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
， �����

� �������

����������入������ �������， ����
���

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区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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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林业局 �

徐耀良 张道苟

�浙江 自然博物馆� �浦江县林业局 �

摘 要 泰顺县共 有维管束植物���科 ����属����种�包括种下等级�
，
分别 占 全 省

维管束植物科
、

属
、

种 总数的��
�

��
、
��

�

��和��
。
��

。

其中菠类植物��科��属���

种
，

裸子植物 �科��属��种
，
被子植物 ���科���属����种

，
栽培引种 ��科���属���

种
。
本 文根据地史资抖和 自然条件

，
通过时维管束植物种类的组 成和地理成分的分

析
，
并与周邻植物 区 系种 类的比较

，
认为泰顺县植物 区 系种类丰富

，
特有珍稀植物

多
，
起源古老

，
区 系成分复杂

，
与我国华南

、

华中和 西南地 区的植物 区 系
，
我国台

湾的植物 区 系
，
及 日本国的植物 区 系均有密切的联 系

。

泰顺县是 华东和华南两植物

区 系的交汇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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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植物区系的历史和自然条件

�
�

� 地史

在地史上泰顺县属于江山—绍兴断裂带以东的华南褶皱系〔 ‘ 〕， 与福建
、

广东
、

广西
、

贵州等省区同属华夏陆台
，
与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地史

。

早在古生代志留纪的加里东运动中

就上升为陆台
，
此后又经过多次反复的海陆变迁

，

大约在早二叠纪晚期至晚二叠纪早期
，
海

水才最终退出
。

虽然以后又发生过多次的局部小海浸
，

但已不影响与华夏古陆各地区之间植

物种类的相互渗透和繁衍发展
。

��� 自然条件

泰顺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
介于��

“
��，
���

�
��‘

�
，���

�

�
’
一���

�

��
，
� 之 间

。

全 县 总

面积 ���� �砂
。

全县的地势大体上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
。

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
千米以上高

峰���座
。

位于北部的白云尖海拔����
�

��
，

为全县最高峰
，
最低处是飞云江上游 的 马 迹溪

溪面
，
海拔 仅��

�

��
。

全县的溪流最主要的有自北向东南的百丈溪
、

自西北向东南的寿泰溪

和自东北向西 南 的 仕 阳溪
。

前者入飞云江向东入东海
，
后两者在县境内龟湖乡交溪汇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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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福建省交溪向东南入东海
。

主要溪流的流向
，
对于东南沿海暖湿气团进入泰顺和南北地区

之间植物种类的相互渗透和扩散繁衍具有重要意义
。

全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
气候温暖

，
雨量充沛

。

年平均气温��
�

�℃ 。
�月平均

气温��
�

�℃ ，
极端最高气温��

。
�℃ ， �月平均气温�

�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

�

�℃ 。

大于��℃

的年活动积温����
�

�℃ 。

无霜期��� �
。

年降水量����
�

�����
，
年平均相对湿度���

。

由于

地形复杂
，
小气候差异明显

，
有利于多种植物生长繁衍

。

全县的土壤种类也较丰富
，

共有 �个大类
、
�个亚类

、

��个土属和��个土种
。

主要是低

山的红壤和中高山的黄壤
，

两者共占全县总面积的���以士
� 。

� 植物区系的现状及特点

�
。
� 植物种类丰富

根据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名录
，

全县共有维管束植物���科����属����种�包括种下 分 类

等级
，
下同�

，
分别占浙江省科

、

属
、

种总数的��
�

��
、

��
。
��和��

�

��
，

占全国科
、

属
、

种

的��
�

��
、
��

�

��和��
�

��
。

其中蔽类植物��科��属���种� 裸子植物 �科��属��种�被子植

物���科���属����种�表 ��
。

表 � 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在浙江省和全国区系中的地位

����� � ���� �������� ���������� ������ �� ������� ������ ��������

���� �������� ��� ����� �����

科 属 种

类 群 泰�浙
泰顺 浙江 中国

��
泰顺 浙江 中国

泰�
中国 泰顺 浙江

��

泰�浙
中国

��

班类植物

棵子植物

被子植物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

艺�

���

��

����

���

��

����

泰�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各科包含种数的多少
，
将全县���科维管束植物划分为特大科��。 。种以上�

、

大科���

一��种�
、

中等科���一��种�
、

小科��一 �种�和极小科��种��个等级
，
各等级的科数 见

表 �
。

从表 �可以看出
，
厥类植物没有特大科

，
小科和极小科占绝对优势

，
共��科

，
占蔽类植

物总科数的��
�

��
，

其中仅有 �种的��科
，
占总科数的��

�

��
，
表明蔽类植物具有较明显的

残遗特征
。

大科和中等科各 �个
，
包含��属�� 。种

，
分别占全县威类植物属和种总数的��

�

��

和��
�

��
，
而这些科基本上都是全球性或亚洲广布的大科

，
表明泰顺县威类植物与外界的交

流是广泛的
。

种子植物��。种以上的特大科 �个
。

按种数多少依次是禾本科����种�
、

菊科����种�
、

蔷薇

科����种�和豆科���。种�
。
�科共���属���种

，
分别占全县种子植物属和种总数的��

�

��和

��
�

��
。

种子植物大科��个
，

共����种
，
占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 。 �
。

按种数多少排列
，
前

��科是
�
莎草科���属��种�

、

百合科���属��种�
、

唇形科��一属��种�
、

兰科���属��种�
、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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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泰顺县维管束植物科级统计

�
’
���� � ���� ���������� ���������� ���������� ����上� �� ������� ������

考牛 属 种

级 别
科数

占该类群
百分数��

属数
占该类群
百分数��

种数
占该类群
百分数��

打���种 以上�
旅类植物

利
，
子植物

子了 认

澎�类植物

种子植物

合 计

少找类植牛寸

种子植物

合 计

井 多乏植物

截
，

了 植物

台 �卜

旅类植物

种子植物

合 计

联类植物

种子植物

总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 考

������手卜�

���

����

����

��
�

�

��
�

�

�� �

，土几�八��

…
伟︺�八�介山�月��任几舀

中 公 不

������种� �� ��
�

� ��
�

�

小 不

��一 �种�

� 、 ，
‘ 翻 人

了�

��

�弓

��
�

� ��
，

�

极 小 不

��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伪山�口��八��叹��︺
�斗︻了坎﹄乃舀，土九��，丹�‘�

��内匕�几
���口月勺��内�
，�八�

器
。�
����此��
。。
��助�

���

��

���

����

���

����

����

���

���

���

伞形科���属��种�
、

芸 香 科���属

多属亚热带和温带广布的科
。

小科

��和��
�

��
。

全县种子植物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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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属级统计

����� � ��� ���������� ���� ���� ���������� ������ �� ������ � ��� ���

特 大 属 中 等 属 小 属 极 小 属

类 群
属 数

占 同 类
百分数��

。 ‘ 占
，网 男比

，

否
�

口

类
��

。 � 占
沪�， 义凡 ，�

�

目 分数
类

��
属数

占 同 类
百 分数��

属数
占 同 类
百 分数��

获类植物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有
、

珍稀植物多

泰顺县植物区系包含我国特有属��个
，

占全省特有属总数��个的��
�

��
，

占全国特有属

���个的�
�

��
，

占全县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

��
。

其中有单种特有属如青钱柳 ��，������万��
、

大血藤��
������������

、

钟尊木��
��������������

、

山拐枣�������夕
�����

、

血水草����
�����

、

构桔������
����

、

明党参�������’���
、

香果树��������������等� 少种��一�种�特 有 属如拟

单性木兰��
����������

、

杉木��
��，���������

、

蜡梅������
���亡����

、

半枫荷��
�二������’��二����‘

银鹊树����������等和多种特有属如八角莲 ��万������
、

泡果养 �����������
、

四轮香 ������

。 ����等
。

在这些属中
，

木本习性的有��属
，
占��

�

��
，
多数为原始或古老的残遗属

。

在浙江植物区系中
，
仅见于泰顺的种类有��种�包括种下分类等级�

，
例如漏斗 瓶菠 ��万�

�

��二���� ��，�����
、

泰顺凤尾蔽���
。 ��� ����������

、

福 建 毛 蔽��窗�����
��� ��无���������

、

粪箕

笃�����无���� ������
、

星毛冠盖藤������������ �����������
、

罗城石楠��������� ����
���������

、

锈毛石斑木�������
������� �。 ���������

、

老虎刺���
��������� ����������

、

厚果崖豆 藤�����
�

����� �����������
、

嚎果黑面神�������� ���������
、

尖叶算盘子 ����������� ��矛��心���
、

小

乌柏������� ����乙��������������
、

甜果藤������������ ����������
、

泰顺凤仙花 ��二�������

〔������������、

械叶秋海棠����石��� ���互���
、

毛刺葫麻����������� ��优�������
、

翻 白叶树

������������� ��������万�����
、

鸦头梨��
���������，�� �夕���������

、

泰 顺 杜鹃 ���万�����

���。 �����姗������
、

毛弓果藤���������
�� ���������

、

浙江雪胆 �������万� ����’����‘�����
、

茅瓜������� ��������������
、

华脂茅����
。 ，�� ���������

、

鳞 籽 莎������������� �无�����。 �
、

海芋��������� 胡�����������
、

浅 裂 沼 兰 �������� ����������和石仙桃������
��� ����������

等
。

其中泰顺凤仙花
、

泰顺杜鹃和浙江雪胆等是泰顺特有种
。

根据张若蕙主编的《浙江珍稀濒危植物���“�一书
，
泰顺县共有珍稀濒危植物��种

。

其中国

家二级珍稀濒危植物有华东黄杉������������ ����������
、

福建柏 ���无����� ����������
、

乐

东 拟 单 性 木 兰 �����标
。 ��� �������犯����

、

沉 水 樟 ����������� �����������
、

钟 警 木

����才����‘��‘ ，� ���‘ �����和香果树���
������切� ����万��等 �种

，
国家三级 珍稀濒危植物有

短粤黄连������� 动������� ���
�

������������
、

浙 江 楠 ������� 。�������
���艺��和 胡 豆 莲

���������� ���������等��种
，
省级珍稀濒危植物有松叶蔽���������

������
、

福 建莲 座 厥

��������‘ ��� ��无�������和浙江雪胆等��种
。

综上所述
，
这如此多的单种

、

寡种和多种特有属
，
如此多的特有种和珍稀濒危植物

，

充

分说明泰顺县植物区系的内容确实是丰富的
。



�期 楼炉焕等
�

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区系特点

�
�

� 区系起源古老
，
子遗植物多

在泰顺县植物区系中
，

含有较多的古老科属和孑遗植物
。

在蔗类植物中有起源于古生代

的松叶放属和莲座蔽属
，

中生代以前就生存的紫箕属�����耐��
、

瘤足蔽 属 ��������，厅��
、

里

白属����
����������

、

金毛狗属����������
，
以及第三 纪 的 狗 脊 属 �平���留������

、

懈 蔽 属

�刀烤��厅��
、

海金沙属��万����’���等古老植物
。

裸子植物的松柏类始见于晚石炭纪
，

全球共

�科
。

我国除南洋杉科外共 �科
，
泰 顺 全 有 分布

，
其中最大 的 松 科 有 �属 �种

，

杉科 �

属
，
柏科 �属

，
罗汉松科 �属

，
三尖杉科 �属

，
红豆杉科 �属

。

在被子植物中也保存有众多

的原始类群
。

原始的木兰科
，

泰顺有 �属��种�不包括栽培种�
，
其中鹅掌揪属���厅����击���

和木莲属���
����’���’ 。 �是第三纪的孑遗植物

。

与木兰科比 较接近的原始科
，
如 蜡梅科

、

睡莲

科
、

金粟兰科
、

三白草科
、

小聚科
、

木通科和毛莫科等
，

在泰顺都有其代表的属和种
。

在单

子叶植物中
，
泽泻 目������������被认为是原始类群

，
以及与之很接近的水鳖 目���������

�

��������和茨藻 目�����������在泰顺都有分布
。

因此
，
泰顺县保存有这么多的原始科属和孑

遗植物
，
说明泰顺县植物区系的起源是较古老的

。

�
�

� 区系成分复杂
，

来源于多种地理成分

泰顺县共有种子植物���属
，
其中引种栽培���属

，
自然分布���属

。

根据吴征锰《中国种

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一文可将自然分布的���属划分为��个类型�表 ��

，
包括了我国种

子植物除中亚分布外的所有分布区类型
，
说明了泰顺县植物区系组成的地理成分的复杂性

。

从表 �可以看出
，
在本区系中

，
属于热带性质的种子植物��� �项�共���属

，
占��

�

���

温带性质 ��一��项�共���属
，
占��

�

��
。

两者比例相当
，
与整个浙江种子植物区系的比例基

本一致�“ 〕 。

表 � 泰顺县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峨 ��� �����
一
����� ���� ���� ������ ������ �� ������� ������

占占总属数数 � 占总属数数

分分 布 区 类 型 属数数 � 分 布 区 类 型 属 数数
百百 分数���� � 百分数����

��� 世界分布 �� 一一 …竺奎平塑些姜卿卿
分“ �� �

·

���

��� 泛热带分布 ��� ��
�

���
�

’ “ ’
甘竺圣竺甲竺币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分布 �� �
�

���
�

‘ ， 温贾平哟分西西
��� 旧世界热带分布 �� �

�

��� … ’ �
甲平竺布�

� �
�

�
二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 �� �
�

���
�

�“ 地里卜
四业主 甲业 分西西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
�

��� … ’�
平竺岔西…

�

‘�� ’
�����

��� 热带亚洲分布 �� ��
�

��� … ’ � 甲

盼砂
布布

��� 北温带分布 ��� ��
�

��� � 合 计 ��� �����

注
� ��巧各种分布区类型所占百 分数均指扣除世界分布的属为总数计算的

在各类热带成分中
，
泛热带分布的属高居榜首

，
计���属

，
占��

�

��
。

代表的属有朴�。 �����、

红豆���二�����
、

榕�������
、

黄檀�����������
、

云实�������������
、

杜英 �������������
、

卫

矛����称，����
、

冬青������
、

安息香���夕����
、

柿 ������，����
、

山 矾 ��互��������
、

紫金牛

��，������和紫珠������������等属
。

其次是热 带 亚 洲 分 布
，
计 ��属

，
占 ��

�

��
，
如 青 冈

��，��������������
、

黄祀��������������
、

润楠����������
、

山胡椒�����。 ���
、

木莲�万口����’�
�����

、

含笑�����
�����

、

覃树����������
、

山茶����������
、

木荷�����二��
、

拟赤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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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蛇根草�����’ 。 二��韶�等属
。

它们通常是构成泰顺县地带性植被的主要成员
。
旧世界热带分

布共��属
，
占 �

�

��
，
如 合 欢 ������玄��

、

八 角 枫 ����������
、

野 桐 ����������
、

五 月 茶

�������二��
、

玉叶金花������‘ ����
、

乌口树���
������

、

棣�������和瑞香������
。 �等 属

。

其他热带分布的有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属
，
占 �

�

��
，
如 樟 ���’ ���������

、

拓

����，���。 �
、

香椿�������
、

臭椿�����������
、

野牡丹�����������和猫 乳 �刀��������等 属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
，

占�
�

��
，
如黄瑞木�����������

、

飞龙掌血 ��������’��
、

铁

仔��万
，�����

、

水团花����
���

、

豆腐柴����优���
、

芒������������和类芦��
�万�������等属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属
，

占��
�

��
，
如楠木���。

‘�。�
、

木姜子 �肠��
���

、

猴 耳环

����������������
、

雀 梅 �����������
、

猴欢喜���������
、

泡花树��
��������

、

苦木�������二��

和山柳������
���等属

。

在这些热带成分中
，

青冈属
、

樟属
、

楠木属
、

润楠属
、

木莲属
、

含笑属
、

冬青属
、

山茶

属
、

木荷属
、

覃树属
、

杜英属
、

榕属和山矾属
，
以及安息香科

、

茜草科和木犀科中的常绿种

类是构成泰顺县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树种或森林下木
。

在本植物区系中
，
也有一些比较严格的热带科

，
如番荔枝科������������

、

茶 茱英科

�������������
、

蛇抓科�����������������
、

桃金娘科�����������
、

野牡丹科 ��������
�

���
�������

、

胡椒科������������和姜科���������������等
，
但为数不多

。

每科包 含 的属

种数目均较少
，
在整个植物区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

在各类温带成分中
，
北温带分布���属

，
占��

�

��
，
居首位

，
如松�尸�����

、

杨伊�������
、

柳�����’��
、

榆�������
、

栗����������
、

栋����
���‘��

、

械���
���

、

蔷薇������
、

李��
，�����

、

锻��
，

�����
、

杜鹃����������，���
、

乌饭树�����������
、

行毕����������
、

荚 蓬���西
�，

·

����
、

忍

冬������
����

、

篙�月����艺����
、

紫苑����
。 ��和画眉草��

����������等属
，
均为典型 的 北温带

区系成分
。

居第 �位的是东亚成分
，
计���属

，
占��

�

��
，
如油杉��‘ �����，���

、

三尖杉�������

��������
、

枫杨���
。 �����穿��

、

化香���
������夕��

、

榷木���
，���������

、

蜡瓣花���
�万�����’��、

南酸枣�����������������
、

澳疏���������
、

茵芋�������
��

、

雪胆��亡����甘��和刚竹伊五刀���三

����甸��等属
。

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属
，

占�
�

��
，
表明本植物区系与北美�尤其是东南部�

区系联系相当广泛
，
如黄杉���

����������
、

铁杉�������
、

桃树���
��。，��

、

拷���
����������

、

石栋��������
，����

、

枫香���口���
������

、

擦树����������
、

木兰�叮口�����’��、

石楠����，�’�勿�
、

香槐�����
���才���

、

皂荚������亡����
、

胡枝子�����������
、

紫藤�平����
����

、

紫茎����留������
、

蓝果树��万����
、

惚木��
������

、

银钟花���������和粉条儿菜���
������等属

。

特别 是一些 �

种属
，
形成一一对应种

，
如鹅掌揪���

���������� �无��印�。�和北美鹅掌揪 ��
�

������������
，

凌霄�������� �
�����������和美国凌霄��

� ���������等
，
更表明了与北美区系在地史上 的联

系及近代地理环境的某些相似性
。

在本区系中
，
温带分布的其他几个分布区类型的属较少

，
尤其是温带亚洲分布和地中海

、

西亚至中亚分布
，
共计仅��属

，

处于很次要的地位
。

温带性质的属在泰顺县山地植被中
，
是组成常绿阔叶

、

落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的

建群种
、

森林下木或次生林的主要成分
，
如桦木科

、

杨柳科
、

胡桃属 ���������
、

化 香 属
、

水青冈属��
�����

、

栋属
、

蔷薇属
、

花揪属��
。 汤���

、

李属
、

械属
、

锻属
、

荚蓬属 和 枫香属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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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维管束植物区系特点

世界分布属共��属
，
属数 目不大

，

但多为分布普遍
、

每属种数较多的大属
，
如 寥����万�

�

���二�
、

铁线莲����二�����
、

毛 莫 ������������
、

悬 钩 子 �������
、

鼠 尾 草 ��������
、

苔 草

�������和莎草��，��二��等属
。

它们在本区系中也占居比较重要地位
。

综上所述
，
泰顺县植物区系的主要地理成分是泛热带成分

、

热带亚洲成分
、

北温带成分
、

东亚成分
、

东亚一北美成分及大属比较集中的世界分布成分
。

热带和温带成分的属数基本相

当
，
但热带成分属所含的种数少

，
而温带成分所含的种数明显较多

。

这种现象显示
，
本植物

区系中
，
热带分布的属 已是分布的尾声或接近尾声

，
而温带分布的属却得到很好的发展

，
表

明该区系具有较强的南北过渡性质
。

就地带性植被而论
，
其组成是以热带和亚热带科属为主

。

在垂直带谱上
，
随着海拔的升高

，
温带科属的比重增加

。

� 与周邻植物区系的关系

�
�

� 与浙江植物区系的关系

如前所述
，

泰顺县植物区系包含全省维管束植物科的总数的��
�

��
，
属的总数的��

�

��
，

种的总数的��
�

��
。

各种地理成分在整个植物区系中的比例基本一致
。

可以说泰顺县植物区

系是浙江全省植物区系的一个缩影
。

从地理位置上说
，
泰顺县地处西南边缘

。

许多比较典型

的热带科
、

属
、

种在浙江分布狭窄
，
而在泰顺大多有分布

，
似应比全省区系有较高的热带分

布成分比例
，
然而在统计中并没有明显地显示这一特点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泰顺地形复杂
，

形成各种小气候和多种多样的生境
，
加上溪流和山脉的走向

，
不仅有利于南方种类

，
同时也

有利北方种类
，
特别是浙江北部种类的入侵和定居

。

例如粗齿冷水花 ������ �������������
、

二色五味子���入犷������ ��������
、

武功山泡果养��������� ����和大明山舌 唇 兰 ������������

����������艺���等在浙江仅分布于临安和泰顺
。

绒毛山胡椒���
����� ��������分布于 杭 州和

泰顺
。

紫茧����万����� �������分布于平湖
、

杭州
、

临安
、

郸县和泰顺
。

这种南北两端分布的

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
。

�
�

� 与华南植物区系的联系

吴征锰等人认为
，

泰顺中山地带山麓以南属华南区系 〔已 一 ’ 〕。 这里地势不高
，

北面有峰峦

迭起的高山阻挡北方寒流的入侵
，

东南又有海洋性暖湿气流的调节和影响
，

常年气温高
，
变

幅小
，
无霜期长

，
雨量充沛

，
因而入侵和孕育了不少华南区系成分

，
如翻白叶树

、

毛鳞省藤

����二�� ��甘����������
、

瓜馥木������������
��������

、

笔管榕 �尸���� �艺�����
、

沉 水樟
、

华

南樟
、

老虎刺
、

嚎果黑面神
、

短梗幌伞枫 �万���������� ������������������
、

覃 树 ���������

动认���宕��和细柄覃树��
�

�����������等
。

一些南方的蔽类植物
，
如 福 建 莲 座 荻

、

金 毛 狗

��������� ���������
、

粗齿秒锣���������� ���才玄�������和华南紫其�������
� ���入������等 均

有分布
，
令人瞩目

。

省内一些热带的科属
，
绝大部分在泰顺有分布

。
以森林植物为例

，

全省

拷属 �种
，
青冈属 �种

，
石栋属 �种

，

泰顺几乎全部有分布
。

泰顺有樟科 �属��种
，
木兰科

�属��种
，
金缕梅科 �属��种

，
冬青科 �属��种

，
杜英科 �属 �种

，
山茶科 �属��种

，
桑科

榕属��种
，
紫金牛科 �属��种

，
山矾科 �属��种

，
桑寄生科 �属 �种

，
包括了全省上述各科

种类��
� 。�以上乃至全部种类

。

另外
，
山龙眼科

、

番荔枝科
、

古柯科及兼含草本的大戟科
、

夹竹桃科
、

萝摩科和茜草科等在浙江有分布的种类大部分在泰顺中山地带以南有分布
，
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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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科在华南区系中十分普遍
。

由此也可以看出泰顺县是华南和华东两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
。

�
�

� 与华中及西南植物区系的联系

吴征锰等人认为我国以横断山脉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植物区系的
“
摇篮

” 〔。 一 ’�
。

它以

多条路线向全国各植物区系进行辐射
，

其中对本区系影响最大的是从西南区系出发
，
往北沿秦

岭和大别山�秦岭一大别山走廊�
，
再经过武陵山和幕阜山等山脉

，
向南沿南岭到达东南沿海

江
、

浙
、

闽一带
，

或再往东延伸至我国台湾省和 日本国这样一条路线
。

本区系与西南区系共

有的我国特有属有��余个
，

如青钱柳属
、

蜡梅属
、

大血藤属
、

血水草属
、

银鹊树属����������
、

香果树属
、

杉木属和泡果养属等� 准特有属有化香属
、

花点草属
、

天葵属
、

木通 属 ��石厉��
、

博落回属����������
、

棣棠属���
���’��、

野鸦椿属��������玄��和通脱木属 ������������等
。

这些属中一部分又延伸分布到 日本
，

成为东亚区系成分
，
另部分延伸分布至我国台湾省

。

而

华中区系主要是在起着这种桥粱和纽带作用中
，

与本区系发生紧密联系
。

除此之外
，
有些种类是从尼泊尔

、

喜马拉雅向东直接到达本区系及邻近区系
，
或进而延

伸至台湾的
，
如绣球藤����二���� ��������

、

华重楼 ������ ���������� ���
�
��艺�������和 狭

叶重楼����
� ��阴��甸���等

。

而更多的属种是从喜马拉雅直接往东分布至本区 系 及 华东邻

近省份
，
继而延伸至 日本

，

如蜡瓣花属
、

桃叶珊瑚属�����动��
、

桂木属
、

吊钟花 属������

������
、

大百合属��������
������

、

青冈属
、

青荚叶属��
��翔�，����

、

茵芋属 ��������和 族节

花属������，�����等
。

�
�

� 与我国台湾省及 日本国植物区系的联系

根据大井次三郎的《 日本植物志���吕�和李惠林的《台湾植物志》�。 〕，

本区系与我国台湾省及

日本国共有植物甚多
。
以木本植物为例

，
与日本国共有的木本植物有��科���属

，
与我国台湾

省共有的木本植物有��科���属�均不包括引种栽培的科和属�
，
分别占泰顺县木本植物自然分

布属的总数的��
�

��和��
，
��

。

在与日本国共有的木本属中
，
各种热带分布的属共��属

，

占

��
�

��� 东亚分布的属共��属
，
占��

�

��
。

在与台湾省共有的木本属中
，
各种热带分布的属

共��属
，

占��
�

��� 东亚分布仅��属
，
占��

�

��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 日本国还是我国台湾省

，

与本区系的亲缘关系主要的都是热带亲缘
。

相比较而言
，
与台湾省的热带亲缘关系更密切

，

而与 日本国的东亚成分的亲缘关系远比我国台湾省密切
。

本区系与它们紧密的亲缘关系的原因可以从地史方面去追寻
。

日本脱离大陆 始 于 第 三

纪中新世
，
我国台湾则于第四纪初

。

第四纪冰川降临后
，
海平面下降

，
大陆与它们又数度相

连
，
为区系之间植物种类的相互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

。

同时同受我国西南部那个
“
摇篮

”
的深

刻影响 ��一 ‘ 〕 ，
本区系作为中间桥粱和纽带的一部分

，
形成紧密的亲缘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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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项科技成果获����年度林业部科技进步奖

据最近公布的����年度林业部科技进步奖公报
，
我院 �项科技成果榜上有名

，
均获三等

奖
。

由管康林副教授主持的
“
难萌发树种的休眠生理与 解 休 眠 方法研究

”
解决了山茱英等��

余种树木种子的难萌发问题
，
探索出的电热砂床发芽法切实可行

，
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先

进水平� 由张卓文硕士主持完成的
“
杉木花粉生物学生态学特性研究

” ，
内容系统

、

深入
，

填补

了我国杉木生物学和种子园花粉特性研究的空白
，
成果处国内领先地位 � 由王白坡教授主持

完成的
“
实生梅选优

、

低产园改造及生物学基础研究
”
选育出 �个果梅优株

，
增

�

产幅度达�
�

��

倍
，
推广应用后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

成果居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

另一获奖成果
“
集 体 林

经营方案编制的研究
” ，
我院郭仁鉴教授参加完成

。
�凌中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