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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区系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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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浙江省分布的壳斗科
./0/12/2

植物共
$

属
3&

种%含种下分类群&! 以常绿植物为主! 占
$*+#4

! 其中栎属

6#+$7#3

为最大属%

!$

种&! 水青冈属
0&.#3

%

3

种&为浙江省壳斗科的表征属' 将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分为
"

个类型!

!"

个亚型! 其中对中国特有种采用分布区图重叠法将其分为
!!

个亚型' 与其他省区相比! 浙江与安徽的相似性系

数最高"

,-(%, !

&! 其次为福建! 山东最低"

,-*** *

&'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区系主要是热带性质并兼有一定的温带成

分! 浙江成为温带和热带地理成分的植物南北延伸的过渡带' 浙江省壳斗科中国特有种集中分布于西南高原地区

的有
*%

种! 占
&*-%4

! 另外天目山
#

黄山地区"

*

种&( 秦巴山区"

3

种&! 说明浙江壳斗科植物集中分布区具有多样

性丰富! 又较集中的特点' 栲属
8&34&%"93-3

! 柯属
:-4*"7&$9#3

! 青冈属
;57'"<&'&%"93-3

和栎属存在明显的水平替代

现象! 其中青冈属存在一定程度的垂直替代现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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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群的区系研究均采用吴征镒等编写的种子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 在对

种的区系分析上一些作者不从文献专著中逐种查询" 并根据各个种的地理分布归纳出其分布区类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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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彬彬等!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区系特征分析

是直接套用属分布区类型作为该属内种的分布区类型"地理成分#$ 此种逻辑错误朱华%

$

&已批评指正$ 在

一些山体或局部地区的区系研究中' 一些人仍然套用属的分布区类型' 这种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相联

合的分析方法依然被认为行之有效%

%

&

$ 在对中国特有种的分析上以往大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 郝日明%

!

&

提出应以区系分区区划作为分析地理分布特征的单位' 丁炳扬等%

&

&和金孝锋等%

%

&用此种方法对浙江省凤

阳山和百山祖进行了种子植物的区系分析' 并得出来了自己的结论$ 迄今为止' 对种的区系分析的方法

还处于探索过程中$ 作者试图利用浙江省分布的壳斗科
'()(*+(+

中国特有种的分布区图重叠法确定分

区方案%

#

&

' 并对壳斗科植物进行分布区划$ 壳斗科植物是中国亚热带森林的主要组成树种' 多数种类在

林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

&

' 而且在浙江省分布范围广' 成为森林植被群落的主要建群树种' 因此' 对

浙江壳斗科植物区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研和经济价值$

$

自然环境概况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

%-!.!"/!$!$$"0

'

$$1!.%"/$%!!.1"2

$ 东濒东海' 北连江苏和上海' 南

接福建' 西与安徽( 江西交界$ 陆地面积
$.3$1#$.

&

45

%

'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6

$ 地貌属于华中华东

低山和丘陵及江浙冲积平原的一部分' 以分割破碎的丘陵和低山为主$ 全省地势西南高' 东北低' 呈阶

梯状下降' 西南山地海拔多在
$ ... 5

以上' 为浙江主要山区' 中部多为
#.. 5

以下的丘陵' 北部太湖

流域及钱塘江下游地区为冲积平原$ 主要山脉均沿西南$东北方向延伸' 可分为
!

支! 北支为天目山脉'

是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 中支为仙霞山脉' 是钱塘江水系和瓯江水系的分水岭) 南支自浙闽

交界入境为洞宫山脉$ 主要河流有钱塘江( 瓯江( 椒江( 苕溪( 飞云江( 甬江和鳌江等
-

条%

-

&

$

浙江位于东南季风剧烈活动的地区' 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受海洋气候的调节' 温暖湿润) 年

平均气温为
$#3&/$13$ %

'

$

月平均气温
%3#/-3# %

'

-

月平均气温
%,3#/%73# %

' 无霜期
%!./%-# 8

' 年

平均降水量
$ $../$ 7.. 55

%

1

&

$

全省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黄壤和黄棕壤' 低山( 丘陵还零星分布着一些岩成土' 如石灰土( 紫色

土( 铁*镁#黏土等' 平原与滨海则有水稻土( 盐土( 潮土等%

-

&

$

浙江省发育着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在植物区系方面属于东亚植物区' 中

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出于地史和现代自然条件的差异' 不但植物种类丰富' 多种区系成分汇集' 而

且还含有较丰富的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及其种类' 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区系成分%

7

&

$

%

材料与方法

采用
9:;8+

等的分类方法对壳斗科植物生活型进行统计与分析$ 浙江壳斗科表征属的确定采用陈涛

等%

<.

&的观点' 具体方法参考原文$ 根据吴征镒等%

<<

&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对浙江省壳斗科植物

进行区系划分$ 在对浙江省壳斗科植物进行种的区系分析时' 对非中国特有种直接采用吴征镒等%

<%

&属的

分布区类型' 对中国特有种则采用分别绘制每种植物的分布区图' 两两重叠' 分布区图大致相同者划为

一种分布区亚型' 最终确定壳斗科中国特有种的分布区划$ 每种植物的分布区图以参考文献%

<!

&中的壳

斗科植物分布图为基础' 查阅壳斗科植物的分布资料' 绘制相对全面的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分布区图$ 为

比较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与其他省区的差异' 属或种的相似性系数采用
=>:+?@>?

相似性系

数 %

$&

&计算' 即
!A%"B

"

#C$

,$ 其中'

%

为甲地植物属数或种数'

&

为乙地植物属数或种数'

"

为甲乙

两地共有植物属数或种数' 其中都不包括世界分布的属数或种数$

!

结果与分析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的属种统计' 以 -浙江种子植物检索鉴定手册.

%

$#

&为基础' 查阅-中国植物志.

%

$,

&

(

-

'D>:( >E FGH?(

.

%

<-

&

( -

'D>:( >E I(HJ(?

."第
%

版,

%

<1

&以及相关文献资料%

<7

&

' 鉼子栎
'()*+(, -.*/011

属于浙江

新记录' 粃栎
'2 ,)**.3.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天目山和宁海,发现有存在' 两者予以增加$ 在作者查阅各

大植物标本馆"

KKLM

'

KIF

'

KN

'

OP'F

'

OQ

,以及浙江省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发现' 曼青冈
"4+5/-.5.0/6!

,1, /74/8/0

和菱果柯
913:/+.*6(, 3.13/)0,1,

虽在-中国植物志.和-

'D>:( >E FGH?(

.中记录有分布' 但并没有

找到显示它们存在的直接证据' 故将它们剔除' 暂不在统计分析之列$ 经统计' 浙江省壳斗科有
,

属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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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下分类群均以种级对待"#

!"#

生活型的统计与分析

由表
#

可看出$ 常绿树种有栲属
!"#$"%&'#(#

!

#%

种"$ 青冈属
!)*+&,"+"%&'#(#

!

(

种"$ 柯属
-($.&*"/'0#

!

)

种 "以及栎属
102/*0#

的鉼子栎 $ 匙叶栎
13 4&+(*.&+2'(#

$ 巴东栎
13 2%5+2/("%"

$ 乌冈栎
13 '.)+!

+)/"2&(42#

$ 刺叶高山栎
13 #'(%&#"

$ 共
$%

种$ 占浙江省分布的壳斗科总数的
)!*+,

% 落叶树种有栗属

!"#$"%2"

!

$

种 "$ 水青冈属
6"50#

!

&

种"$ 以及栎属的麻栎
13 "*0$(##(7"

$ 槲栎
13 "+(2%"

$ 锐齿槲栎
13

"+(2%" -./* "*0$2##2/"$"

$ 小叶栎
13 *.2%((

$ 槲树
13 42%$"$"

$ 白栎
13 8",/(

$ 尖叶栎
13 &9)'.)++"

$ 粃栎$

短柄粃栎
13 #2//"$" -./* ,/2:('2$(&+"$"

$ 黄山栎
13 #$2;"/4((

和栓皮栎
13 :"/(",(+(#

共
#'

种 $ 占总数的

$0*+,

$ 由此可看出$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以常绿植物为主$ 落叶植物为辅#

属名 常绿植物种数 占总数百分比
1,

落叶植物
1

种 占总数百分比
1,

栗属
!"#$"%2" % % $ )*$

栲属
!"#$"%&'#(# 2% !%*' % %

青冈属
!)*+&,"+"%&'#(# ( #'*' % %

水青冈属
6"50# % % & '*$

柯属
-($.&*"/'0# ) #!*+ % %

栎属
102/*0# + #%*& ## !!*(

合计
$% )!*+ #' $0*+

表
$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的生活型统计

3.456 2 78.89:89;: <= 59=6 =</> <= ?.@.;6.6 9A BC6D9A@ E/<-9A;6

!%&

科! 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按照吴征镒等的科的分布区类型$ 壳斗科分布区类型属于
'!&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F* 36>G* H

7* 36>G* I9:DJA;86K

&

2!

'

# 壳斗科主要分布在北半球$ 并且可以确认起源于北半球$ 可能起源于中国南部(

西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的季节性干旱热带山地森林中$ 起源时间很可能在晚白垩纪早期&

!%

'

# 壳斗科属的

分布区类型表
!

#

表
&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3.456 ! L/6.5!8MG6: <= ?.@.;6.6 @6A6/. 9A BC6D9.A@ E/<-9A;6

分布区类型 属名 种数!浙江
1

中国
1

世界" 占中国
1

世界的百分比
1,

占总数百分比
1,

0*

热带亚洲

!印度( 马来西亚"分布

栲属
!"#$"%&'#(#

&

!2

'

2%1+'1

!

&%N

"

##%N#$% #0*!1

!

!+N

"

(*#N0*0 +!*#

!热带地理成分"

青冈属
!)*+&,"+"%&'#(# (1)(1#$&N#+% #$*%1)*0N)*%

柯属
-($.&*"/'0#

&

!!

'

)1#!$1!0(N$%% &*(1!*!N!*%

'

!

(

"

*

北温带分布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栗属
!"#$"%2" $1&10O2%

!

N2!

"

0+*%1&!*(N$%*%

!

N!+*%

"

&0*(

!温带地理成分"

水青冈属
6"50# &1&N+12%"

!

N2$

"

2%%#'%*%1&%*%"

!

N$%*0

"

'!&*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

!泛温带"

栎属
102/*0# 2)1$+1$%%"

!

N$2)

"

&+*01+*$"

!

N+*2

"

说明) 表中部分数据引自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

表
!

可知) 栎属为最大属$ 包含
2)

个种!包括种下分类群"$ 其次依次为栲属( 青冈属( 柯属( 水

青冈属和栗属# 该区系壳斗科各个属在中国植物区系重要值
P?QR

!在世界植物区系重要值
P?QS

"值以水

青冈属最大$ 达到
'%T#2"",

!

&",

"$ 水青冈属成为浙江省壳斗科的表征属#

浙江壳斗科植物中热带地理成分的属有
$

个$ 分别为栲属( 青冈属和柯属$ 为
0*

热带亚洲!印度(

马来西亚"分布
3/<G* L:*

!

QAK<>.5

"# 其中吴征镒等&

2!

'认为栲属为
(

!

0

"型分布$ 即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以热带亚洲为分布中心$ 刘孟奇等&

!"

'认为排除
!./)#&+2'(#

后$ 栲属的分布类型应属热带亚洲分布# 本研

究采用刘孟奇等的观点% 对于柯属的分布类型$

U.A<:

等&

!!

'指出柯属在北美仅有
2

种分布$ 而其特征更

接近栎属$ 故将其移出柯属$ 确定柯属为热带亚洲分布$ 本研究同意并采用其观点# 其余
$

个属为温带

地理成分$ 其中栗属和水青冈属为
'

!

(

"北温带分布
F*36>G

$ 但是
!

个属的分布区类型均以
(*

东亚和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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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间断分布
$% &'% ( )% &*+,% -.'/0123+4

为中心! 栎属的分布区类型为
5!6%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泛温

带#

)% 7+*8 ( 9% 7+*8 -.'/0123+4

"$

:;1!3+*8+,;3+

%#&

!"!

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在进行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的过程中' 非中国特有种采用吴征镒等(

<!

)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

型系统' 中国特有种采用绘制每种植物的分布区图' 把分布区大致相同的归为一种亚型的方法划分分布

区类型'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大致分为
!

个类型*

=!

个分布区亚型"表
!

#&

分布区类型 种数 百分比
>?

@!6%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

A.+31;*

"

B, C14B2D.1; :+1.1'0E;

#

3B 9% FD.1;

"

B, 9G% FD.1;

#

< 6%<

5%

北温带分布
)%7+*8 = <%=

=6%

东亚分布"东喜马拉雅
H

日本#

$% &'% # ="%6

=6

"

9I

#

%

中国
!

日本
9.1B!I;8;1 # ="%6

=#%

中国特有分布
$14+*.2 3B FD.1; !# @<%J

=#!=%

横断山
!

岷山以东* 南岭以北的东亚植物区和台湾地区"东北地区除外#

@ =6%K

=#!<%

云南高原
!

岷山以东* 秦岭
!

淮河以南* 南岭以北以及横断山区
J =5%5

=#!!%

横断山
!

岷山以东* 大巴山
!

大别山
!

天目山以南地区"包括台湾*海南地区#

K =<%#

=#!6%

红水河以东* 苗岭
!

武功山
!

武夷山
!

黄山以南的中国
!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 6%<

=#!#%

乌蒙山
!

六韶山以东* 苗岭
!

武功山
!

武夷山
!

黄山以南的东亚* 古热带植物区
< 6%<

=#!K%

长江以南* 云南高原以东的中国
!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 6%<

=#!@%

秦岭
!

长江以南* 南岭以北* 喜马拉雅
!

岷山以东地区
= <%=

=#!5%

秦岭
!

淮河以南* 南岭以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 <%=

=#!J%

秦巴山区* 浙南山地* 粤黔桂星散分布
! K%!

=#!="%

巴山
!

武陵山* 浙南山地* 台湾间断分布
= <%=

=#!==%

大别山以东* 长江以南* 仙霞岭以北地区
= <%=

表
!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7;LE+ ! &,+;E!3M8+' BN O;P;2+;+ '8+2.+' .1 QD+/.;1P :,BR.12+

说明+ 表中部分术语参考,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名称&

由表
!

可知+ 浙江省分布的
65

种壳斗科植物中非中国特有种有
=!

种' 其中
@!6

型分布有
<

种' 黎

蒴栲
!"#$"%&'#(# )(##"

和罗浮栲
!* )"+,-(

.

5

型分布的
=

种' 刺叶高山栎.

=6

型分布有
#

种' 分别为小叶

青冈
!./0&+"0"%&'#(# 1.,#(%"-)&0("

' 青冈
!* 20"3/"

' 赤皮青冈
!* 2(04"

' 麻栎和槲树.

=6

"

9I

#型分布有
#

种' 分别为云山青冈
!./0&+"0"%&'#(# #-##(0()&0("

' 水青冈
5"23# 0&%2('-$(&0"$"

' 乌冈栎' 粃栎' 柯
6($7&!

/",'3# 20"+-,

! 按照王文采(

<6

)的观点'

=6

型和
=6

"

9I

#型分布有
J

种植物' 属于式样
!"%

中国西南至日本

和 "或#相邻地区
O,B* 9G FD.1; 3B I;8;1 B,>;14 ;4/;2+13 ,+P.B1'

' 浙江省壳斗科的此
J

种植物成为中国!

日本植物区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分!

浙江省壳斗科中国特有分布的种
!#

种' 占总数的
@<%J?

' 成为壳斗科植物的主体' 因此' 对壳斗

科中国特有种进行分布区划' 更能反映浙江壳斗科植物区系的特征! 本研究将中国特有种分为
==

个亚

型"表
!

#' 壳斗科各个种在每个分布亚型的分布见表
6

!

=#!=

亚型集中分布于中国的西南高原' 向东北延伸至华北平原的最北边' 一小部分延伸至内蒙古东

部草原亚地区' 向东延伸至东部沿海' 直至台湾地区' 向南则仅限于南岭以北地区! 该亚型分布最广'

浙江省有
@

种植物属于该亚型' 仅次于
=#!<

"

J

种#!

=#!<

亚型分布于东喜马拉雅和滇西南亚地区' 向东延伸至东部沿海' 向南则未越过南岭!

=#!!

亚型

分布于横断山脉地区' 向东延伸至东南沿海' 并分布至台湾和海南' 该亚型越过古热带植物区界限分布

至热带地区!

=#!@

亚型分布于东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地区' 沿南岭延伸至东部沿海地区' 在东部沿海呈

星散分布' 其分布中心在川* 湘* 鄂以及贵州高原地区! 此
!

个亚型均集中分布于中国西南高原地区'

并向东延伸至东部沿海!

=#!6

'

=#!#

和
=#!K

亚型均集中分布于滇黔桂和贵州高原地区' 向东部沿海延伸' 向南
=#!6

和
=#!K

刘彬彬等+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区系特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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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亚型仅止于古热带植物区的界限! 而
&'!'

亚型则越过古热带植物区界限分布到台湾" 海南地区#

&'!(

亚型向北仅到武功山" 黄山" 天目山一线! 而
#'!)

则直达秦巴山区$

#'!*

和
&'!&&

亚型均集中分布于天目山!黄山一线! 向四周发散! 分布于华东% 华北" 华中以及华

南地区$

&'!+

和
&'!&"

亚型则集中分布于秦巴山区! 向东南沿海延伸的间断或星散分布$

&'!+

!

&'!

&"

!

&'!&&

等
$

个亚型均属于间断或星散分布! 说明浙江相比于其他地区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由表
'

可知& 浙江省分布的壳斗科植物以集中分布于西南高原地区为主'

*!,+-

(! 其次为秦巴山区

'

&&,(-

(! 说明浙江壳斗科植物集中分布区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但又较集中的特点#

分布区亚型 浙江省分布的壳斗科植物种类

&'!&

板栗
!"#$"%&" '())*##*'"

! 匙叶栎
+,&-.,# /()*.0()&*1#

! 栓皮栎
+2 3"-*"4*)*#

! 短柄粃栎
+2 #&--"$" ./0, 4-&3*1&$*()"!

$"

! 槲栎
+2")*&%"

! 锐齿槲栎茅栗
!"#$"%&" #&5,*%**

#'!!

珍珠栗
!2 0&%-6*

! 短刺米槠
!"#$"%(1#*# ."-)&#** ./0, #1*%(#"

! 苦槠
!2 #.)&-(106))"

! 多脉青冈
!6.)(4")"%(1#*#

',)$*%&-3*#

! 褐叶青冈
!2 #$&7"-/*"%"

! 细叶青冈
!25-".*)*#

! 亮叶水青冈
8"5,# ),.*/"

! 包果柯
9*$0(."-1,# .)&*#$(!

."-1,#

! 白栎
+,&-.,# :"4-*

#'!$

栲树
!"#$"%(1#*# :"-5&#**

! 米槠
!2 ."-)&#**

! 甜槠
!2 &6-&*

! 木姜叶柯
9*$0(."-1,# )*$#&*:()*,#

! 硬壳柯
92 0"%.&*

! 短

尾柯
92 4-&3*.",/"$,#

#'!(

南岭栲
!"#$"%(1#*# :(-/**

! 鼠刺叶柯
9*$0(."-1,# *$&"106)),#

#'!'

秀丽栲
!"#$"%(1#*# ;,.,%/"

! 毛果青冈
!6.)(4")"%(1#*# 1".06)('"

#'!)

大叶青冈
!2 ;&#&%*"%"

! 钩栲
!"#$"%(1#*# $*4&$"%"

#'!1

巴东栎
+,&-.,# &%5)&-*"%"

#'!*

小叶栎
+2 .0&%**

#'!+

尖叶栎
+2 (<6106))"

! 米心水青冈
8"5,# &%5)&-*"%"

! 鉼子栎
+,&-.,# 4"-(%**

#'!#%

台湾水青冈
8"5,# 0"6"$"&

#'!## +,&-.,# #$&7"-/**

表
!

浙江省壳斗科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亚型

2/345 ( 67389:5; <= 8>5 5?@5ABC ;:5CB5; 8< D>B?/ <= E/F/C5/5 B? G>5HB/?F

集中分布区 种数 占中国特有种总数百分比
-

西南高原地区
!+ *!,+

天目山
!

黄山
! ',1

秦巴山区
( &&,(

共计
$' &""

表
"

浙江省壳斗科中国特有种的集中分布区

2/345 ' I5:<;B8 /05/; <= 8>5 5?@5ABC ;:5CB5; 8< D>B?/ <= E/F/C5/5 B? G>5HB/?F

#$!

浙江与其他省壳斗科植物区系的比较

对浙江省与其他省壳斗科植物区系进行比较! 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植物区系的属性! 可为植物区系分

区提供依据# 由表
)

可见& 热带亚洲分布的
$

个属'栲属% 柯属和青冈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分别为马来西

亚和中南半岛)

!&

*

+ 东南亚区和马来西亚区+ 中国南部和西南部! 以及中南半岛)

!"

*

$ 由表
)

可知& 上述
$

个属由北向南种数依次增加! 越靠近该属的现代分布中心种数越多! 分布的北界在江苏!

$

个属在山东

均没有分布! 说明浙江位于热带亚洲分布的
$

个属从其分布中心向北延伸的过渡带上! 浙江甚至成为

&'!$

亚型"

&'!(

亚型"

&'!'

亚型和
&'!)

亚型植物的分布北界$

一般说栎属代表了壳斗科中的高山类型和温带类型)

!'

*

! 由表
)

可知& 其中高山栎类的植物种类从北

向南出现波状起伏! 浙江拥有最多的高山栎类'

)

种(! 广东次之'

'

种(! 山东和江苏没有高山栎类的分

布! 说明浙江高山类型的壳斗科植物相比其他省区较为丰富+ 落叶栎类的壳斗科植物从北向南的种数就

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山东地区拥有的落叶栎种数最多'

&'

种(! 说明温带类型分布的植物随纬度的降低

而逐渐淡出! 因此! 浙江成为高山类型和温带类型壳斗科植物从北向南分布的过渡带$

除山东地区没有野生栗属植物分布外! 其他省区均有
$

种栗属植物分布$ 浙江分布有
(

种水青冈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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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山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福建

种数 与浙江共有 种数 与浙江共有 种数 与浙江共有 种数 种数 与浙江共有

栗属
!"#$"%&" " " ! ! ! ! ! ! !

栎属

'(&)*(#

落叶栎类
$# % & & '" '" '" ( (

高山栎类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水青冈属
+",(# + " " " ! ! , ) )

栲属
!"#$"%-.#/# " " ) ) % % '" '# *

青冈属
01*2-3"2"%-.#/# " " ! ! # # * ', &

柯属
4/$5-*").(# " " ' ' ! ) ( '& (

属数总计
' ' # # ( ( ( ( (

种数总计
'# % '% '% !! !) ,& (' !%

与浙江共有的种占本

省的百分比
-.

!

,(/%

!

'++

!

*%

! !

(+0%

属的相似性系数
+0)&# % +0*+* $ $

!

$

种的相似性系数
+0))) ) +0#)! $ +0%*+ $

!

+0(%& *

广东

种数

!

%

#

$)

)

)(

!#

##

(

$!!

!

$

+0,,) +

与浙江共有

!

%

!

$+

)

*

*

%

(

,+

!+0$

表
!

浙江壳斗科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12345 ( 675895: ;<=35> ?@ A2B28525 9; CD5E92;B 2;F ?GD5> 2>52:

植物" 位居所有相比较的省区之首" 安徽次之#

!

种$" 福建和广东#

)

种$" 山东和江苏没有分布%

从属的相似性系数上来看" 安徽& 福建和广东均为
'

" 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从种的相似性系数分

析" 浙江与安徽的相似性系数最大(

+0%*+ '

$" 大于福建(

+0(%& *

$" 江苏(

+0#)! '

$和广东(

+0,,) +

$等省%

作为典型温带性质的山东省"

'#

种植物中仅有
%

种与浙江共有" 说明浙江与山东的亲缘关系较远% 江

苏分布全部植物均与浙江共有" 安徽省与浙江共有的也占到
*%.

' 具有典型热带性质的福建和广东壳斗

科植物" 与浙江共有的植物仅占
(+0%.

和
!+0'.

" 由此可看出" 浙江壳斗科植物属于南北植物延伸的过

渡地带%

,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的替代现象

一个属内关系亲近的种" 或者同一种内各地理种 (亚种$或变种常具有相互排斥& 各自独立的分布

区" 有时候稍交叉重叠" 在空间上相互替代" 这种现象称为地理替代现象% 地理替代现象可揭示种间的

演化关系程度和生态习性差异%

浙江省分布的栲属
''

种与中国其他种存在明显的水平替代现象" 如由南向北替代分布的黎蒴栲!苦

槠" 两者在南岭地区具有较多的重叠分布" 但两者仍可称为从南向北的替代分布' 从西向东依次替代为

长刺锥
!"#$"%-.#/# 2-%,/#./%"

(西藏墨脱$!湄公锥 !6 7&8-%,&%#/#

(滇& 缅& 泰地区$!南岭栲" 以及元江锥

!6 -)$5"*"%

和
!6 $/3&$"%"

等% 从栲属
''

种在浙江分布的海拔高度分析" 栲属植物的垂直替代现象在该

区不明显%

壳斗科柯属
(

种与中国其他种也存在着明显的水平替代" 大部分均是由西向东的替代分布" 如小箱

柯
9/$5-*").(# ")*("2"

(西藏聂拉木& 墨脱" 云南高黎贡山$!墨脱柯 96 -3#*()(#

(西藏墨脱$!灰背叶柯 96

51.-,2"(*(#

(四川西南部& 云南西北部$!短尾柯的连续替代分布' 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的硬壳柯"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 澜沧等地被勐海柯
96 :-5"/&%#/#

替代' 以及同样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包果柯
96

*2&/$-*").(#

" 在云南西南部和西藏墨脱被截果柯
96 $)(%*"$(#

替代% 华东!华南分布的鼠刺叶柯为从西南

向东北依次替代的最北分布种" 其替代分布依次为滇南柯
96 ."85"&%#/#

(云南东南部$!万宁柯96 &27&))/22//

(海南吊罗山$!南投柯 96 %"%$-&%#/#

(台湾$!菱果柯% 浙江省分布的
(

种柯属植物垂直替代分布不明显%

浙江省青冈属
*

种植物水平替代和垂直替代均较明显" 如褐叶青冈和小叶青冈为青冈在
%++ =

以上

的垂直替代种% 在水平替代分布上也有较多的样式" 如从藏南!云南!华南!台湾" 依次替代分布环青冈
06

"%%(2"$"

(西藏樟木$!滇南青冈 06 "(#$)-!,2"(*"

(云南东南部$!多脉青冈!尖峰青冈 06 2/$-)"2/#

(海南$!台湾青

冈
06 7-)//

(台湾$' 长江以南广布的云山青冈
06 #&##/2/:-2/"

向西依次替代为窄叶青冈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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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原及缅! 泰地区"!墨脱青冈 !" #$%&$'()*)

#西藏墨脱"$ 分布于东亚植物区的褐叶青冈% 向南到达

古热带植物区时从西向东依次被扁果青冈
!" +,-.'()*)

#云南南部"!槟榔青冈 !" /'00-

#广西& 广东& 海

南"!长果青冈 !" 0$(1*(&2

#台湾"替代$

&'!!

亚型分布的细叶青冈在台湾被台湾窄叶青冈
!" )%'($.,&00$*3')

替代'

浙江省分布栎属可分为落叶栎类和常绿栎类% 其中常绿栎类的乌冈栎出现较明显的替代分布现象%

由西向东依次替代为铁橡栎
4&'5+&) +$++*6'5$*3')

(云南"!乌冈栎!坝王栎 4" /-7-(10*(1'()*)

(海南"!太鲁阁

栎
4" %-5$8$'()*)

(台湾"$ 落叶栎类的小叶栎为云南高原分布的云南波罗栎
4" 9&((-('()*)

在华东& 华中

地区的替代分布种)

'

结论与讨论

对科! 属以及种进行区系分析后发现%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均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 栎属以
&(

种成

为壳斗科的最大属% 然而种数较少的水青冈属成为浙江省壳斗科的表征属*

作者将浙江壳斗科
)*

个种分为
$

个分布区类型%

&$

个亚型% 其中中国特有种
$'

种% 分布于
&&

个

变型中* 根据每种植物在全国的分布区图% 笔者认为
$'

个中国特有种可划归为
$

大集中分布区% 西南

高原地区为主% 占总数的
*!+,-

% 另外还有天目山!黄山地区(

!

种"+ 秦巴山区(

)

种"% 说明浙江壳斗科

植物集中分布区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又较集中的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与其他省区进行比较分析% 表明浙江与安徽的相似性系数最高% 说明浙江与安徽的亲

缘关系最密切* 在属级水平上% 浙江省壳斗科热带分布与温带分布属数比值(

./0

"为
&

% 从种级水平上

分析% 热带地理成分的占
'!+&-

% 温带地理成分占
)1+,-

% 其比值也接近
&

% 结合与其他省区的比较可

看出% 浙江省壳斗科植物与热带亲缘% 但不能称之为典型的热带性质% 也具有温带性质% 因此% 浙江省

壳斗科植物成为壳斗科温带性质的种和热带性质的种南北延伸的过渡带*

浙江省壳斗科的栲属! 柯属! 青冈属! 栎属中一些种类存在明显的水平替代现象% 其中青冈属存在

一定程度的垂直替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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