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
， ������ �����

����������无�夕���� ��，����� �������

台州列岛植物区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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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州列岛的植被是我国海岛植物 区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海岛特有植物和滨

海植物较多
，
缺乏起源古老的孑遗植物

，
广布性成分增 多

，
次生性明显

。

该区共有维管

束植物���种
，
隶属���属���科

。

该 区属中国一 日本森林亚 区
，
在中国植物 区 系中属华

东植物 区系
。
该 区 系以 泛热带成分 为主体

，
北温带和 东亚 成分 为辅

，
呈现从热带向温

带过渡的趋势
。

与同纬度 大陆沿海植物 区 系相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

表现 出与大陆

植物 区 系的密切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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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列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出海 口
，
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国际避风港

，
又是欧洲共同

体与我国合作建设的新能源开发实验基地
，
在我国军事

、

政治
、

经济和海岛植物区系研究上

都具重要意义
。

作者于����年对该区进行较全面的植物标本采集
。

本文为植物区系研究
。

� 台州列岛的自然地理条件

台州歹��岛位于��
“
��产��护���

�

��产��艺�
，
���

“
��尹��代����

�
��尹��

“
�

。
以上

、

下大陈岛

为主的台州列岛片与一江山岛片共有大小岛屿��个
。

其中山地面积 ����
�

���
“ ，

平 地 面积

��
�

���
“ ，
滩地面积���

�

���
“ ���个岛屿有植被覆盖

。

该列岛为陆脉自北向南延伸而成
，
呈东

北偏东走势的不连续的弧链状排列
。

由中生代侏罗纪火山岩系组成
，

出露地层主要为上侏罗

磨石山群的两组地层
，
并有花岗岩侵入岩

。

最近一次被海水完全包割约于了���������前
。

其地貌属低丘陵
，
最高峰为下大陈岛的凤尾山

，
海拔���

�

��
。

该区气候属东亚海洋性季风气候
，
年温适中

，
冬暖夏凉

，
温度和缓

，
夜雨多

，
雾多潮湿

。

年平均气温��
�

�℃ ，
最热月��月�均温 ��

�

�℃ ，
最冷月 ��月�均温 �

�

�℃ ，
极 端 最高气温

��
�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

�

�℃ ，
无霜期����

，
年活动积温����

�

�℃ � 年平均雾日��
�

��，

年日照时数为����
�

��� 年平均降水量����
�

���
，
其中夜雨占���

，
年平均雨日���

�

��
，

年平均蒸发量����
�

���
，
相对湿度���， 年平均风速�

�

����
，
极值风速达��

�

����， 年

唯稿日期
� ����

一
��

一
��， 修改稿收到日期�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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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波高�
�

��
，
最高波达 ��

�

��
，
使岛屿沿海岸线附近的植被难 以生长

。

全年降水量主要集

中在春雨期
，
旱情 以夏旱为甚

。

该区成土演变主要有脱硅富铝化
、

复盐基化
、

盐渍化及潮土化等
。

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
、

粗骨土
、

滨海盐土和潮土等
。

土壤有机质的矿化度低
，
有机质丰富

，
��值 �

�

���
�

�
。

红壤

类主要分布在海岛丘陵地
，

粗骨土类主要在下大陈的凤尾山
、

屏风山一带及海岛周边
，
滨海

盐土主要分布在各岛的潮间带
。

� 植物区系的统计及特征分析

�
�

� 植物区系的组成

经调查统计
，
台州列岛维管植物共计���科���属���种�包括种下分类等级�

。

其中栽培引

种植物有��科��属���种�表 ��
，
分别占浙江省科属种数�‘ 〕的��

�

��
、
��

�

��和��
�

��
，
与大

陆相比
，
植物种类相对贫乏

。

表 � 台州列岛维，植物统计
����� � ������������ ����������� �� ��� ������� �������

类 群 一一一一竺�一一 属 种

野 生 栽 培 野 生 栽 培 野 生 栽 培

截类植物

裸子植物

野 生 栽 培 野 生 栽 培 野 生 栽

�� � �� � �� �

�心‘，舟�，口�甘��丹口，去�恤��﹃﹄匕，‘
﹄勺﹄仆﹃叹甘�山

被子植物
双子叶植物

单子叶植物

��

��

��

��

��

��

合 计

�
�

� 科的组成

该区野生维管植物的大科仅有 �个
，
即禾本科�������������属��种

、

菊科��������
�

寻�����属��种和豆科���������������属��种� 中等科 �个
，
代表科有莎草科������������

�属��种
、

蔷薇科�����������属��种
、

百合科�����������等� 小科 ��个
，
代表科有山茶

科����������
、

大戟科���������������
、

桑科����������
、

胡颓 子 科 ���������
�����

等 ， 极小科��个
，
代表科海桐科����������������

、

省沽油科���������������
、

蔗科 ����
·

����������
、

里白科����������������等�表 ��
。

表 � 台州列岛野生维管植物科级统计

����� � ���� ���
��������� �� �������� ����������� �� ��� ���名��� �������

级 别 一一一竺一一一 属 种

数 目 � 数 目 � 数 目 �

�

�

。

�

，二���勺��几‘�，口﹄�﹄月吸月弓，占品肋，二�上叹二，占�行‘品��

…
‘，﹃﹄︸勺�，，口，占几口‘二︸﹄众︸﹄曰﹃�勺�

﹃月弓�二月弓心����臼�
��‘�

�

…
，‘�几�
�吸

月��，

���才曰哎

月弓月吸

大科���种以上�

中等科������种�

小科��� �种�

极小科��种�

大科和中等科虽然科数比例小
，
但所含属

、

种数却占一半
，
是该区植物区系的基本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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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科
、

极小科的比例高
，
充分表明该区植物区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
�

� 属的组成

大属 �个为寥属����夕�石�，二�， 中等属 �个
，
胡枝子属�����������

、

篙属���������。 �和

茄属�������二�， 小属比例较高
，

计��个属
，
代表属有榕属�尸�‘ ���

、

石竹属���
���丙���

、

算盘

子属������������
、

野桐属����������
、

鸡眼草属���二，�，�却���
、

拎木属���
����

、

胡顽子属

�����������
、

桅子 属 ���
���”���

、

荚 遂 属

���西“ �����等� 极小属最多
，
有���属

，
代表

属有海桐属������
�������

、

石斑木属����无
�

��������
、

葛藤属����������
、

豚草属��二��
�

�����
、

狗哇花 属 ��������������
、

白 茅 属

��二�������等�表��
。

区系�戊分特点之一是小

属和极小属无论从属数及比例上
，
还是所含

种数及比例上都占绝对优势
，
表明海岛植物

区系的次生性
，
区系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表 � 台洲列岛野生维管植物属级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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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 ��凡

级 别 �

一垦
� �一一一�垫

一

��

数 目 比例�� 数 目 比例��

大属���种以上�

中等属��� �种�

小属��� �种�

极小属��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吴征锰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类型的划分意见�“ 〕 ， 对该区的野生种子植物属

进行统计�表 ��
。

表 ‘ 台州列岛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 ������ ������������ ����� ���������������� �� ��� ������� �������

分 布 区 类 型 属 数 占总属数� �… 分 布 区 类 型 属 数 占总属数�

� 世界分布

� 泛热带分布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 旧世界热带分布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热带非洲�印度
一

马来西亚�分布

� 北温带分布

��

��

�

��

��

��

��

��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 旧世界温带分布

�� 温带亚洲分布

�� 地 中海
、
西亚至东亚分布

�� 中亚分布

�� 东亚分布

�� 中国特有分布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州列岛植物区系属中国
二日本森林亚区

，
在中国植物区系中

，
属华东植物区系���

。

在��

种地理成分中
，

除中亚
、

中国特有分布类型外
，
其余��种均有分布

，
表明该区在地理上和起

源
�

��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
。

该区各种热带成分有���属
，
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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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泛热带分布型居首位
，
计��属

，
占各种热带成分的��

�

��
，
常见代表属

有算盘子属
、

榕属
、

桅子属
、

卫矛属���乙��。 “ ��
、

竺麻属�����二�汀��和白茅属等
。
�日世界热

带分布型��属
，
占热带成分的��

�

��
，
常见代表属有石竹属

、

海桐属
、

合欢属���吞����� 和野桐

属等
，
热带亚洲成分��属

，

占热带成分的��
�

�肠
，

常见代表属有 润 楠 属 ������’ ����， 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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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构树属��而���石������等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属
，
占热带成分的

�
�

��
，
代表属有樟属������二石二���

、

拓属����������
、

野扁豆属����吞�，���等
。

热带亚洲至

热带非洲成分��属
，
代表属有常春藤属��������

、

积雪草属����������
、

暮草属 �����二�而�

等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型 �属
，
常见代表属有怜木属雀梅属�����������和马鞭草

属���������等
。

各种温带成分计���属
，
占��

�

��
。

其中以北温带成分居首位
，
有��属

，
占温带亚热带成

分的��
�

��
，
常见代表属有松属����� ‘�

、

榆属�������和英迷属等
。

东亚分 布 型 ��
一

属
，
占

温带亚热带的��
�

��
，
代表属有青冈属���

���吞����石�����
、

石斑木 属
、

葛 藤 属
、
沿 阶 草属

���几亿�石�而�和狗哇花属等
。
旧世界温带分布型��属

，
占��

�

��
。

世界广布属��个
。

引栽植物日益增多
。

己引种成功的有引自澳洲区系的多种木麻黄 ����即汀�� ���
�

�
、

黑

荆树�����玄� �己�������
、

按树����������� ���
�

�� 引自马来西亚区系 的 台 湾 相 思 �����‘�

���无���
，
华中区系的水杉��

���������� �����������������
，
华北区系的白榆����

�� �������
，

北美区系的几种松�尸艺
��� ���

�

�
、

刺槐��
��‘�‘� �������������和紫穗槐��砌

，��� ����������
，

日本区系的日本扁柏���
�二���万��，�� �吞�����和 日本香柏��丙��� �������几���等

。

大大丰富了该

区植物区系的内容
。

� 与邻近大陆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

该列岛植物区系与邻近大陆同纬度的九龙山植物区系比较
，
在科级水平上

，
���个野生科

均可在同纬度大陆找到
，
共有科为����

。

在属级分类单位上
，
除芙蓉菊属 ��，���山���无��耐

、

假还阳参属�����艺�犷�����。 �
、

水仙属等��个属�包括部分浙江新分布属�目前仅见于海岛外
，

其余���属均可在同纬度大陆九龙山找到
，
占海岛野生植物总属数 的 ��

�

��
。

种级除全缘贯

众��万������二 ���������
、

海桐�����石��乙��� �必����
、

����卵算盘子����������， 乙西。����。 �
、

滨

拎���粉� �
俪

，�������
、

茵陈篙��，�����玄� �����������
、

大叶胡颓子�����
����� �������夕����

、

芙蓉菊��而��石����人艺。 � �几艺������
、

水仙���，������ ��之���� ���
� ����������等 ��种�包括新

分布种�未见于同纬度大陆九龙山外
，
其余���种均与大陆共有

，
占��

�

��
。

可见该区系与大

陆植物区系关系极为密切
。

由于海岛特殊的生态环境及与大陆的长期隔离
，
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与相近纬度的沿海

大陆地区相比
，
存在一定的差异

。

主要表现为
�

影响
，
加上与大陆分离时间长

，
因而植物区

系具有鲜明的滨海特色
，
拥有较多的滨海及

海岛特有植物
，
如厚叶双花耳 草 ��心����’�

�落���，� ���
�

��犷��������
、

关蓉菊��������艺
�

��几��摊 无宕����。 �和海滨狗哇花�����������“ �

����������等 ��多种
。 ②海岛植物��豆系 缺

乏起源古老的孑遗植物
，
如蔽类植物

、

裸子植

物贫乏
，
木兰科 ��������������

、

蜡 梅 科

����
�����������

，
樟科�����������等古老

①滨海植物区系发达 。

由于深受海洋气候的

表 � 台州列岛种子植物区系成分

与邻近地区比较
’

�
’
���� � ������������ �� ���������������� ��

��� ������� ������� �� ����������

���� ��� �������������

区系成分 台州列岛 九 龙 山

热带成分

温带成分

��
�

�

�� �

注
�
九龙山地处��

“
��产�

， ���
�
��尹��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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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种极其缺乏或未见自然分布
。

同时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建群成分如壳斗科 ����������
、

冬青科���������������
、

金缕梅科�����������
�����和山 茶科等很少出现

。

这与海 岛生

境单一而较严酷
，
人类活动历史等有关

。 ③海岛植物区系多为广布性成分 ，
如禾本科

、

菊科
、

蔷薇科
、

豆科
、

寥科
、

莎草科等常见的科均为世界性广布科
。

蔽类植物也主要以广布性属
、

种为主
。

此外还有新分布植物
，
如台湾景天������ �����������

、

倒卵叶算盘子
、

绢毛竺麻

�刀�����，�� ������，�����和 日本荚迷��������二 �����玄��滋�等
。 ④海岛植物区系在性质上比同

纬度大陆不仅具有强烈的次生性
，
且表现出更强烈的热带性质�表 ��

。

这与海洋性气候较温

暖
，
许多南亚热带植物成分得 以从沿海向北延伸分布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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