C%+EDN 5+C%C+D%%!N 5+C%C+D%!JN 5+C%C+$%G%

双齿护蒴苔

0:&<-$7"': 3$,:1:

5+C%C+C%GJN 5+C%C+D+!N 5+C%C+$%GJ

裸蒴苔科!

?'2)07-/<-'3*'*

裸蒴苔属!

=:-&$+'3.'%+

圆叶裸蒴苔

=:-&$+'3.'%+ +1'$'5", 6

5+C%C+C%%$N 5+C%C+D%GJN 5+C%C+$%HJN 5+C%C!%%!$

紫背苔属

9&:7'$/*:,+:

无纹紫背苔

9&:7'$/*:,+: '13".+"5'%+6

5+C%C+D%%HN 5+C%C+$%++N 5+C%C!%%%%D

小蛇苔

0$1$/"-*:&%+ >:-$1'/%+

5+H%D+G%G!N 5+H%D+G%GGN 5+H%D+J%!CN 5+C%C+C%+!N

5+C%C+D%GEN 5+C%C!%%JE

地钱

4:./*:13': -$&<+$.-*:

5+H%D+!%%EN 5+H%D+E%GDN 5+C%C+C%+$N 5+C%C+C%G+N

5+C%C+D%%$N 5+C%C+D%J!N 5+C%C+$%+EN 5+C%C!%%!%

毛地钱科

P970</-*<'3*'*

毛地钱属

?%+$.3'".:

毛地钱

@%+$.3'".( *'.,%3(

5+H%D+!%++N 5+H%D+G%%+N 5+H%D+G%J!N 5+C%C+C%%EN

5+C%C+C%!JN 5+C%C+D%GGN 5+C%C+$%%$N 5+C%C!%%J

稀枝钱苔

A'//'( *%")"1".'(1(6

5+H%D+J%GCN 5+C%C+C%E$N 5+C%C+C%JEN 5+C%C+D%%JN

5+C%C!%%H%

南溪苔科

8'Q-:0'3*'*

南溪苔属

4(B'1$(

南溪苔

4(B'1$( /.',-(3(

5+H%D+G%%!N 5+H%D+G%JHN 5+H%D+E%+!N 5+C%C+C%%+N

5+C%C+C%+EN 5+C%C+C%!$N 5+C%C+D%%DN 5+C%C+D%!%N

5+C%C+$%!C

带叶苔科

@'))'>-3-:-'3*'*

带叶苔属

9(&&(;'/'1'(

多形带叶苔

9(&&(;'/'1'( (+)'7%(6

5+C%C+C%++N 5+C%C+C%E%N 5+C%C+D%!HN 5+C%C+D%G$N

5+C%C!%%++

溪苔

9"&&'( "-'-*<&&(

5+H%D+J%!GN 5+H%D+G%%HN 5+H%D+G%JEN 5+H%D+G%JCN

5+H%D+J%G$N 5+H%D+H%+EN 5+H%D+H%+JN 5+C%C+C%+DN

5+C%C!%%!J

叶苔科

R9:O*<7'::-'3*'*

叶苔属

C%17".+(11'(

深绿叶苔

C%17".+(11'( (3.$;'."1,

5+C%C+C%!DN 5+C%C+D%+%N 5+C%C+D%+DN 5+C%C+$%GD

假护蒴苔属!

4"3(/(&<-$7"'(

疏叶假护蒴苔

4"3(/(&<-$7"'( (&3".1'8$&'( 6

5+H%D+J%GG'N 5+C%C+D%++N 5+C%C+$%+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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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属 种 标本号

大萼苔科

$%&'()*+,(-%(%

大萼苔属

!"#$%&'()%

曲枝大萼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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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4 .#5/5#5/164 .#5/5#0/"/4 .#5/5#7/11

指叶苔科

8%&,9*+,(-%(%

鞭苔属

/%((%,)%

三裂鞭苔

0%((%,)% +1)2",3

.#"/0#1/1#4 .#"/0#1/154 .#"/0#1/104 .#"/0#1/!#(

羽苔科

:)(;,*-',)(-%(%

羽苔属

4&%5)'*$)&%

刺叶羽苔

4&%5)'*$)&% 3*)'#$)&%

.#"/0#2/#54 .#"/0#!/1#

卵叶羽苔

4&%5)'*$)&% '6%&)7'&)%8

.#"/0#2/1"34 .#"/0#2/!/4 .#"/0#!/2!

齿萼苔科

8*&'*-*)%(-%(%

裂萼苔属

!$)&'3*9#$-3

异叶裂萼苔

!$)&'3*9#$-3 #1'7-,2-3

.#"/0#2/6/4 .#5/5#5/614 .#5/5#0/62

异萼苔属

:"+"1'3*9#$-3

四齿异萼苔

:"+"1'3*9#$-3 %15-+-3

.#"/0#1/6/4 .#"/0#"//24 .#5/5#5/"/

光萼苔科

:*<%))(-%(%

光萼苔属

4'1"&&%

毛边光萼苔

4'1"&&% #"11'++"+)%,%

.#"/0#1/#14 .#5/5#0/514 .#5/5#7/27

丛生光萼苔心叶变种

4'1"&&% *%"3#)+%,3 =(<> *'12)7'&)%

.#"/0#!/"!4 .#"/0#!/"24 .#5/5#5/5/

扁萼苔科

?(9@)(-%(%

扁萼苔属

;%2-&%

扁萼苔

;%2-&% *'<#&%,%+%

.#"/0#1/6/A!A4 .#5/5#5//5

毛耳苔科

B@3@)(-%(%

毛耳苔属

=->-&%

广西毛耳苔

=->-&% ?@%,53)",3)38

.#"/0#!//234 .#5/5#5/"64 .#5/5#0/52

短瓣大萼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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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274 .#5/5#5/"24 .#5/5#5/624 .#5/5#0/!/

裂叶苔科

8*&'*+,(-%(%

广萼苔属

!$%,2',%,+$-3

全缘广萼苔

!$%,2',%,+$-3 >)1<",3)3

.#5/5#0/614 .#5/5#7/6/

折叶苔科

C-(&(D,(-%(%

合叶苔属

A*%#%,)%

刺边合叶苔

A*%#%,)% *)&)%+%

.#"/0#!/5#4 .#5/5#5//#4 .#5/5#0//!

睫毛苔科

A)%&'(<*EF*G(F(-%(%

睫毛苔属

0&"#$%1'3+'<%

小睫毛苔

0&"#$%1'3+'<% <),-3

.#"/0#6/#!4 .#"/0#2/!!-

绒苔科

H<,-'*-*)%(-%(%

绒苔属

B1)*$'*'&"%

绒苔

B1)*$'*'&"% +'<",+"&&%

.#"/0#1/!14 .#5/5#7/!!

指叶苔属

C"#)2'()%

指叶苔

C"#)2'()% 1"#+%,3

.#5/5#5/2/4 .#5/5#0/264 .#5/5#7/12

长叶羽苔

4&%5)'*$)&% 7&"D-'3%8

.#"/0#2/!!34 .#5/5#0/#54 .#5/51//#0

南亚异萼苔

:"+"1'3*9#$-3 ('&&),5"1) 8

.#"/0#6//54 .#5/5#5!!4 .#5/5#0/#7

尾尖光萼苔

4'1"&&% $%,2"&))

.#5/5#5/204 .#5/5#0/"!

耳叶苔科

I<@))(D,(-%(%

耳叶苔属

E1-&&%,)%

列胞耳叶苔

E1-&&%,)% <',)&)%+%

.#"/0#1/!"4 .#5/5#7/#74 .#5/5#7/62

尖瓣扁萼苔

;%2-&% %#)*-&%+%8

.#"/0#1/!6(4 .#"/0#1/6/A!J4 .#"/0#!/614

.#5/5#0/#24 .#5/5#0/"7

表
!

!续"

H(3)% # $*DF,D@%9

余夏君等! 湖北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类植物区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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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表示湖北省新记录科" !表示湖北省新记录属"

!

表示湖北省新记录种

科 属 种 标本号

细鳞苔科

&'(')*'+,'+'

细鳞苔属

"#$#%&#'

尖叶细鳞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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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0 -./%/.$%34

狭瓣细鳞苔

"#$#%&#' '&,-./*0(('

-./%/.1%210 -./%/.$%%2

绿片苔科

5*')6+,'+'

绿片苔属

1&#%+'

绿片苔

2%#%+' /,&)%,-

-#/%/#/%%70 -#/%/!%%!!

叉苔科

8'9:;'6<+,'+'

毛叉苔属

2/.3#45)#+,'

毛叉苔

2/.3#45)#+,' /%6#-7#&-

-#7%1#3%!7+0 -#/%/#1%3#0 -#/%/!%%#7

叉苔属

8#45)#+,'

钩毛叉苔

8#45)#+,' (#/4.&#%+' 9

-#7%1#3%!30 -#/%/#/%%30 -#/%/#/%!!0 -#/%/!%%27

狭尖叉苔

8#45)#+,' 7.&-'&)%,&#'

-#7%1#!%2/0 -#7%1#2%#/0 -#7%1#3%4#0 -#7%1#3%440

-#7%1#3%430 -#7%1#3%470 -#/%/#/%%3

平叉苔

8#45)#+,' 7.&$%)'4'

-#/%/#/%2/0 -#/%/!%%23

瓦鳞苔属

:+.7*.(#$#%&#'

南亚瓦鳞苔

:+.7*.(#$#%&#' -'&;<,7#&-,-

-#7%1#4%##0 -#/%/#1%440 -#/%/#1%/30 -#/%/#$%3%0

-#/%/!%%%$

片叶苔属

=,77'+;,'

羽枝片叶苔

=,77'+;,' -%63%(4,>,;'

-#7%1#3%270 -#/%/#$%!%0 -#/%/!%%3$

!"!

湖北新纪录科! 属! 种

通过对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类植物的调查" 同时根据已经发表的所有有关湖北省苔藓植物

的相关资料发现! 裸蒴苔科
=+>?@A<96<+,'+'

为湖北新记录科# 假护蒴苔属
8#4'7'(0/.)#,'

和裸蒴苔属

?'/(.3,4+,%3

为湖北新记录属# 疣鳞地钱粗鳞亚种
8'+7*'&4,' /'/,(('4' B)CB>D )+.--,6'+6'

" 粗裂地钱风兜

亚种
8'+7*'4,' /'(#'7#' B)CB>E ;,/4#+'

" 钝叶护蒴苔
@'(0/.)#,' &##-,'&

" 疏叶假护蒴苔
8#4'7'(0/.)#,' '(!

4#+&,>.(,'

" 长叶羽苔
A('),.7*,(' >(#B%.-'

" 卵叶羽苔
A('),.7*,(' .<'(,>.(,'

" 南亚异萼苔
?#4#+.-70/*%-

5.((,&)#+,

" 尖瓣扁萼苔
=';%(' '/,7%('4'

" 钩毛叉苔
8#45)#+,' (#/4.&#%+'

" 曲枝大萼苔
@#/*'(.5,' 7'4#&%('!

4'

" 稀枝钱苔
=,77,' *%#6#&#+,'&'

" 无纹紫背苔
A('),.7*'-3' ,&4#+3#;,%3

" 圆叶裸蒴苔
?'/(.3,4+,%3

3&,.,;#-

" 广西毛耳苔
C%6%(' DE'&)-,#&-,-

" 多形带叶苔
A'(('<,7,&,' '36,)%'

等
.3

种为湖北新记录种$

!"#

区系成分特征

!E2E.

区系成分构成 苔类植物与种子植物一样有其地理分布规律" 而且与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密切

相关%

!/

&

$ 本研究参照吴征镒%

./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观点将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苔类植物区系划分为
.%

种类型'表
!

($ 其中" 世界广布成分有
3

种" 包括地钱
8'+7*'&4,' /.(03.+!

/*'

" 扁萼苔
=';%(' 7.3/('&'4'

" 绒苔
:+,7*.7.(#' 4.3#&4#(('

" 石地钱
=#6.%(,' *#3,-/*'#+,7'

等" 由于该

区系分布于世界各地" 很难体现七姊妹山自然保护区区系地理特点" 因此" 在各区系地理成分统计中被

扣除计算$ 旧世界热带分布类型包括四齿异萼苔
?#4#+.-70/*%- '+)%4%-

" 长叶羽苔
A('),.7*,(' >(#B%.-'

等

2

种" 占总数的
7E3!F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类型有南亚异萼苔
?#4#+.-70/*%- 5.((,&)#+,

和狭瓣细

鳞苔
"#$#%&#' '&,-./*((' !

种" 占总数的
4D23F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类型仅
.

种" 狭尖叉苔
8#4!

5)#+,' 7.&$%)'4'

" 占总数的
!D./F

# 热带亚洲分布类型包括南亚瓦鳞苔
:+.7*.(#$#%&#' -'&;<,7#&-,-

" 毛边

光萼苔
A.+#((' /#++.44#4,'&'

" 刺叶羽苔
A('),.7*,(' -7,./*,('

等
3

种" 占总数的
.%D1/F

# 北温带分布类型

包括毛叉苔
2/.3#45)#+,' /%6#-7#&-

" 异叶裂萼苔
@*,(.-70/*%- /+.>%&;%-

" 刺叶护蒴苔
@'(0/.)#,' '+)%4'

"

绿片苔
2%#%+' /,&)%,-

" 蛇苔
@.&.7#/*'(%3 7.&,7%3

等
./

种" 占总种数的
27D$7F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类型仅
.

种" 双齿护蒴苔
@'(0/.)#,' 4.-'&'

" 占总数的
!D./F

# 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有
!

种" 包括稀枝

钱苔
=,77,' *%#6#&#+,'&'

" 钩毛叉苔
8#45)#+,' (#/4.&#%+'

" 占总数的
4D23F

# 东亚广分布类型包括无纹紫

表
$

"续#

G+C?' . H@*9<*)'I

4!



第
!"

卷第
#

期

背苔
!"#$%&'()*+) %,-./+.0%1+

! 三裂鞭苔
2#33#,%# -/%0.,*

! 小蛇苔
4&,&'.5()"1+ 6#5&,%'1+

! 小睫毛苔

7".5()/&*-&+) +%,1*

! 圆叶裸蒴苔
8)5"&+%-/%1+ +,%&%0.*

等
#!

种! 占总数的
$%&$"'

" 中国特有成分包

括尾尖光萼苔
!&/."") (),0."%

和广西毛耳苔
91:1") ;<),$*%.,*%* (

种! 占总数的
)&!*'

#

表
!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保护区苔类植物区系比较

+,-./ ( 0.1234536 47/65289 1: .3;/2<1254 3= >3?39/3 @18=5,3=4 A,531=,. A,582/ B/4/2;/ ,=C 15D/2 =,582,. 2/4/2;/4

区系成分
占总数比例

E'

七姊妹山 清凉峰 大巴山 佛坪 十大万山

世界广布
F149171.35,=

泛热带
G,=521736 H )&** I&!( H&J! *&KI

旧世界热带
L.C M12.C +217364 "&*( II&!" H I&%K !*&KI

热带亚洲$热带大洋洲
+217& N43, 51 +217& N8452,.,43, )&!* H I&!$ !&K) H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
+217& N43, 51 +217& N:236, $&IK H I&!$ H&J! H

热带亚洲
+217& N43, IH&%K H $!&"% IH&$% H

北温带
A125D +/97/2,5/ !"&J" $K&$K $I&H* $H&*" IK&I*

东亚$北美洲
O& N43, P A& N9/2& C34Q8=5/C (&IK )&** I&!( )&"K K&I)

旧世界温带
L.C M12.C +/97 )&!* J&HJ (&"! !&K) (&%"

温带亚洲
+/97& N43, H H H !&K) H

东亚分布
O& N43, (%&(" !I&%( !(&%J !K&!J ()&(J

中国特有种
O=C/936 51 FD3=, )&!* II&!" I)&)K I(&I* K&I)

(&!&(

区系成分特点 根据以上数据和资料分析! 七姊妹山自然保护区苔类植物较为丰富! 区系成分中

以北温带成分占据主导地位! 占总数的
!"&J"'

! 东亚成分次之! 占
(%&("'

" 其次热带分布成分%包括

泛热带成分& 旧世界热带成分&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成分&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成分& 热带亚洲成

分'占总数的
(!&JI'

! 温带分布成分%包括北温带成分& 东亚$北美间断成分& 旧世界温带成分& 温带

亚洲成分'占总数的
)"&)%'

! 虽然两者都占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温带分布成分高于热带分布成分(

(&!&!

与其他保护区比较 将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选取的东& 西& 南& 北共
)

个方位的保护区

进行比较) 从物种组成特点上分析!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共有科&

属& 种水平上均最高! 十大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则是与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有科& 属& 种最

少的地区" 根据属相似性系数分析!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类植物与其他
)

个保护区的相似性程

度均非常高%

H&"I*RH&"%J

'! 而且各相似性系数数值非常接近" 根据种相似性系数分析! 七姊妹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与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种相似系数最高! 十大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低%表
!

'# 从

苔藓植物地理成分区系谱上分析! 除十大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旧世界热带和东亚分布为主外! 各地

区苔类植物区系分布类型均以北温带和东亚分布为主!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苔类植物分布类型最

广! 有
I!

种分布类型" 此外! 各地区热带成分以十大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I&)('

'最多! 大巴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K&")'

'和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JI'

'次之!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IK&K*'

'

和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I*&JI'

'最低 " 而温带成分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

'最

高!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H&JI'

'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KI'

'次之! 十大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K&I*'

'和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最低%表
!

'#

通过将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
!H!A

上从东向西选取的
)

个保护区对比分析发现%图
I

'! 阳

表
"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保护区苔类植物组成及相似性比较

+,-./ ! F197,2341= 1: .3;/2<125 6197143531= 4393.,235S -/5<//= >3?39/3 @18=5,3= A,531=,. A,582/ B/4/2;/ ,=C 15D/2 =,582,. 2/4/2;/4

保护区 科数
E

科 属数
E

属 种数
E

种 共有科数
E

科 共有属数
E

属 属相似性指数 共有种数
E

种 种相似性指数

七姊妹山
(" !! *I

清凉峰
(H (J )J IK IJ H&"I* IK H&!)

大巴山
(I !I %( IJ (( H&"%% (I H&!!

佛坪
(* !) III (I (! H&"%" (! H&!(

十大万山
I% !I KI I! I* H&"%J I) H&(!

余夏君等* 湖北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苔类植物区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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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物种数量上均具有最高的水平!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低" 七姊妹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苔类物种数量与清凉峰相近# 从东向西
&%!'

上物种数量呈先升高后降低又增高的趋势#

另外各保护区区系类型数量上! 阳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苔类植物区系类型最为复杂! 可达
#&

种!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布类型最少! 仅有
(

种# 区系类型和苔类物种数正相关! 物种数越多! 相

应的区系类型数也越多#

&%!'

上! 从东向西区系类型数量呈现一个 $

'

% 的变化趋势&

&

讨论

根据吴鹏程等'

!)

(对中国苔藓植物分区划分! 七姊

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华中区! 该区植被为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 具有中亚热带山地的典型植被类型!

研究发现该区苔类植物物种丰富! 以北温带为主! 东

亚成分次之& 由此可得出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 温带分布成分高于热带分布!

是热带) 亚热带分布成分向北扩展和北温带分布类型

向南延伸的地带! 具有从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征&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炭藓沼泽种子植物区系

和邻近的星斗山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区系也印证了这

一特征! 这也与该保护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种子植物

区系'

#(

(特点相吻合& 同时! 东亚成分次之! 表明了该

保护区具有浓厚的东亚色彩& 其次! 中国*日本成分

比中国*喜马拉雅成分较高! 这可能由于中与日本相

邻的日本诸岛直到第三纪上新世仍与东亚大陆相连!

两者的植物区系易于交流'

!$

(

&

通过与其他
*

个保护区进行比较! 发现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物种

相似程度最高! 与十大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物种相似程度最低! 这可能是由于七姊妹山与清凉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二者纬度最接近! 主峰海拔相差不大! 且都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所影响有关& 十大万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南部沿海! 属于北热带季风气候区! 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与七姊妹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相差大! 因而种相似程度最低! 相应的区系类型也不一样& 除十大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热带成分为主,外! 各分布类型均以北温带和东亚分布为主& 同样!

&"!'

上! 与清凉峰等保护区的对

比发现!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保护区物种相似性指标接近! 各区系类型均以北温带和东亚

分布为主& 虽然! 有研究发现同一纬度带上针叶树占阔叶树的比例从西向东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

(

! 而本

研究发现!

&"!'

上苔藓从东至西区系物种数量呈现先升高后降低又增高的变化! 且各保护区海拔高度)

气温和降水等影响苔藓植物多样性的环境因子均比较接近& 这种变化差异可能与各保护区局部地形有

关! 因为苔藓植物个体更加矮小! 微生境的变化均可导致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差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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