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

!

#$

!"# $ !""

!"#$%&' "( )*+,-&%. /! 0 1%-2+$3-45

%&'(!#)!!*++,-)'../01#2"##3"401#!"0#!0#11

浙江舟山东福山岛种子植物区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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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

心
,

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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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对浙江舟山东福山岛的植物多样性及区系组成进行了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 东福山

岛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最大科"物种数
!"

&排序为菊科
5&67&.'89:

! 蔷薇科
;&.9<:9:

!

毛茛科
;9/=/<=>9<:9:

! 桑科
?&@9<:9:

和大戟科
A=7B&@C'9<:9:

! 多数为世界广布性成分' 在中国
!"

个分布区中占

有
!!

个区系类型! 总体数量相对同纬度中国大陆贫乏! 其中泛热带分布( 北温带分布占主体! 东亚分布为辅% 热

带成分共
4#

属! 占总属的
"20D!E

! 温带成分共
D!

属! 占总属的
+20*!E

! 表现从热带向温带过渡的趋势! 说明地

理成分具有一定起源复杂性! 符合海岛植物丰富度少于大陆的植物地理学一般规律' 海滨植物区系发达! 但缺乏

起源古老的孑遗植物! 与日本植物区系亲缘关系密切! 同时归化植物种类日渐增多! 还印证中国大陆物种新分布
1

种! 发现中国大陆物种新分布
+

种! 发现浙江新分布
!

种%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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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受长期的地理隔离以及海洋性气候和海岛特殊生境的综合影响! 在植物区系成分上已具有

海岛植物区系的特殊性"

4&

等#

#

$认为植物区系分化与植物物种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陈征海等#

"

$

对整个浙江海岛植物区系做了系统的研究! 认为其纬向性显著且与邻近地区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张若

蕙等#

!

$和李根有等#

5

$对于舟山群岛中离大陆较近且植被种类相对丰富的普陀岛% 桃花岛% 朱家尖岛等主

要岛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工作以及整体的区系分析! 然而对于一些相对偏远以及面积偏小的岛屿却

不甚了解! 特别是地处舟山群岛最东面之一的东福山岛亦鲜有文献报道" 基于此!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

开展了该岛植物多样性和区系组成与性质的研究! 以期为野生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保护策略的制

定提供科学依据"

#

自然地理概况

浙江舟山群岛位于浙江东北部! 地理坐标位置为
"6!!""7!#!85"9

!

#"#!!8"7#"!!":";

! 共有大小岛

屿
# !68

个! 礁
! !8<

座" 该区属中亚热带北缘海洋性气候! 年均降水量为
# !:<=! 11

! 平均气温
#>="

#

& 山地成土母岩多为流纹岩% 凝灰岩% 变质岩及花岗岩
?

土壤主要有红壤% 黄壤% 粗骨土% 石质土等!

其中粗骨土分布面积约占丘陵山地面积一半以上! 土层浅薄! 厚度仅
!8 @1

左右! 其次为红壤! 占

!:=#A

! 多分布在山麓一带!

BC :=87<=:

! 是分布森林植被的主要土壤" 海岛植被以人工林为主! 主要

是黑松
!"#$% &'$#()*+""

林! 天然植被类型主要有暖性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竹林% 灌丛% 灌草丛及沙生和盐生群落" 天然林现存极少#

:

$

"

东福山岛隶属普陀区! 地处舟山人口居住的最东端! 地理坐标位置为
!8!8:"7!8!#:"9

!

#"!!#:"7

#!8!#:";

! 面积
"=6D E1

"

! 其中陆地面积
"=6: E1

"

#

<

$

" 调查过程中发现' 该岛西北部由于有居民! 故人为

活动多! 植被稍差! 南部及东北人为活动少! 植被较好! 以低矮的阔叶林为主(图
#

)"

"

研究方法

"8#!

年
!

月至
:

月! 连续

!

次对舟山东极列岛开展实地考

察! 重点调查了位置最东面的

东福山岛! 采用环岛路线法开

展全面的海岛植物种类% 野外

生境调查 ! 用全球定位系统

(

FGH

)仪记录经纬坐标! 并采集

部分代表植物标本" 在野外调

查的基础上! 参考前人研究成

果! 整理了东福山岛的种子植

物区系名录! 分科分属以*浙江

植物志+

#

>

$恩格勒
#6<5

年系统为依据"

标本鉴定参考*浙江植物志+

#

>

$

*浙江种子植物检索鉴定手册+

#

D

$

*中国植物志+

#

6I#8

$

*

J30-2 0K $%&'2

+

#

##

$

*台湾物种名录+

#

#"

$等! 属的区系参照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

$进行划分"

!

研究结果

!"#

种子植物区系组成及数量

经过调查% 鉴定和名录整理! 共记载东福山岛种子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8#

属! 其中裸子植

物
#

科
#

属
#

种! 被子植物
:"

科
#88

属
#!"

种(其中双子叶植物
5>

科
6#

属
#"!

种! 单子叶植物
:

科
6

属
6

种)& 引种栽培植物
5

科
5

属
5

种(未放入区系统计)"

与浙江省已知植物相比! 东福山岛种子植物科% 属% 种数分别占了浙江省植物区系的
"D=D8$

!

图
#

东福山岛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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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弘等' 浙江舟山东福山岛种子植物区系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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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东福山岛种子植物种类数量相对贫乏! 符合海岛植物丰富度少于大陆的一

般规律$表
#

%&

!"#

种子植物科属种组成特征

将科按照数量级别进行分组! 东福山岛种子植物科数最大级$种数
!$

%! 占科总数的
*'()!

! 总属

数的
!%'&*!

! 总种数的
!&'%&!

! 共
$

个科! 即菊科
+,-.,/0123

$

*

属
##

种%! 蔷薇科
4,/25323

$

(

属
*

种%! 毛茛科
4267657825323

$

)

属
9

种%! 桑科
:,;25323

$

!

属
$

种%! 大戟科
<7.=,;>025323

$

)

属
$

种%&

其次为科数
)?(

级! 占科总数的
!@')"!

! 总属数的
)$'(9!

! 总种数的
)9'"*!

! 共
A$

个科! 即百合科

B08025323

$

(

属
(

种 %! 报春花科
C;0-7825323

$

)

属
(

种 %! 紫金牛科
:D;/0625323

$

)

属
(

种 %! 山茶科

E=325323

$

!

属
)

种%! 木犀科
F8325323

$

!

属
)

种%! 芸香科
47125323

$

!

属
)

种%! 唇形科
B2>02123

$

)

属
)

种%! 罂粟科
C2.2G3;25323

$

A

属
)

种%! 十字花科
+;750H3;23

$

)

属
)

种%! 景天科
+;2//7825323

$

A

属
)

种%!

葡萄科
I0125323

$

)

属
)

种%! 防己科
:360/.3;-25323

$

!

属
)

种%! 伞形科
J->3880H3;23

$

)

属
)

种%! 蓼科

C,8DK,625323

$

!

属
)

种%! 天南星科
L;25323

$

!

属
)

种 %& 科数
!

级! 占总科数的
!9'(!!

! 总属数的

!('&$!

! 总种数的
!!'$9!

! 共
A(

科! 即石竹科
+2;D,.=D8825323

! 豆科
B3K7-06,/23

! 荨麻科
J;10525323

!

五加科
L;28025323

! 胡颓子科
<8232K625323

! 禾本科
M;2-06323

! 堇菜科
I0,825323

! 鼠李科
4=2-625323

!

茜草科
47>025323

! 夹竹桃科
L.,5D625323

! 山矾科
ND-.8,52532

! 旋花科
+,6G,8G7825323

! 马鞭草科

I3;>3625323

! 木兰科
:2K6,8025323

& 科数
#

级 ! 占总科数的
)@'$9!

! 总属数的
#@'@#!

! 总种数的

#('!*!

! 共
#*

科! 即松科
C0625323

! 金丝桃科
OD.3;0525323

! 樟科
B27;25323

! 败酱科
I283;02625323

!

茄 科
N,82625323

! 大 风 子 科
P825,7;1025323

! 忍 冬 科
+2.;0H,8025323

! 木 通 科
B2;Q0R2>2825323

! 兰 科

F;5=0Q25323

! 番杏科
L0R,25323

! 胡椒科
C0.3;25323

! 冬青科
LS70H,8025323

! 海桐花科
C011,/.,;25323

! 莎

草科
+D.3;25323

! 省沽油科
N12.=D8325323

! 卫矛科
+382/1;25323

! 金缕梅科
O2-2-380Q25323

! 壳斗科

P2K25323

! 灯心草科
T76525323

$表
!

%&

表
$

东福山岛种子植物科属种内分布

E2>83 ! U0/1;0>710,6 ,H /33Q .8261 K;,7. 06 H2-08DV K363;2 26Q /.3503/ ,H U,6KH7/=26 W/826Q

种数
科 属 种

科数
!

属数
!

种数
!

!$ $ *'() !A !%'&* )9 !&'%&

)"( A$ !@')% )9 )$'9( (@ )9'%*

! A( !9'(! !$ !('&$ )% !$'$9

A A* )$'@$ A* A@'@A A* ('!*

合计
$) A%% A%A A%% A)) A%%

!%!

区系地理分布类型分析

根据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类型的划分意见'

A!

(

! 对东福山岛的种子植物属种进行相关

统计$表
)

%&

A))

个种子植物属在全国
A$

个属的分布区类型中占了
AA

个! 说明地理成分具有一定的起

源复杂性! 海岛植物区系在区系地理) 区系发生上与世界各地植物区系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其中泛热

带分布) 北温带分布和东亚分布占了一半以上! 连同世界分布一起构成区系主体* 而旧世界温带分布)

表
&

东福山岛种子植物类群与浙江省数量比较

E2>83 A N33Q .8261/ ,H U,6KH7/=26 W/826Q 5,-.2;3Q X01= /33Q .8261/ ,H Y=3Z026K C;,G0653

类群
科 属 种 科 占全省

!

属 占全省
!

种 占全省
!

裸子植物
* )( $* A AA'AA A !'*( A A'9*

被子植物
A&$ A )A% ( !&A $! !*'&A A%% &'$9 A)! )'%*

双子叶植物
A(* **) ) !$( (& )A'$( *% *'%9 A!) )'&@

单子叶植物
!9 )A& A %A& $ A*'!) * !'@( * %'@@

合计
A@( A )(( ( ))% $) !@'@% A%A &'$A A)) )'%&

浙江全省 浙江省东福山岛

说明# 浙江省科属种数据源自+浙江种子植物检索手册,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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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福山岛种子植物属! 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 ! )*%*+,*+-, ./ ,((0 1'%2*, +2 3(2(4% %20 ,1(-+(, /4.5 0+,*4+&6*+.2 *71(, ./ 8.23/6,9%2 :,'%20

分布类型 序号 区系成分 属数
;

个 占总属数
;!

属

世界分布
#

世界分布
< #=

热带性质分布
"

泛热带分布
"> "!?@A

云实属
!"#$"%&'('"

! 积雪草属
!#()#%%"

! 冷水花属
*'%#"

! 苎麻属

+,#-.#/'"

! 雀稗属
*"$&"%0.

! 栀子属
1"/2#('"

! 马蹄金属
3'4-,(!

2/"

! 打碗花属
!"%5$)#6'"

! 番杏属
7#)/"6,('"

! 马鞭草属
8#/9#("

!

胡椒属
*'&#/

! 冬青属
:%#;

! 柞木属
<5%,$."

! 菝葜属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

美洲间断分布
" #BC=

雀梅藤属! 柃木属"

>

旧世界热带分布
D !BCA

野桐属! 海桐花属 ! 杜茎山属 ! 天门冬属
>$&"/"60$

! 千金藤属

=)#&-"('"

"

D

热带亚洲至热带

大洋洲分布
" #BC=

柘属! 山菅属"

A

热带亚洲至热带

非洲分布
! "B=@

芒属! 飞龙掌血属! 常春藤属"

@

热带亚洲分布
A DBC>

山茶属! 青冈属! 润楠属! 鳝藤属
>(,2#(2/,(

! 鸡矢藤属
*"#2#!

/'"

! 南五味子属
?"2$0/"

"

温带性质分布
=

北温带分布
#C #=B=#

蔷薇属! 蒿属! 紫堇属! 胡颓子属! 蓟属! 荚蒾属! 松属
@'(0$

!

葡萄属
8')'$

! 天南星属
>/'$"#."

! 百合属
A'%'0.

! 紫菀属
>$)#/

!

点地梅属
>(2/,$"4#

! 胡萝卜属
B"040$

! 漆姑草属
="6'("

! 狗娃花

属
C#)#/,&"&&0$

! 龙牙草属
>6/'.,('"

! 景天属
=#20.

! 野豌豆属

8'4'"

! 蝇子草属
='%#(#

"

C

东亚和北美间断

分布
D !BCD

芙蓉菊属! 爬山虎属
@"/)-#(,4'$$0$

! 蛇葡萄属
>.&#%,&$'$

! 五味

子属
=4-'$"(2/"

! 络石属
7/"4-#%,$&#/.0.

"

#E

旧世界温带分布
> !BCA

前胡属! 女贞属! 野芝麻属! 筋骨草属"

##

温带亚洲分布
E E

#"

地中海# 西亚至

中亚分布
E E

#!

中亚分布
E E

#>

东亚分布
#! #"B=@

石斑木属! 野木瓜属! 檵木属 A,/,&#)"%0.

! 败酱属
@")/'('"

! 白及

属
D%#)'%%"

! 五加属
>4"()-,&"(";

! 黄鹌菜属
E,0(6'"

! 半夏属

@'(#%%'"

! 野鸦椿属
F0$4"&-'$

! 天葵属
=#.'"G0'%#6'"

! 莸属
H"/5!

,&)#/'$

! 大吴风草属
I"/J06'0.

! 假还阳参属
K/#&'2'"$)/0.

"

中国特有分布
#D

中国特有分布
E E

合计
#E# #EE

说明$

<

未计算入百分比! 从世界分布属中! 很难看出一个地区或国家植物区系的地理分布特点! 所以在各分布区类型的统

计比较中扣除计算"

温带亚洲分布# 地中海# 西亚至中亚分布# 中亚分布成分均为
E

! 可以间接反映出该地区温暖湿润的气

候环境特征"

东福山岛热带成分%序号
"F@

&共
AE

属! 占总属数的
DCB>#G

" 这些属多数是分布中心在热带和南亚

热带向北延伸的衍生类型" 其中泛热带分布型占绝对优势! 共
">

属! 占总热带成分的
>E?EEG

! 常见代

表属有榕属
I'40$

! 紫金牛属
>/2'$'"

! 山矾属
=5.&%,4,$

等' 热带亚洲分布共
A

属! 占热带成分
#E?EE!

!

常见代表属有山茶属
!".#%%'"

! 青冈属
!54%,9"%"(,&$'$

! 润楠属
L"4-'%0$

等' 旧世界热带分布共
D

属!

占热带成分的
=?!!!

! 代表属有野桐属
L"%%,)0$

! 海桐花属
@')),$&,/0.

! 杜茎山属
L"#$"

等' 热带亚洲

至热带非洲分布共
!

属! 占热带成分
D?EE!

! 代表属有芒属
L'$4"()-0$

! 飞龙掌血属
7,22"%'"

! 常春藤

属
C#2#/"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共
"

属! 占热带成分
!?!!!

! 代表属是柘属
!02/"('"

和山菅属

B'"(#%%"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共
"

属! 占热带成分
!?!!!

! 代表属是柃木属
F0/5"

! 雀梅藤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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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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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福山岛各种温带成分"序号
&'#(

#共
(#

属$ 占总属的
)*+&#,

! 其中以北温带成分居首位$ 共
-*

属$ 占总温带成分的
(.+)(,

$ 常见代表属有蔷薇属
()*"

$ 紫堇属
+)%,-".'*

$ 胡颓子属
/."$"#01*

$ 蓟属

+'%*'12

$ 蒿属
3%&$2'*'"

$ 荚蒾属 4'51%012

等% 东亚分布共
#)

属$ 占温带成分
)#+/#,

$ 常见代表属有

石斑木属
("67').$6'*

$ 野木瓜属
!&"10&)0'"

等%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共
$

属$ 占温带成分
#!+!% ,

$ 代

表属有芙蓉菊属
+%)**)*&$67'12

等% 旧世界温带分布共
(

属$ 占温带成分
/+/.,

$ 代表属有前胡属

8$19$-"012

$ 女贞属
:'#1*&%12

$ 野芝麻属
:"2'12

$ 筋骨草属
3;1#"

!

!"#

讨论与小结

)+(+#

海滨植物区系发达 由于深受海洋气候的影响$ 加上与大陆分离时间长$ 因而东福山岛植物区系

具有鲜明的滨海特色$ 拥有较多的海岛特有植物$ 按照生境不同$ 可分为主要分布于海岸山地以木本为

主的植物 & 滨柃
<1%," $2"%#'0"&"

$ 柃木
<= ;"6)0'9"

$ 全缘冬青
>.$? '0&$#%"

$ 洞头水苎麻
@)$72$%'"

2"9%)67,.." 012+ -)0#&)1*$0*'*

等% 主要分布于沙地岩缝以草本为主的植物& 滨海前胡
8$19$-"012 ;"6)0!

'912

$ 番杏
A$&%"#)0'" &$&%"#)0')'-$*

$ 普陀狗娃花
3*&$% "%$0"%'1*

$ 芙蓉菊
B%)**)*&$67'12 97'0$0*'*

$ 蓝花

琉璃繁缕
30"#"..'* "%C$0*'* 3+ 9)$%1.$"

$ 小茄
:,*'2"97'" ;"6)0'9"

$ 藓状景天
!$-12 6).,&%'97)'-$*

$ 台湾佛

甲草
!$-12 D)%2)*"012

$ 异果黄?
B)%,-".'* 7$&$%)9"%6"

等!

)+(+!

缺乏起源古老的孑遗植物 如蕨类植物"统计共
.

科
*

属
--

种$ 但未进行植物区系分析#' 裸子

植物贫乏"岛上自然分布的只有黑松
-

种#$ 被子植物中$ 被认为属于最原始的植物类群& 木兰科$ 桦木

科
4567819515

$ 蜡梅科
:18;91<6=19515

等科中的种类也极其缺乏或未见自然分布! 纬度相近的
!

个地方$

植物关系密切(

-)

)

$ 与同纬度大陆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建群科"如樟科' 壳斗科' 冬青科' 金缕梅科'

杜鹃花科
>2?919515

等#相比$ 大部分种类均很少出现$ 这很可能与海岛生境单一而严酷有关(

#(

)

! 同时区

系中无中国特有分布$ 这也是东福山岛所属舟山群岛地质历史较年轻的客观反映!

)+(+)

归化植物种类日渐增多 海岛植物区系的丰富程度除了与海岛特殊的气候有关外$ 还与地形地

貌' 岛屿大小' 群集程度' 离大陆远近及人为活动因素密切相关! 归化植物是非本地的乡土植物$ 是由

于环境变迁或通过人为活动自异地传入或迁入的植物$ 又称驯化植物' 迁居植物或外来植物(

#$

)

! 东福山

岛的主要归化植物有凤尾兰
E199" #.)%')*"

$ 白车轴草
A%'D).'12 %$6$0*

$ 西欧蝇子草
!'.$0$ #"..'9"

$ 美洲

商陆
87,&)."99" "2$%'9"0"

等$ 随着东福山岛及其周边海岛旅游的开发$ 这种人为活动的影响对于原有海

岛植被必将带来持续而显著的影响$ 应当给予关注和重视!

)+(+(

与日本植物区系的关系 同属于东亚植物区系$ 与日本植物区系的亲缘关系密切$ 主要体现在局

限于中国大陆海岛与日本分布的区系连锁植物丰富$ 如冬青卫矛
<1)0,21* ;"6)0'91*

$ 日本荚蒾 4'51%!

012 ;"6)0'912

$ 日本女贞
:'#1*&%12 ;"6)0'912

$ 假还阳参
B%$6'-'"*&%12 ."09$)."&12

$ 全缘冬青
>.$? '0&$!

#%"

$ 日本野木瓜
!&"10&)0'" 7$?"67,.."

$ 日本花椒
F"0&7)?,.12 6'6$%'&12

$ 大叶石斑木
("67').$6'* 125$.!

."&"

等$ 其原因可能是日本虽与中国大陆分离较晚$ 但在地质发生史上有着一定的联系$ 中国舟山东福

山岛与日本$ 尤其是日本南部岛屿的纬度相近$ 且地处太平洋的东岸的沿海湿润地区$ 气候' 土壤较为

一致!

)+(+$

物种新分布 通过细致查阅$ 还印证了近几年发表的中国大陆分布新纪录
!

种$ 即菱叶常春藤

G$-$%" %7)25$" 012+ D)%2)*"0"

(

#.

)

$ 日本荚蒾(

#/

)

$ 发现了中国大陆新分布
)

种$ 即台湾佛甲草 (

#%

)

' 日本野

木瓜和日本花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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