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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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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蜡叶标本
%

文献资料及实地调查
!

整理出浙江野生苦苣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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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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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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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比
&

浙江植物

志
'

记载的
4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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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增加了
3

个新记录属
(

全唇苣苔属
6+-%"7*+-'"3

!

小花苣苔属
8*-$-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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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个新记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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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唇

西全苣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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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小花苣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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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形地貌
%

生境
%

母岩土壤
%

山脉等分析显示
!

该科植物在浙江省内广泛分布
!

多分布

在西部及南部丘陵山区
!

有近半数种喜生于石灰岩山地
!

且不同种之间生境存在较大差异
*

该科植物可应用于阴

湿花坛
+

林下地被
%

假山等园林空间
*

应优先对珍稀特有及观赏价值高的种类开展生物学
%

生态学方面的研究
!

并采用快繁技术进行扩繁
!

对珍稀种类应试行野外回归工作
!

以扩大种群数量
*

建议对一些特有珍稀种类的分布

区域或分布较集中的区域划定保护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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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浙江省新纪录种" 其余资料来源于$浙江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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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拉丁学名字母顺序排列(

传统上的
/

个亚科也正好和这一地理大类相一致" 即苦苣苔亚科
5G@;1?H@<9H414

主要分布于旧世界范围

内)尖舌苣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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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而大岩桐亚科
>4:?4@9<9H414

则仅分布于新世界范围内( 中国苦苣

苔科植物全部隶属于苦苣苔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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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植物志%记载" 苦苣苔科植物全世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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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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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特有)居中国特有属各科属数的首位*" 因而也是东亚" 特别是中国的区系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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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苣苔科植物主要分布亚洲东部及南部, 非洲! 欧洲南部! 大洋洲! 南美洲至墨西哥的热带及温带地

区(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自西藏南部! 云南! 华南至河北及辽宁西南部广泛分布" 但是多数种! 属分布于

滇! 黔! 川! 桂! 粤! 闽等地区的热带以及亚热带丘陵地带( 仅有
/

种越过秦岭分布到中国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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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

个苦苣苔科植物来说" 许多原产中国的苦苣苔亚科植物未被开发利用( 浙江分布的
/+

种苦苣苔科植物

至今也未见商品化( 仅知杭州植物园和浙江农林大学引种了部分该科植物" 主要用作科普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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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苦苣苔科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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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

迄今为止" 根据文献记载! 标本整理及野外调查" 发现浙江共有野生苦苣苔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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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属名 种名 分布类型 !

!

" 中国分布 浙江分布 分布特点

苦苣苔属 苦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安徽 $ 江西 $ 浙

江$ 福建$ 台湾

临安$ 开化$ 淳安$ 遂

昌 $ 龙泉 $ 缙云 $ 青

田 $ 泰顺 $ 松阳 $ 奉

化 $ 仙居 $ 武义 $ 临

海 $ 瑞安 $ 温州 $ 乐

清 $ 文成 $ 永嘉 $ 舟

山$ 温岭$ 新昌$ 江山!

'

"

浙江广布种

马铃苣苔属 长瓣马铃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 滇黔桂地

区

广东 ' 广西 ' 江

西 ' 福建 ' 湖南 '

安徽' 贵州' 重庆

永嘉

全国广布种

浙江植物志未记

载

绢毛马铃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 滇黔桂地

区

广东 ' 广西 ' 福

建 ' 江西 ' 安徽 '

湖北' 湖南' 贵州

淳安' 衢州' 武义' 遂

昌 ' 松阳 ' 龙泉 ' 云

和' 平阳' 仙居

全国广布种

大花石上莲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华中

地区

江西 ' 福建 ' 湖

南' 浙江
临安' 遂昌' 龙泉 狭域分布

粗筒苣苔属 宽萼粗筒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浙江 云和 浙江特有种

浙皖粗筒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浙江 ' 安徽 ' 江

西' 福建!

$&

"

临安' 淳安' 开化' 武

义 ' 临海 ' 遂昌 ' 龙

泉 ' 庆元 ' 景宁 ' 泰

顺 ' 乐清 ' 平阳 ' 仙

居' 新昌' 江山!

'

"

浙江广布种' 华

东地区特有种

半蒴苣苔属 半蒴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 滇黔桂地

区

陕西 ' 河南 ' 安

徽 ' 江苏 ' 甘肃 '

浙江 ' 福建 ' 江

西 ' 湖北 ' 湖南 '

广东 ' 广西 ' 重

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杭州' 临安' 淳安' 建

德 ' 奉化 ' 诸暨 ' 宁

波 ' 松阳 ' 龙泉 ' 兰

溪 ' 天台 ' 遂昌 ' 泰

顺 ' 丽水 ' 景宁 ' 青

田 ' 瑞安 ' 温岭 ' 新

昌' 江山(')

全国广布种

浙江广布种

降龙草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 滇黔桂地

区

江西 ' 浙江 ' 湖

北 ' 湖南 ' 广东 '

广西 ' 四川 ' 贵

州 ' 云南 ' 陕西 '

甘肃

天台' 龙泉' 泰顺 全国广布种

表
!

浙江省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一览表

*+,-. ! /012 34 501260,72038 34 9.18.60+:.+. 463; <=.>0+8? @63A08:.

"#!

生境概况

浙江的苦苣苔科植物多数种类根系浅' 植株较矮小' 生境因种而异' 但大多以阴湿环境为主( 有的

喜生于乱石堆中' 如半蒴苣苔) 有的生于低海拔草丛中' 如台闽苣苔) 有的可生于岩面或树干上' 如吊

石苣苔) 但多数种类喜生于较为阴湿的岩壁上' 如苦苣苔等* 该科植物对母岩与土壤也具有较明显的选

择性' 如羽裂唇柱苣苔和台闽苣苔喜生于花岗岩+ 砂岩& 片麻岩& 砾岩等发育的富含腐殖质的弱酸性土

壤中$ 而马铃苣苔属
!"#$%&'"()

则专生于酸性基质上$ 旋蒴苣苔属
*$#'

植物喜生于石灰岩山地!

$

"

$ 半蒴

苣苔属
+,-(.$,'

$ 唇柱苣苔属
/&("(0'

植物则喜中性至微碱性土壤*

!

区系组成

从种的分布类型分析,表
!

-' 浙江省分布的该科植物均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森林植物亚

区' 分布区范围差异悬殊* 中国大陆特产
$B

种' 与日本及中国台湾省共有种
C

种,苦苣苔& 吊石苣苔和台闽苣

苔-' 表明三地之间存在一定的区系联系) 另与越南共有
$

种 ,吊石苣苔-,表
$

-* 就全国范围而言' 以

DE&



第
!"

卷第
#

期

属名 种名 分布类型 !

!

" 中国分布 浙江分布 分布特点

全唇苣苔属 江西全唇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江西$ 福建$ 浙江 桐庐

浙江新记录

狭域分布

唇柱苣苔属 牛耳朵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广东 ' 广西 ' 贵

州 ' 湖南 ' 重庆 '

四川' 湖北' 浙江

临安' 建德' 衢州 石灰岩分布

蚂蝗七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广西 ' 广东 ' 贵

州 ' 湖南 ' 安徽 '

江西' 福建' 浙江

永嘉 浙江新记录

羽裂唇柱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广西 ' 广东 ' 贵

州 ' 湖南 ' 江西 '

福建' 浙江

开化' 泰顺 狭域分布

小花苣苔属 休宁小花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安徽' 浙江 江山

狭域分布

浙江新记录(另文

报道)

长蒴苣苔属 闽赣长蒴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南地区

广东 ' 江西 ' 福

建' 浙江' 湖南 $%%&

'

安徽

临安' 淳安' 建德' 兰

溪
石灰岩分布

温州长蒴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浙江

仙居' 乐清' 温州' 瑞

安' 温岭
浙江特有种

迭裂长蒴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浙江 遂昌' 丽水 浙江特有种

旋蒴苣苔属 旋蒴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东北地区 & 华

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滇黔桂地区

辽宁 ' 河北 ' 北

京 ' 天津 ' 山西 '

山东 ' 安徽 ' 江

苏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广东 ' 湖

南 ' 湖北 ' 陕西 '

重庆 ' 四川 ' 贵

州' 云南

临安' 建德' 武义' 乐

清 ' 奉化 ' 天台 ' 义

乌' 丽水' 温岭

全国广布种

大花旋蒴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浙江 ' 安徽 ' 江

西 ' 湖南 ' 湖北 '

陕西 ' 重庆 ' 四

川' 云南

临安' 奉化' 宁波' 武

义' 淳安' 乐清' 建德
全国广布种

吊石苣苔属 吊石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 华

中地区& 华南地区 & 滇黔桂地

区

广西 ' 广东 ' 海

南 ' 福建 ' 台湾 '

浙江 ' 江苏 ' 安

徽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贵州 ' 重

庆 ' 四川 ' 云南 '

甘肃' 陕西' 河南

杭州' 临安' 淳安' 建

德 ' 桐庐 ' 诸暨 ' 舟

山 ' 开化 ' 武义 ' 天

台 ' 临海 ' 丽水 ' 遂

昌 ' 松阳 ' 龙泉 ' 庆

元 ' 景宁 ' 云和 ' 缙

云 ' 青田 ' 乐清 ' 瑞

安 ' 文成 ' 泰顺 ' 平

阳' 温岭' 仙居' 新昌

全国广布种

浙江广布种

台闽苣苔属 台闽苣苔
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

日本植物

森林植物亚区%华东地区
浙江' 福建' 台湾 云和 狭域分布

续表
!

说明* 本表按照王文采+

%''(

)

!

%

"的苦苣苔亚科分类系统顺序排列' 分布类型依据吴征镒(

%')'

'

%'"*

)

!

"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系

统, 分布地点综合了-浙江植物志.-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等相关文献& 标本记载及实地考察资料 !

+

"

,

王 辉等* 浙江产苦苣苔科种质资源及分布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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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吊石苣苔! 旋蒴苣苔和半蒴苣苔分布最广" 旋蒴苣苔自云南! 华南北部山地向北分布到河北北部及辽宁

西南部" 是苦苣苔科在亚洲的分布北界#

$

$

% 浙江特有
'

种" 特有现象较明显% 从浙江省分布情况看" 以

吊石苣苔! 半蒴苣苔和苦苣苔分布最普遍" 而江西全唇苣苔等
(

个种在浙江目前均仅发现
#

个分布点%

根据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

$分析" 浙江产苦苣苔科
##

个属在
#)

个分布区类型

中仅有
)

个类型" 其中以东亚分布型和热带亚洲分布型为主" 前者有苦苣苔属! 吊石苣苔属! 马铃苣苔

属和台闽苣苔属
*

属" 后者有粗筒苣苔属! 唇柱苣苔属和半蒴苣苔属
'

属" 两者之和约占
(*+

( 中国

特有分布型有
!

属" 即小花苣苔属和全唇苣苔属( 旧世界热带分布型
#

属)长蒴苣苔属*( 热带亚洲至热

带大洋洲分布型
#

属)旋蒴苣苔属*% 总体而言" 热带性质相当明显%

'

浙江苦苣苔科植物的分布

!"#

地貌分布

浙江地形复杂" 山地和丘陵占
,&-*+

" 平原和盆地占
!'-!+

" 河流和湖泊占
(-*+

% 地势由西南向东

北倾斜" 依据地貌形态特征及成因类型" 将浙江省划分为
(

个地貌区#

$'

$

% )

.

*浙北平原区+ 包括嘉兴! 桐

乡! 海宁! 海盐! 平湖! 嘉善! 湖州! 长兴! 德清! 杭州市区! 绍兴! 上虞! 宁波! 余姚和慈溪等县

市% 分布有吊石苣苔! 大花旋蒴苣苔! 半蒴苣苔! 牛耳朵等
*

属
*

种% 且均发现于杭州西湖区)飞来峰!

北高峰" 属天目山脉东天目山余脉*和宁波鄞州区)天童山" 属仙霞岭山脉天台支脉*的丘陵中" 该区内的

嘉兴与湖州水网平原! 宁绍平原均未发现该科植物分布" 可见平原地区的细粉砂! 黏土土壤不适合该科

植物生长% )

/

*浙西中山丘陵区+ 包括安吉! 临安! 富阳! 桐庐! 建德! 淳安和开化等县市% 分布有吊

石苣苔! 苦苣苔! 绢毛马铃苣苔! 浙皖粗筒苣苔! 大花旋蒴苣苔! 旋蒴苣苔! 半蒴苣苔! 牛耳朵! 羽裂

唇柱苣苔! 闽赣长蒴苣苔和江西全唇苣苔等
0

属
##

种% 该区分布该科种类较多" 分布地域较广% 通过

实地考察及资料查阅" 发现该区分布种均为石灰岩地貌适生种" 与浙江省石灰岩带的分布区域基本一

致% )

1

*浙中丘陵盆地区+ 包括金华! 衢州! 诸暨! 嵊州! 义乌! 东阳! 永康! 兰溪! 江山! 浦江! 天

台! 新昌! 磐安! 仙居! 武义! 龙游! 常山等县市% 分布有吊石苣苔! 苦苣苔! 绢毛马铃苣苔! 浙皖粗

筒苣苔! 大花旋蒴苣苔! 旋蒴苣苔! 半蒴苣苔! 降龙草! 牛耳朵! 温州长蒴苣苔! 闽赣长蒴苣苔和休宁

小花苣苔等
0

属
#!

种% )

2

*浙东盆地低山区+ 包括奉化! 宁海! 象山! 台州! 三门! 临海! 玉环! 温

州! 温岭! 乐清! 瑞安! 平阳和苍南等县市% 分布有吊石苣苔! 苦苣苔! 绢毛马铃苣苔! 浙皖粗筒苣

苔! 大花旋蒴苣苔! 旋蒴苣苔! 半蒴苣苔! 温州长蒴苣苔! 羽裂唇柱苣苔和降龙草等
%

属
$"

种% 该区

内
$!

个县市仅象山! 宁海! 三门! 台州! 玉环未发现有分布" 这
)

县市多为沿海半岛" 以滨海盐土为

主" 可见滨海盐土不适合该科植物生长% )

3

*浙南中山区+ 包括丽水! 遂昌! 龙泉! 缙云! 永嘉! 青田!

文成! 泰顺! 云和! 松阳! 景宁和庆元等县市% 分布有吊石苣苔! 台闽苣苔! 苦苣苔! 绢毛马铃苣苔!

长瓣马铃苣苔! 大花石上莲! 浙皖粗筒苣苔! 宽萼粗筒苣苔! 旋蒴苣苔! 半蒴苣苔! 降龙草! 羽裂唇柱

苣苔! 迭裂长蒴苣苔和蚂蝗七等
0

属
$*

种% 该区内
$!

个县市均发现有该科植物分布" 分布区域最广"

分布种类最多" 就浙江省来说" 有
)

种仅在本地貌区发现有分布" 有
!

种仅在本地貌区内的云和发现"

可见该区有殊于其他地貌区的地质条件或生境%)

4

*沿海岛屿丘陵平原区+ 包括舟山! 岱山! 嵊泗! 洞头

等县市% 分布有吊石苣苔和苦苣苔等
!

属
!

种%

可以看出+ 各个地貌区均有该科植物的分布" 而且浙南中山区分布最多% 平原的细粉砂! 黏土及滨

海盐土不适合苦苣苔科植物生长" 浙南中山区有不同于其他地貌区的专化基质条件" 另外" 金衢盆地!

海岛)普陀除外*等地也未发现该科植物的分布%

!"$

山脉分布

浙江山脉属南岭山脉% 主要山脉可分为
'

支+ 北支从浙赣交界的怀玉山经安徽黄山蜿蜒入浙" 为天

目山脉( 中支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向东北延伸至浙江为仙霞岭山脉( 南支自浙闽边界入境为洞宫山脉%

综合实地调查及文献资料" 该科植物在各山脉的分布情况如下+

!

天目山脉% 调查点为高山)临安*! 清

凉峰)临安*! 顺溪坞)临安*! 天目山)临安*! 古田山)开化*! 金紫尖)淳安*! 白云源)桐庐*! 分水)桐庐*% 分

布种为闽赣长蒴苣苔! 大花旋蒴苣苔! 半蒴苣苔! 牛耳朵! 浙皖粗筒苣苔! 绢毛马铃苣苔! 旋蒴苣苔!

吊石苣苔! 苦苣苔! 温州长蒴苣苔! 羽裂唇柱苣苔! 江西全唇苣苔%

"#

仙霞岭山脉% 调查点为凤阳山)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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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王蛇坞#云和!" 九龙山$遂昌!% 牛头山$武义!" 江郎山$江山!" 乌溪江$衢江!" 灰坪$衢江!" 方岩

$永康!" 东白山$诸暨!" 小将林场$新昌!& 分布种为台闽苣苔% 浙皖粗筒苣苔% 宽萼粗筒苣苔% 苦苣苔%

吊石苣苔% 迭裂长蒴苣苔% 大花旋蒴苣苔% 旋蒴苣苔% 半蒴苣苔% 绢毛马铃苣苔% 大花石上莲% 休宁小

花苣苔&

!"

洞宫山脉& 调查点为乌岩岭$泰顺!% 五云山$瑞安!% 龙湾潭$永嘉!% 四海山$永嘉!% 括苍山

$仙居和临海!% 北雁荡$乐清!& 分布种为旋蒴苣苔% 浙皖粗筒苣苔% 羽裂唇柱苣苔% 苦苣苔% 温州长蒴

苣苔% 半蒴苣苔% 降龙草% 吊石苣苔% 绢毛马铃苣苔和蚂蝗七&

综上' 天目山脉产
$

属
%!

种' 仙霞岭山脉产
$

属
%!

种' 洞宫山脉产
"

属
%&

种& 其中
'

种仅发现

于天目山脉'

(

种仅发现于仙霞岭山脉'

)

种仅发现于洞宫山脉& 可见( 该科存在生境基质专化现象'

而多数种在
'

支山脉均有分布' 则可见多数种能在多种环境中生存' 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石灰岩小生境分布特点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 而此地区多岩溶地貌' 岩溶即我们常说的石灰岩& 由于岩

溶透水性强' 渗漏严重' 土地蓄水能力差等诸多原因' 普遍导致石灰岩山区可利用水资源偏小' 易干

旱' 自然环境先天脆弱* 而且石灰岩裸露地区普遍具有生境基岩裸露' 土体浅薄' 基质+ 土壤和水等环

境富钙的生态特征' 构成了石灰岩植物区系与土山植物区系之间联系的障碍' 这种在自然竞争中的 ,生

物隔离- 促进了石灰岩山地的特有化发展' 使其自然分布的植物种类具有一般的共性( 喜钙' 耐旱' 根

系相对强壮而发达' 能攀附岩石' 在裂隙土壤% 土壤水及岩溶水中求得水分和养分的补充.

%*

/

)

浙江省境内分布有较大面积的石灰岩' 主要是浙江西北部的低山丘陵和金衢盆地的石灰岩+ 白云石

灰岩+ 灰质紫色砂岩地区.

"

/

) 海拔一般不超过
(&& +

) 浙江省石灰岩带如图
)

所示' 在该带内分布的该科

植物有牛耳朵+ 吊石苣苔+ 苦苣苔+ 半蒴苣苔+ 浙皖粗筒苣苔+ 大花旋蒴苣苔+ 旋蒴苣苔+ 闽赣长蒴苣

苔+ 绢毛马铃苣苔和江西全唇苣苔等
$

属
%&

种' 可见浙江省分布种半数喜生于石灰岩生境)

在调查的石灰岩山地植物群落样方内' 苦苣苔科植物往往成为群落草本层的优势种而形成较为固定

的苦苣苔群落) 该群落季相鲜明' 多分布于山谷及山腰以上地段' 海拔为
'&& ! ,&& +

' 盖度为
%&- !

'(-

' 主要有苦苣苔+ 浙皖粗筒苣苔和吊石苣苔等群落' 并伴生垂盆草
!"#$% &'(%")*+&$%

' 凹叶景天

,"-$% "%'(./)'*$%

' 蒲儿根
,/)+&")"0/+ +1-23%/')$&

' 细叶卷柏
41'./)"11' 1'5+(-"/

' 小沼兰
6'1'7/& %/!

0(+*'*')*2'

' 酸模叶蓼
8+19.+)$% 13:'*2/;+1/$%

' 棕叶狗尾草
!"*'(/' :'1%/;+1/'

' 苔藓及地衣等.

$

/

)

根据对桐庐县分水镇合村江西全唇苣苔+ 淳安左口乡芳桥村闽赣长蒴苣苔+ 淳安王阜乡郑中村浙皖

粗筒苣苔+ 临安市玲珑镇高山村大花旋蒴苣苔等种的样方调查' 发现了以下共同点(

#"

乔木层优势种均

为阔叶林' 平均高度
,.& ! /.& +

' 郁闭度为
&.(

) 常见种有豹皮樟
</*&"3 =+("3)3

' 浙江樟
>/))3%+%$%

=2"?/3).")&"

' 野漆
@+7/0+-")-(+) &$00"-')"$%

' 青冈栎
>901+5'1')+:&/& .1'$0'

' 香果树
4%%")+:*"(9&

'

模来木
>+()$& %'0(+:2911'

' 椿叶花椒
A')*2+791$% '/1')*2+/-"&

等)

$%

灌木层平均高度为
).& +

' 盖度为

/&"

) 常见优势种有乐思绣球
B9-(')."' (+&*2+()//

' 中国旌节花
,*'029$($& 02/)")&/&

' 中华绣线菊
,:/!

('"' 02/)")&/&

' 毛瑞香
C3:2)" ?/$&/3)3

等)

!"

草本层平均高度为
&.* +

' 盖度为
'&"

) 常见优势种有蛇根

草
D:2/+((2/EF G3:+)/=3

' 江南卷柏
H"1F./)"11F %+"11")-+(;//

' 奇蒿
I(*"%/&/F F)+%F1F

' 山类芦
J"9(F$-/F

%+)*F)F

' 蒲儿根
H/)+&")"0/+ +1-2F%/F)$&

' 地耳草
K9:"(/0$% GF:+)/0$%

和三脉紫菀
I&*"( F."(F*+/-"&

等)

*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 浙江省苦苣苔科植物资源丰富' 分布特点明显(

&%

分布范围广) 以西部及南部山地为主)

各地貌区和各大山脉' 均有该科植物分布) 但由于环境的恶化' 森林的破坏' 不少种类处于濒危状态)

$%

基质专化明显)

)&

个种中'

,

个种浙江只发现
%

处分布点'

)

个种只发现
)

处分布点'

'

个种仅发现

'

处分布点) 多数呈狭域间断分布' 平原土及盐土不适合苦苣苔科植物生长)

!%

石灰岩上的0舞者-) 浙

江省分布种半数喜生于石灰岩生境)

苦苣苔科植物的观赏性状比较多样化' 无论从花+ 叶+ 果还是株型均具一定观赏价值) 浙江产种类

主要以观花为主' 花色有白+ 粉红+ 紫+ 蓝紫等冷色种类' 也有黄+ 紫红等暖色种类* 花的形态+ 大

小+ 花量等差异也较大* 花期
* # %%

月均有' 但多集中在
/ # "

月' 有的种类条件适宜时可
) ! '

次开

花) 如能商品化开发成盆花' 则能补充夏季室内盆花种类之不足) 根据浙江省苦苣苔科植物的生物学+

王 辉等( 浙江产苦苣苔科种质资源及分布特点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生态学特性及分布特点! 浙江省分布种多喜欢在荫蔽凉爽! 湿度大! 通风好的环境中生长! 故可应用于

阴湿花坛" 林下地被和假山等# 要将其用于园林观赏! 则必须扎实有序地开展引种" 驯化" 栽培等研究

工作$

由于苦苣苔科植物正被越来越多的植物工作者所重视! 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 对其保护工作也应

予加强$ 今后! 应优先对珍稀特有及观赏价值高的种类开展生物学% 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采用快

繁技术进行扩繁! 对珍稀种类应试行野外回归工作! 以扩大种群数量$ 苦苣苔科植物的生境通常需要有

良好的阔叶林植被! 因此! 保护好原生植被是保护其资源之关键$ 建议对一些特有珍稀种类的分布区域

或分布较集中的区域划定保护小区$ 另外不少县市的分布资料至今仍为空白! 也需进一步进行基础调

查! 摸清家底! 为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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