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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云南石林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世界地质公园
。

分析 了云南石林地区 石灰岩山地植物区系从科到种的

组成特征
。

调查统计分析的植物共有维管植物 147 科 5 33 属 8 89 种
,

其中种子植物占 13 3 科 508 属 8 46 种
.

种子植物科级区系成分中
,

以亚热带科为主
,

暖温带科次之
。

属级区系成分中
,

热带分布属 占优势
,

占总属数

的 56
.

2%
,

温带分布属也占近三分之一
,

这表明该植物区系的过渡性即亚热带性质
。

在其种级区系组成中
,

中

国特有种有 3 28 种
,

占总种数的 40 %
,

其次是东亚分布种和热带亚洲分布种
。

石林石灰岩山地种子植物区系
,

从科到种的组成都充分说明了该植物区系的亚热带性质及组成上的独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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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滇中地区 的云南石林以其演化久远
、

类型

丰富和观赏性强的石林喀斯特地貌被誉为世界奇观

(李玉辉
,

2 0 02 )
,

不仅是首批 国家 A A A A 级重点风

景名胜区
、

首批国家地质公园和云南省级 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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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 0 0 4 年新批中国八

个世界地质公园中唯一以喀斯特地质景观为特征的

地质公园
。

过去由于不合理 的人为干扰
,

石林景区

周边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受较大的破坏
,

但是
,

通过景

区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
,

目前在石林景区范 围内仍

然保存有一定面积的地带性森林 植被
,

近些年来在

景区也培植 了相 当数量的 乡土植物和部分引种植

物
,

景区植被景观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

目前
,

随着石林景区价值的提升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意识的提高
,

了解本区域植物区系组成
、

生物多

样性变化和生态环境现状等是石林景区 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

对于滇中地区石

灰岩山地的群落类型
、

物种组成
、

区系特征方面
,

一

些学者 (吴征锰
,

1 98 7 ; 金振洲等
,

1 9 9 4) 进行 了一些

科属方面的分析
,

但是就石林地 区石灰岩山地植 物

区系
,

尤其是在种级区 系组成方面的研究
,

目前 尚未

有专门的研究报道
。

本文通过对石林石灰岩地区种

子植物区系组成 的调查分析研究
,

以期弄清该地 区

的植物组成现状和区 系基本特征
,

为本区域植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
。

人工形成的松柏林等
。

1 自然地理概况

石林地处滇中喀斯特 山地中部
,

海拔 1 9 00 m
。

地理 位置 1 0 3
0

1 1 ‘一 1 0 3
’

3 0
‘

E
,

2 4
0

4 0 ‘

~ 2 4
0

5 5 ‘
N

。

本区属中亚热带气候
,

年均温为 15
.

6 ℃
,

最高月均

气温 2 5
.

3 ℃
,

最低月均气温 8
.

2 ℃ ;
年平均降雨量

96 7
.

9 m m
,

全年干湿季明显
,

每年 5 ~ 10 月为雨季
,

n 月一次年 4 月为旱季
,

雨季降雨量 占全年降雨量

的 8。%一 8 8 %
,

年平均相对湿度 75 %
。

本区域喀斯

特类型发育齐全
,

计有石林
、

石芽
、

溶丘
、

漏斗
、

洼地
、

溶蚀湖
、

瀑布
、

暗河等
。

成 土母岩主要为石灰岩
、

白

云质灰岩
、

白云岩等(李玉辉
,

2 0 0 2 )
。

主要土壤类型

为红壤
、

紫色土和水稻土
,

以 红壤分布最 广 (梁福源

等
,

20 0 3 )
。

地带性植 被为亚热带半湿润常绿 阔叶

林
,

主要 由滇青冈 (Cy e lo 西a l。n o p s i, 9 2。 。 e o i己e , )
、

清

香木 (P i、ta 。ia w e in m a n , , if o lia )
、

黄连 木 (P is ta c ia

‘
一

h 艺, Ze n s i、)
、

半齿铁仔协全〕
r 、i, 2。 : e

二i、e r r a ta )等物种

组成
。

由于长期人为的干扰
,

加之喀斯特森林一旦

破坏后难于在短期内恢复成林的特点
,

所以
,

目前原

生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呈块状分布
,

主要保存于当

地彝族村寨的
“

密枝林
”
(或

“

神山
”
)上

。

现存植被则

多为人为干扰后形成的次生林
、

灌丛
、

荒山草坡以及

2 研究方法

2
.

1 野外调查方法

在石林管理局保护区 150 km
,

的范围内
,

按不

同植被类型
、

生境条件和人为干扰等因素
,

分区域设

置 5 个野外调查样地
,

它们分别是蓑衣山半湿润常

绿阔叶林样地
、

月湖山次生林样地
、

石林后山人工云

南松针阔混交林样地
、

乃古石林萌生灌丛样地和板

栗园灌草丛样地
。

在各群落样地中分别设置 1 hm
Z

的调查样地
,

每个 l h耐 的样地分为 100 个 10 m x 功

m 样方
,

在这些样方 中调查并记录所有的维管植物
,

对不能鉴定的物种采集标本带回
,

为了尽可能调查清

楚所有的植物种类
,

我们对各个样地周围进行踏查
,

记录样地内没有 出现的植物
。

此外
,

采用踏查的方

式
,

也对景区引人的栽培植物分区域进行调查记录
,

对不能鉴定其科学名称的物种同样采集标本带回
。

2
.

2 数据处理

带回的标本进行整理
,

请有关专家鉴定后
,

查阅

《中国植物志 》
、

《中 国高 等植 物图鉴 》
、

《云 南植物

志》
、

《广西植物志》
、

《云南植被》
、

《昆明植被》等相关

文献对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其方法是
:
(1) 科

级区系的分析
:

根据石林地 区植物区系各科所含物

种数多少
,

将其分为单种科
、

寡种科 (2 一 4 种)
、

中等

科 (5 一 10 种)
、

较大科 (10 种 以上 )4 个级别 (岑庆雅

等
,

1 99 9 )
。

科的分布区类型按其性质和分布划分为

热带性科 (T )
、

亚热带性科 (S )
、

暖温带性科 (W )和

广布科 (C )( 金振洲
,

1 99 8 )
。

石林 区 系占中国植物

区系的重要值 ( V FIC )或世 界植物 区 系的重要值

(V F IW )一石林各科包含的物种数 / 中国或世界相

应科所包含的物种数 (朱华等
,

1 9 96 )
。

(2) 属级区系

的分析
:

属的分布区类 型主要依据吴征锰 (1 99 1) 对

中国种子植物 区 系属 的分布 区类 型的标准划分为

15 个类型及相关亚型
。

(3) 种的分布区类型借鉴吴

征锰的 15 个类型及其亚型的属级分布区类 型的标

准来划分
,

在确定 中按物种的实际分 布特征来判定

(金振洲
,

2 0 0 2 )
。

3 植物区系分析

3
.

1 植物区系成分的组成

经过实地调查
,

记录和标本采集
,

加上查阅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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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调查资料
,

计有维管植物 1 47 科 5 33 属 8 89

种
,

在石林石灰岩植物区系中
,

旅类植物有 14 科 25

属 4 3 种
,

只占石林植物区系科的 9
.

5 %
、

属 的 4
.

7 %

以及种的 4
.

8 %
。

种子植 物有 13 3 科 5 08 属 8 46

种
,

占该区系科属种的 90
.

5%
、

95
.

3 %和 95
.

2 %
,

其

中裸子植物仅有 3 科 9 属 13 种
,

而被子植物中双子

叶植物有 1 10 科 4 0 1 属 6 8 3 种 ;
单子叶植物有 2 0 科

98 属 1 5。种
。

因此
,

种子植物尤其是被子植物各科

属种的组成
,

反映了石林地区植物区系的特点
。

表 1 云 南地区石林石灰岩种子植物区 系数且优势科

T a b le l

flo r a

D o m in a n t fa m ilie s in q u a n tity in t h e

in st o n e 一

fo r e s t r eg io n o f Y u n n a n

科名
N a m e o f fa m jjy

属数
N o

.

o f g e n
.

种数 科型
Flo r a 一 typ e

数的 56
.

7写和总种数的 57
.

2 %
,

它们构成了石林石

灰岩地区植物区系的主体
。

在这 22 个数量优势科

中
,

亚热带科 (S) 有 9 科
,

它们是兰科
、

芸香科
、

茜草

科
、

茄科
、

桑科
、

尊麻科
、

鼠李科
、

苏木科
、

旋花科 ; 暖

温带科 (W )有 6 科
,

它们是唇形科
、

壳斗科
、

木犀科
、

十字花科
、

忍冬科
、

伞形科 ; 世界广布科 (C )有 7 科
,

它们是菊科
、

禾本科
、

蝶形花科
、

蔷薇科
、

莎草科
、

毛

食科
、

寥科
; 而典型热带科 (T )在这 22 个数量优势

科中却没有出现
。

由此看出
,

石林石灰岩科级区系

成分以亚热带科为主
,

反映了该地区的亚热带性质
。

然而
,

数量优势科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在该植物

区系中所处的优势地位
,

只有该科的种数在中国以

及世界植物区系中占较高的比值才能表明其在本区

系中的地位 (梁畴芬等
,

19 8 5 ; 朱华等
,

1 9 9 6 )
。

表 2

反映了本区 系在中国植物区 系重要值 (V FIC )和世

界植物区系重要值 (V FI W )较大的科
。

从表中可以

看出
,

柏科
、

败酱科
、

胡桃科
、

漆树科
、

榆科
、

援葵科
、

芸香科
、

鸭环草科
、

鼠李科
、

防己科
、

木犀科
、

葡萄科
、

忍冬科
、

葫芦科等
,

它们不仅种数较多
,

而且占中国

以及世界种数的重要值较大
,

是石林石灰岩山地种

子植物区系真正的优势科
。

这些科的植物大部分也

是石林石灰岩山地植物群落各层的优势种
,

它们反映

了该植物区系的地方特征
,

因此是该地区 的代表科
。

而从这些科的分布区类型看
,

绝大多数是亚热带分布

型
,

表明了该区系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植物区系性质
。

另外
,

在该区系中还有一些科
,

如芸香科
、

鼠李科
、

百

合科
、

漆树科
、

葡萄科
、

茜草科
、

薯预科等
,

它们中的很

多属种都是石灰岩特有种或者偏好于石灰岩地区生

长的种
,

这也正反映了该区系的石灰岩性质
。

3
.

3 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石林地 区种子植物 区系共有 508 个属
,

扣除广

布属
,

有 4 68 个属进人统计 (表 3)
。

其中热带分布

属(类型 2 一 7) 有 2 63 个
,

占所统计数的 5 6
.

2 %
。

热

带分布属中
,

又以泛热带分布属最多
,

占所统计数的

2 2
.

2 %
,

如冬青属 (Ile x )
、

五叶参属 (P
e n t a Pa n a x )

、

朴属 (C eltis)
、

柞木属(X 夕lo sm a )
、

木兰属 (M a g , 2 0 11
-

a )
、

榕 属 (F￡c u s )
、

柿属 (D io s
p y r o s

)
、

黄檀属 (D a l
-

be r g ia )
、

援葵属 (S m ila x )
、

花椒属 (Z a n th
o x y lu 。 )

、

大戟属 (E u p h o r
bia )

、

素馨属 (Ja s m i, :u m )
、

薯菠属

(D io s c o r e a )
、

雾水葛属 (P
o u z o lz ia )

、

决明属 (C a 、-

s ia )
、

凤仙花属 (Im p a t i。, , 、)
、

白茅属 (I阴 p e r a ta )
、

狗

尾草属 (S e ta r乞a )
、

黄茅属 (H e te r o
P

o g o 。 )
、

孔颖草属

(B
o th r io c h lo a )

、

希 签 属 ( S ie g e s be c k ia )
、

泽 兰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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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科 C o m p o s : t a e

禾本科 G r am in e a e

蝶形花科 Pa p ili o n a e e a e

蔷薇科 R o s a e e a e

唇形科 I 。b】。t a e

兰科 O r e h id a e e a e

芸香科 R u 、a e e a e

茜草科 R u b ia e e a e

壳斗科 F a g a e e a e

木犀科 o le a e e a e

茄科 S o la n a e e a e

莎草科 Cyp e r a e e a e

桑科 M o r a e e a e

毛莫科 R a n u n e u la e e a e

一

卜字花科 C r u e i fe r a e

要科 P o ly g o n a e e a e

等麻科 U r t , e a e e a e

忍冬科 C a p r : fo l, a e e a e

伞形科 U m b e }} , fe r 。。

鼠李科 R h am n a e e a e

苏木科 C a e s a lp in la e a e a e

旋花科 C o n v o lv u a e e a e

合 计 T o ta l 2 2 科

4 3

5 l

2 6

l 9

l1

9

9

8

5

4

8

6

4

6

4

3

8

4

9

6

8

7

2 5 8

3
.

2 科级区系分析

石林地区植物区系 中种子植物共有 1 33 科
,

单

种科有 3 7 科 3 7 属 3 7 种
,

寡种科有 4 5 科 8 6 属 1 3 0

种
,

二者占总科数的 60
.

8 %
,

但只占总属数的 26 %

和总种数的 19
.

5 %
;相反

,

中等科和较大科虽然 只

占总科数的 39
.

2纬
,

但却占总属数的 74 %和总种数

的 8 1
.

5 %
,

这可能是受制于石灰岩地区特殊的生境

条件
,

造成优势种类 比较集中的表现
。

在石林种子植物区系中
,

包含 10 种以上的数量

优势科计有 22 个
,

它们按种数的多少排列最前的为

菊科
、

禾本科
,

排列最后的为苏木科
、

旋花科 (表 1 )
。

这 22 个数量优势科包括植物 25 8 属 4 84 种
,

占总属



广 西 植 物 2 5 卷5 2 0 厂 四 植 物 乙勺苍

(E u Pa to r iu m )
、

冷水花属 (P ￡le a )等 ;
其 次是热带亚

洲分布属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
。

温带分布属 (类型 8 一 1 3) 共有 巧 5 个
,

占所统

计数的 33
.

1 %
,

包括北温带分布属
、

东亚和北美洲

间断分布属
、

旧世界温带分布属和温带亚洲分布属
。

其中北温带分布属最多
,

占总统计属数的 18
.

4%
,

如黄精属 (P o l夕g o n a tu m )
、

柏属 (C u P r e s su s )
、

夏枯

草 属 (尸r u n el la )
、

燕 麦 属 (A ve n a )
、

野 枯 草 属

(A r u o d in e lla )
、

景天属 (Sed u m )
、

火绒草属让
己口nt o p

-

o d iu m )
、

篙属 (A 叮em isia )
、

栋属 (Qu
erc u s )

、

玉凤 花属

(月“be na
r ia )

、

马桑属 (肠ri a r ia )
、

葡萄属 (Vi ri: )
、

尊麻

属(以t 艺e a )
、

茜草属(R顽
a )

、

蔷薇属 (R o 、a )
、

绣线菊属

(S Pira e a )
、

构子属 (Co to nea : te r
)

、

忍冬属 (加
n ic era )

、

桑属 (M乙。
、
)

、

杜 鹃花属 (R h o d o d e n d ro n )
、

松属 (P i
-

n u s
)

、

天南星 属 (A ri s a

o
a )

、

小巢属 (B e r be r艺、)
、

榆属

(Ul m u s )
、

鹅耳杨属(山rP in u s )等
。

表 2 云南石林地区石灰岩植物区系重要值较大的科

T a ble 2 D o m in a n t fa m ilie s in v a lu e o f flo ris tie im Po r ta n e e o f C h in a a n d

w o r ld in s to n e一 fo r e s t Iim e st o n e r e g io n o f Y u n n a n

科名
N a m e o f fam ily

科型 石林区 系 F of S 中国 区系 F of C

FA 属
,

种 G
,
S 属

,

种 G
,
S

世界区 系 F of w 石林占中国% V FI C

属
,

种 G
,

S

石林占世界 % V FI W

属
,

种 G
,
S

透骨草科 Ph rym a t ae e a e

杨梅科 Myr ie a e e ae

马桑科 C o r ia ria e e a e

柏科 C u p r e ss a e ea e

百部科 S t em o n a ee a e

胡桃科 Ju g lan d a e e a e

败酱科 V a ler ia n a e e a e

漆树科 A n a e a r d ia e e a e

愉科 U lm a e e a e

杉科 T a x o d ia ee a e

八角枫科 A la n g ia e e a e

菠葵科 S m u la e a c e a e

芸香科 R u t a e e a e

五味子科 S e his a n d r a e ea e

鸭拓草科 C o m m e lin a ee a e

泽泻科 A lism a t a ee a e

水鳖科 H yd ro e ha r it a ee a e

黄杨科 B u x a e e a e

鼠李科 R ham n a ee a e

防己科 M e n is p e

rm
a e e a e

木犀 科 O !e a e e a e

金粟兰科 Chlo r a n tha e e a e

山茱芡科 C o r n a e e a e

葡萄科 V lt a e e ae

葫芦科 C u e u r bit a e e a e

忍冬科 C a p r ifo lia e e a e

W I
:
1 1

:
1

5 1
:
3 1

:
4

W l
:
1 1

:
3

W 4
:

7 8
:
3 0

5 1
:

1 2
:
6

W 3
:

4 7
:
2 7

W 3
:

4 3
:

3 0

5 3
:

7 1 5
:
5 5

W 3
:

6 8
:

5 0

W l
:

1 5
:
9

5 1 , 1 1
:

9

5 1
:

7 1
:

6 4

5 9
:

16 2 8
‘

1 5 4

5 1 : 3 2
:

2 9

5 4 : 5 13
:

5 0

5 1
:

1 4 ‘
1 0

5 1 : 1 8
:

1 2

5 2
:
2 3

:
2 7

5 6
:
1 0 1 4

:
1 3 5

5 4
:

5 1 9
:
7 0

W 4
:

1 4 1 1
:
2 0 0

5 1
:

1 3
:
1 6

W 3
:

4 8
:
6 5

5 6
:

9 9
:
1 5 0

5 7
:

9 3 2
:

1 7 0

W 4
:

10 12
:

2 0 0

1
;
2

2
:
5 0

l
:

15

2 2
:
1 5 0

3
:
3 0

8
:
6 0

1 3
:
3 0 0

60
:
6 0 0

16
:

2 3 0

1 0 :
1 6

1
‘

3 0

1
:

3 0 0

15 0
:

9 0 0

2
,

5 0

4 5
:

4 0 0

1 3
:

9 0

16
,

1 0 0

4
:

10 0

5 8
:

90 0

6 5
;

3 50

2 9
:
6 0 0

5
: 7 0

1 5
:
1 10

1 6
:
7 0 0

13 0
:
9 0 0

12
:
4 0 0

属
,

种 G
:

S

1 0 0
.

0
:

1 0 0
.

0

10 0
.

0
:
7 5 0

10 0
.

0
:

3 3
.

3

50
.

0
‘
2 3

.

3

5 0
.

0
:

16
.

7

4 2
.

9
:

14
.

8

1 0 0
.

0
:
1 3

.

3

2 0
.

0
:
1 2

.

7

3 7
.

5
:
1 2

.

0

2 0
.

0
:
1 1

.

1

1 0 0
.

0
:
1 1

.

1

1 0 0
.

0
:
1 0

.

9

3 2
.

1
;

1 0
.

4

5 0
.

0
:

1 0
.

3

3 0
.

8
:

1 0
.

0

2 5
.

0 :
1 0

1 2
.

5
;

8
.

3

6 6
.

7
;

7
.

4

4 2
.

9
,

7
.

4

2 1
.

1
;

7
.

1

3 6
.

4
:

7
.

0

3 3
.

3
:

6
.

3

3 7
.

5
:
6

.

2

6 6
.

7
:
6

.

0

2 1
.

9
:
5

.

3

3 3
.

3
:
5

.

0

1 0 0
.

0
:
5 0

.

0

5 0
、

0
:
6

.

0

1 0 0
.

0
:
6

.

7

1 8
.

2
:
4

.

7

3 3
.

3
:
3

.

3

3 7
.

5
:
6

.

7

23
.

1
:
1 3

5
.

0
:
1

.

2

18
.

8
:

2
.

6

10
.

0
:

6
.

3

10 0
.

0
:

3
.

3

10 0
.

0
,

2
.

3

6
.

0
:
1

.

8

5 0
.

0
:

6
,

0

8
.

9
:

1
.

3

7
.

7
:

1
.

1

6
.

3
:

1
.

0

5 0
.

0 :
2

,

0

] 0
.

3
:

1
.

1

6
.

2
:

1
.

4

1 3
.

8
:
2

.

3

2 0
.

0
:

1
.

4

2 0
.

0 ;
3

.

6

3 7
.

5
:

1
.

3

5
.

4
:

1 0

33
.

3
;

2
.

5

东亚分布属有 42 个
,

占总统计属 的 9
.

0 %
,

如

开 口箭属 (丁u Pist ra )
、

沿 阶草属 (O Phi o Po g o n)
、

败

酱属 (P a t r in ￡u )
、

火把花 属 (C o lq u h o u n ia )
、

鸡 眼草

属 (K u m 阴e r o w ia )
、

金发 草属 (P o g o n a : t e g iu m )
、

兔

儿风属 (A in slia ra )
、

白友属 (B le rilla )
、

青英叶 属

(H e l二
,

in g ia )
、

油杉属 (K e te le e r ia )
、

来树 属 (K o el
-

re ut
o ri a)

、

棕桐属 (T ra ‘hy ca : Pus )等
。

中国特有分

布属仅有 8 个
,

它们是 巴豆藤属 (C ra : Po d o lob 椒m )
、

护 菊 木 属 (N o u e lia )
、

长 冠 芭 苔 属 ( R ha bd o -

th a m o n p s is )
、

牛筋 条属 (D ic人o to m a n t人u s )
、

金 钱锁

属 (p : a m m o s ile n e )
、

茶条木属 (D e za v a 夕a )
、

翅茎草

属 (P t e r y g ie lla )
、

长蕊斑种草属 (A n tio tr e m 。 )
。

从属的分布区类 型组成可以看 出
,

石林地区石

灰岩植物区系中热带分布属 占优势
,

在热带分布属

中又以泛热带分布属 占绝对优势
,

其中在泛热带分

布属 中
,

有不少属广布于热带
、

亚热带甚至到温带
。

另外
,

该区系中温带分布属也 占到近 1/3
,

而且大多

数都属于喜温性的属
,

这表明石林地区植物区系具

有从热带向温带过度的特点
,

即该区 系的亚热带性

质
,

这与本区系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
。

3
.

4 种的地理成分分析

种的分布区类型借鉴吴征锰的 15 个类型及其



6 期 崔建武等
:

云南石林地区石灰岩山地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研究 5 2 1

亚型的属级分布区类型的标准来划分
,

在确定 中按

物种的实际分布特征来判定 (金振洲
,

2 00 2 )
。

种级

分布区类型的统计见表 4
,

其中共有 8 46 种
,

除广布

种外有 8 20 种进人统计
。

的紫茎泽兰 (Eu Pa to ri u m a d en o p ho
~

)
,

锦葵科的野

西瓜苗 (H ib isc u :
tr ion u m )

,

蝶形花科 的假蓝靛 (了n
-

d ig o
fe ra su 了:fr u r艺co sa )等

。

表 3 云南石林地区石灰岩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T a b le 3 T h e a r e al
一ty p e s o f g e n e r a in sto n e-

表 4 种分布区类型统计

T a ble 4 T h e dis tr ib u tio n a l p a tte r n s o f s p e e ie s o f th e

flo r a in s to n e-- fo r e s t lim e s to n e r e g io n o f Y u n n a n

fo r es t lim e s to n e r e g io n o f Y u n n a n

石林种子
植物区系
F lo r a o f

s to n e fo r e s t

全国种子

植物区系
Flo r a o f e hin a

种的分布区类型
D is t r ib u tio n al p a tt e r n s o f s p e eie s

种数 百分比
N o

.

o f Pe r e e n-
s p

.

t a g e (% )

·
4.272.802.201.59姗14.510.24

2635231813241192
分布区类型
A r e a l tyP e s

属数
N o

.

o f

占总属
数纬

Pe r e e n -

属数
N o

.

o f

占总属

数写
Pe r ee介

g e n
·

t a g e

扣除

g e n
·

1
.

世界分布 Cos

2
,

泛热带分布 Pan tr

3
.

热带亚洲 和热 带美 洲间
断分布 tr A s 一tr A m

4
.

旧世界热带分布 Pal ter

5
.

热带亚 洲至热 带大洋州
分布 t rA s- t r A u

6
.

热带亚洲 至 热带非洲分

布 tr A s 一 t rA f

7
.

热带亚洲分布 tr A s

8
.

北温 带分布 N t e m

9
.

东亚 和北 美洲间断分布
E A 兮N A m

1 0
.

1日世界温带分布 Pa lt em

11
.

温带亚洲分布
tm A s

12
.

地中海地 区西 亚 至中亚

分布 M d
.

W
a s- CA s

13
.

中亚分布 CA s

1 4
.

东 亚分布 E A s

1 5
.

中国特有分布 Chi na

合 计 T ot al

4 0

10 4

2 3 淤

1 0 4

3 6 2

6 2

t a g e

扣除

丈几
11,曰
,卫主

7
.

5

4
.

7 ::;
5

.

9

4
.

9

0
.

12

0
.

2 4

0
.

1 2

3522

7
.

9 5
.

4

2 0
.

3

1 0
.

0

5
.

12

0
.

2 4

今
。

1 8
.

4
0

.

9 8

3
.

17

0
.

2 4

5262

4.l5.4

4
,CI乙
4

决b
弓
10,
山‘.二月bq口11

1
.

8

5
.

7

1 0
.

12

16455171

八j�卜UJJqq
.

⋯
二J�b11
‘.1

月了,�几b工JJJqJ任八On乙

3166

0
.

12

,J月任

1

4 2

8

5 0 8

0
.

2

9
.

Q

1
.

7

1 0 0 0

1 1 6

2 9 9

2 5 7

3 1 6 6

:
’

:
8

.

5

1 0 0
.

0

x
.

世界分布 C o s m o p o lit a n

2
.

泛热带分布 p a n t r o p ic

3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尹

m s
.

& T AM
.

d.

4
.

1日世界热带分布 O ld W
o r ld T r o p ie s

5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1人 5
.

to l⋯AU
.

6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A S
.

to T A F.

7
.

热带亚洲分布 T A S.

1
.

爪哇
,

喜马拉雅和华南
,

西南星散
J

.

H z
.

& SC
.

SW C

2
.

热带印度至华南 T
.

I N D
.

to SC

3
.

缅甸
,

泰国至华西南 BU , T H
.

T o SW C

4
.

越南 (或中南半岛 ) 至华南 (或西南 )

V N
.

T o S C ( SW C )

5
.

北温带分布 N o r t h T e m p e r a t e

4
.

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 ) 间断
N

.

T e m p
.

& 5
.

T e m p
.

d
.

9
.

东亚 和北美间断分布 E
.

A S & N
.

A M d.

1 0
.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 W
o r ld T e m p e r a t e

1
.

地中海地区
,

西亚和东亚间断
M

. ,

W
.

A S& E
.

A S d
.

2
.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
M

.

& H im a l
.

d
.

3
.

欧亚和南非洲 (有时也在大洋洲 ) 间断
E U A

.

& SA f
.

d.

1 1
.

温带亚洲分布 T e m p e r a t e A s ia

12
.

地中海区
,

西亚至中亚

M e d lt e r r
. ,

W
.

A S
.

to C
.

A S
.

1 3
.

中亚分布 C
.

A s ia

2
.

中亚至西 马拉雅 C
.

A s ia t o H im a la y a

14
.

东亚分布 E
.

A si a

1
.

中国一西马拉雅 S H S i n o- H i m a la ya

2
.

中国一 日本 SJ S in o-- Ja p a n

1 5
.

中国特有分布 E n d e m ie s p e e ie s t o Ch in a

总 计 T o t a l

不包括世界分布的总计
T o t a l ( e x e e p t e o sm o Po lit a n )

0
.

3 7

0 4 9

3
.

4
.

1 世界分布 属于世界分布类型的种有 26 种
,

如醉酱草科的醉酱草 (Ox
a li : 。o r n i c u la ta ) ,

茜草科

的猪殃殃 ( G al iu m a Pa ri ne )
,

禾本科 的狗尾草 ( S e -

ta r i a v i r i d i、 )
,

菊科的普通千里光 ( Se
n e c io vu lg a ri : )

,

寥科 的辣寥 ( 尸
。zy g on u m hy d ro Pi p er )

,

茄科 的苍 耳

( X a n th i u 阴 、ib i r i c u m )
,

十字 花科 的南焊菜 ( R o r ip p a

d ub ia )
,

石竹科的繁缕 ( stel la ri “ m ed ia )等
。

3
.

4
.

2 泛热带分布 普遍分布于东西两半球的热带

地区
。

该分布型有 35 个种
,

占总统计种数 (不包括

世界分布种
,

下 同) 的 4
.

27 %
,

如胡椒科的豆瓣绿

(Pe Pe ro 阴 ia tet ra Ph 刃la )
,

鸭拓草科的鸭拓草 (6 m
-

m e li n a 。o m m u n 乞、)
,

禾本科的虎尾草 (Ch lo ri 、 v i r g a ta )
、

马鞭草科的马鞭草 ( Ve rb en “ 。

万艺ci na lis )
,

茄科的曼佗

罗( D a zu ra 、tra m o n i u m )
,

卫矛科 的南蛇藤 ( Ce la str u s

a n g u la tu s )
,

无患子科的坡柳 ( D o d o n a e a 访se o sa )
,

菊科

1

3

2 9

9 6

3 6

3 2 8

8 4 6

8 2 0

0
.

1 2

0
.

3 7

3
.

54

1 1
.

7 1

4
,

3 9

4 0
.

0 0

1 0 0
.

0 0

3
.

4
.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 间断分布 间断分布于

美洲和亚洲温暖地 区
,

在 旧世界从亚洲甚至可能延

伸到澳大利亚东北部或西太平洋岛屿
。

该类型有

23 种
,

占总统计种数的 2
.

80 %
,

如爵床科的爵床

( R o ‘t e llu la r i a 户r o c u m b e n s )
,

紫威科的炮仗花 ( p 夕
-

r o s t e g ia v e n u s ta )
,

马鞭草科的马缨丹 (L a n ta n a c a -

m a r a )
,

菊科 的蒲公英 ( T a r a x a e u m m o n g o li e u 。 )
,

仙人掌科的仙人掌 ( OP u n t ia m o n a e a n tha ) 等
,

该类



5 2 2 广 西

型多数是从美洲引人栽培的植物
。

3
.

4
.

4 旧 世界热 带分布 分布于热带亚洲
、

非洲和

大洋洲及其附近岛屿
,

有 18 个种
,

占总统计种数的

2
.

2 0 %
。

如禾本 科的茸草 (A
r rh r a x o n h i、p 艺d u s

)
,

伞形花科的积雪草 (C
e n t e lla a 、ia t ic a )

,

莎草科的独

穗飘拂草 (Fi m br 笋t贝i、 ov at a)
,

唇形科的绣球防风

(L o u c a , 。ilia ra )
,

檀香 科 的 中华 百蕊 草 (Th
e s iu ln

c h i、e n s 。)等
。

3
.

4
.

5 热 带亚洲至 热带大洋洲分布 主要分布于热

带亚洲和大洋洲
,

有时可达马达加斯加
,

但一般不达

非洲 大 陆
。

该 类 型 有 13 种
,

占总 统计 种 数 的

1
.

5 9 %
,

如桑科 的笔管榕 (F ic u : v ir e n : )
,

蝶形花科

的辫子草 (D es m o di u m m io ro Ph刃lu m )
,

禾本科的金

发草 (p
o g o n a th er u m Pa n ice u m )

,

瑞香科 的山皮条

(灰白莞花 ) (Wi k、tr o e
m ia 。a n e s c e n 、 )

,

茧菜科 的戟

叶荃菜(地苹果 ) (Vi
o la b e to , : ie￡fo lia )

,

远志科 的长

叶远 志 (P o ly g a la lo n g ifo lia )
,

桃 金娘 科 的蓝按

(E u ca l夕Pt u s g lo b u lu s )
、

大叶按 (E
.

r o b u s ta )等
。

3
.

4
.

6 热带亚洲至 热带非洲分布 分布于热带非洲

至印度一马来西亚
,

有些种可分布到斐济等南太平

洋岛屿
。

该类型有 24 种
,

占总统计种数的 2
.

94 %
,

如紫金牛科的小铁仔 (M乡
r s in 。 a

fr ie a n a )
,

援葵科

的土获菩 (S m ila x g la bra )
,

菊科 的鱼眼草 (D ich r 。 -

c e p h a la in t e g r ifo lia )
,

禾本科的孔颖草 (B o th
r艺o ch

-

lo a
Pert

u sa )
,

觅科 的牛膝 (A ch 夕ra n th e s b id e
nt a ta )

,

紫

草科的小花倒提壶 (Cy
n o g zo ss u m la n c e o la t u m )等

。

3
.

4
.

7 热带亚 洲 (印度一马来西 亚 )分布 这一类型

分布区的范围包括印度
、

斯里兰卡
、

缅甸
、

泰国
、

中南

半岛
、

印度尼西亚
、

加里曼丹
、

菲律宾及新几内亚等
。

东面可达斐济等南太平洋 岛屿
,

但不到澳大利亚
。

分布区的北部边缘
,

常常到达我 国西南
、

华南
、

台湾

甚至更北地区
。

属于该分布区类 型的有 125 种
,

占总统计种数

的 15
.

2 3 %
,

如 紫金 牛 科 的 针 齿 铁仔 (M ) r “ne

s 。, n is e r r a ta )
,

檀香科 的沙针 (0 5夕r is w ig h tia n a )
,

苏

木科的合欢 (A lb izi “ jul ibr is 、动 )
,

莎草科的三棱莎

草 (肠
: e x : o u lie : )

,

茜 草 科 的鸡屎 藤 (P a e d o r ia

、c a n d e n 、)
,

菊科的白牛胆 (In u la : a p p a )
,

筱契科的

粉背援葵 (S m il “x h y Po g z“ uc a )
,

薯菠科 的心 叶薯

预 (粘 山药 ) (D io 、e o r e a he m sley i )
、

五叶薯锁 (D
.

P
o
nt a Ph y ll “ )

,

蝶形 花科波 叶 山蚂蝗 (D es m o di u 阴

s e q u a x )
,

桑科 的构树 (B r 。u 、s o n e , ia p a p y r i
‘

fe
r u )

,

谏科的老虎棣 (T r ic h ilia 。o n n a ; o id e : )
,

樟科的云南

植 物 25 卷

樟 (C in n u m
o m u m g la n d u life

r u m )等
。

3
.

4
.

8 北温带分布 广泛分布于欧洲
、

亚洲
、

北美洲

温带 地 区
。

该 类 型 有 44 钟
,

占总 统 计 种 数 的

5
.

36 %
,

主要是一些从外地引人栽培的植物种类
,

如

十字花科的芸苔 (B
r a s s ic a e a m Pe s t r i : )

、

小 白菜 (B
.

e h i n e n si、)
,

蔷薇科的月季 (尺
o s a 。h in e n s i ,

)等 ;野生

的如毛食科 的翠雀 (D
e lPhin 艺u m g r a d iflo n u 切 )

,

报

春花科的点地梅 (A n d r o s a e e u m 乙
e zza tu )

,

菊科的黄

花篙 (A
r te m is ia a n n u a )

,

泽泻 科 的 泽泻 (A lism a

P la n ro g o 一 a 叮u a t ic a )等
。

2
.

4
.

9 东亚和北美洲 间断分布 间断分布于东亚和

北美洲温带和亚热带地区
。

属于该分布类型的有 8

种
,

占总统计种数的 。
.

98 %
,

如木兰科 的荷花玉 兰

(Md g , : o lia g r a n d sf lo r a )
,

蝶形花科的刺槐 (R o b in
-

乞u P
s e o d o a e 。。i。 )

,

透骨草科的透骨草 (p h r 夕拼a le P
-

t o sta c入少a )等
。

3
.

4
.

10 旧世界温 带分布 广泛分布于欧洲
、

亚洲 中

一高纬度的温带和寒温带
。

属 于该分布型的有 30

种
,

如禾本科的野燕麦 (A ve na
.

和tua )
,

寥科的头花

寥 (P o ly g o , , u m c a p ita t u m )
,

唇形科 的牛至 (O r ig a -

, , u m o u lg a r e )
、

夏枯草 (P r u , : e lla o u lg u r i、)
,

伞形花

科的小窃衣 (几 ri li 、
ja P。“ca )

,

石 竹科 的狗筋曼

(Cu e u 乙a zu : P
。 。c if e :

)等
。

3
.

4
.

n 温 带亚洲分布 主要局限于亚洲温带地 区
。

属于该分布类型的只有 3 种
,

它们是荃菜科的宝剑

草 (认
o la p hilip p ic a )

,

润香科 的一把香 (S te lze r a

e h m a eja s m
e
)

,

伞形 花科 的防风 (S a Po s h n ik 。v ia d 乞
-

v a r ic a ta )
。

3
,

4
.

12 地 中海区
、

西 亚至 中亚分布 分布于现代地

中海周围
,

经过西亚或西南亚 至中亚和我国的青藏

高原及 内蒙古高原 一带
。

属 于该 分布类 型的有 4

种
,

除菊科的千星菊 (M夕ri a 。ti 、 w al li ch “ )外其它三

种都是引人栽培种
。

3
.

4
.

13 中亚分布 分布于中亚 (特别是 山地 )
,

向东

达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
。

此分布类型有 4 种
,

它们

分别是夹竹桃科的夹竹桃 (N e r iu 。 ? i , ,己ic u 7、 )
,

禾本

科的白草 (尸en 爪 so t川n
、

fZ“ cc id 。。 )和菊科的马耳 山

千 星菊 (M夕 r ia 。2 1、 w ig 人t : i )
、

牛 尾 篙 (A
r re 7二 i、iu

、u b d ig ira ta )
。

3
.

4
.

14 东亚分布 分布于东喜马拉雅至 日本
,

向东

北一般不超过俄罗斯 的阿穆尔州
,

向西南不超过越

南北部和西马拉雅东部
,

向南最远达菲律宾
、

苏门答

腊和爪哇
。

属于该分布类 型的有 1 6 1 种
,

占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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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的 19
.

64 %
,

其中属于中国一 日本变型的有 36

种
,

占总统计种数的 4
.

39 %
,

属于中国一西马拉雅

变型的有 96 种
,

占总统计种数 的 n
.

71 %
。

此分布

类型中的许多种是组成石林植物区系各主要群落的

常见种
,

乔木种类如漆树科的漆树 (T o x ico d en d ro n

v e r n ic ifin u m )
、

野 漆 (T o x ic o d e n d r o n s u c c e d a n e -

u m )
、

黄 连木 (P is ta c ia 。h in e n s i、 )
,

壳斗科 的麻 栋

(Q u e r c u s a c u tis s im a )
、

栓皮栋 (Q
.

v a r sa 占12￡: )
、

懈栋

(Q
.

a lie n a
)

,

蔷薇科 的大叶桂樱 (P
r u n u s z iPPe li

-

a n a )
、

棠梨 (P少
r u s Pa 、h ia )

,

马桑科的马桑 (C o r ia ; -

ia ne Pal en : is )等
;
灌木和藤本植物如蔷薇科的西南

构子(Co ro n e a : te :

fr
a n c h e tii )

、

小叶构子 (C
.

o ic r o -

p h y llu s )
,

IJJ 茱英科 的鸡 嗦 子 (D e n d r o b e , , tha o ia

e a p it a ta )
,

桑科的岩桑 (M o r u s m o n g a lic a )
,

葡萄科

的三叶爬 山虎 (P a r th 。n o c is s u : 、e m ic o r d a ta )
,

卫矛

科的扶芳藤 (E uo n y m o fo rt u ne i )
,

鼠李科 的雀梅藤

(S a g e r e tia th e e z a n s )等
; 草 本如 百合科 的开 口 箭

(T u Pss tr a c h in e n s is )
、

抬 头箭 (吉祥草 ) (R e in e c k e a

c a r n e a )
,

兰科的小白友 (B le t illa fo
r m o s a n a )

,

天南

星科的一把伞南星 (A
r i、a 。m a e r u b e sc e n : )

,

蝶形花

科的鸡眼草 (K u m m er o w ia 、tri at “ )
,

禾本科的蔗茅

(E r ia n th u s r u fi P ilu s
)等

。

3
.

4
.

15 中国特有分布 以云南或西南诸省为中心
,

向东北
、

向东或向西北方向辐射并逐渐减少
,

而主要

分布于秦岭一山东 以南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
,

个别

种可突破国界到临近各国如缅甸
、

中南半 岛
、

朝鲜
、

俄罗斯远东
、

蒙古等
。

属于中国特有分布 的有 3 28

种
,

占总统计种数的 40 %
,

构成了石林植物 区系的

主体
。

中国特有分布种类型统计见 表 6
。

从表中可

以看出
,

石林特有种有 3 个
,

分别是凤仙花科的路南

凤仙花 (Im p a t ie , , , lo u la n e n s is )
,

唇形花科的短隔鼠

尾 (S a lv ia b r e v ic o , , n e c riv a ta )
,

尊麻 科 的冷水 花假

楼梯草 (L e c a n th u , p ile o id e s )
。

昆明特 有种 有 1 1

种
,

占该地区 中国特有分布种 的 3
.

35 环
,

如菊科的

心叶兔儿风 (A in s lia e a b o n a t ii )
、

石 生紫苑 (A s te r

o r e o Ph ilu s )
、

昆明千里光 (S e n e c io c a v a le r ie i )
,

蝶形

花科的昆明木兰 (In di g o
fe ra m “汗。i )

,

小孽科的昆

明小 孽 (B e r b e r is k u n m in g e n s is )
,

榆 科 的 昆 明榆

(Ul o u 、 c ha n g ii )等
。

云南特有种有 81 种
,

占该地区中国特有分布种

的 2 4
.

7 %
,

如棒科的云南鹅耳柄 (Ca
r Pin o m ob

o ig
-

ia n a )
,

木犀科的云南木择榄 (O le a y u n n a n e n s is )
,

苏

木科的大毛毛花 (毛叶合欢 ) (A lbiz ia m o llis )
,

榆科

的滇朴 (C e lti: te tr a n d
r a )

,

壳斗科的黄毛青冈 (C y
-

c lo ba la n o
Pi s d e la v a 夕i )

,

无 患子科 的茶条木 (D
e za

-

va 夕a 夕u n n a n e n s is )
,

桑科的琴叶榕 (F ic u s Pa n d u r a -

ta )
,

葡萄 科 的狭 叶 岩爬 藤 (T e tr a st ig m a : e r r u za
-

tu m )
,

鼠刺科 的滇 鼠刺 (Ite a 夕u n n a n e n s is )
,

蔷薇科

的毛枝绣线菊 (S p ira ea m a rt ￡爪i )
,

薯菠科的云南粘

山药 (D io 、e o r e a 夕 u n n a n e n s is )
,

茜草科的光茎茜草

(R u b ia le io c a u lis )
,

禾本 科 的云南裂秤 草 (旱茅 )

(S e人iz a c h夕 r iu m d e za 二a 夕i )等
。

表 6 石林石灰岩地区中国特有种的分布区亚型统计

T a b le 6 T h e flo r a 一s u b ty p e s o f C h in e s e e n d e m ie s p e eie s

o f se e d p la n ts fr o m s to n 亡 fo r e s t r e g io n o f Y u n n a n

中国特有种分布区亚型
A r e a l

一s u b tyPe s o f e n d em ie t o Ch in a

石 林石灰岩植物区系
T he flo r a o f

1im e s t o n e in S hilin

种数
S P

.

N o
.

百 分率
Pe r e e n -

ta g e (% )

91354470494930303035

3.24302.5.

381n100818

000
盛.土1丈, .上

1
.

石林地 区特有 E
一

sI

2
.

昆明地 区特有 E
一

K M

3
.

云南地 区特有 E
一

Y U N

4
.

华西南地区特有 E- SW C

4
一

1
.

川西滇 E
一

W S Y U N

4 一

2
.

川西滇北 E- W导 N Y

4
一

3
.

桂西滇南 D W G S Y

4一4
.

川西南滇东北 E
一

W S S-- E N Y

4
一

5
.

桂藏滇 E
一

G Z- Y U N

4
一

6
.

横断山区 E
一

H D

5
.

华西南与中国其他地区特有
D sw e & O th e r r e g io n s

6
.

华南地区特有 E
一

S C

6
一
1

.

华南和 中国其他地区特有
E-- SC 乙 O the : r e g so n s

7
.

华北地 区特有 E
一
N C

7
一

1 华北和中国其他地区特有
B N C & O th e r r e g io n s

8
.

华中和中国其他地区特有
D CC & O th e r r e g , o n s

9
.

华东地 区特有 E
一
E C

总 计 T o t a l

;: 2 5
.

30

::

::

0
.

3 0

1 0 0
.

0 0

华西南 (滇
、

川
、

贵
、

广西
、

西藏
,

有时扩展到广东

和湖北西部 )特有种最多
,

共有 14 0 种
,

占该地区中

国特有分布种的 42
.

67 %
,

其 中主要是华西南特有

种
,

计 有 10 0 种
,

占 石 林 地 区 中 国 特 有 种 的

3 0
.

4 9 %
,

如 壳 斗 科 的 滇 青 冈 (C夕c lo b a la n o Ps is

g la u e o ‘d e s
)

、

窄叶石栋 (L it h o c a r
P u s c o n f in is )

,

漆

树科的清香木 (P ist a c ia 二e艺n m a n n ifo lia )
,

冬青科

的小果冬青 (Il
e x m i‘ r o c o c c a )

,

松科 的云南松 (P i
-

, , u 、夕u n n a , , e n s is )
,

柿树科的毛叶柿 (D io sP夕
r o s m o l

-

lifo lia )
,

鼠李科的拟 鼠李 (多脉猫乳 ) (R h a m n 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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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 t in i )
,

蔷 薇科 的球 花石 楠 (P h o t in ia g lo m e r a -

t a )
,

蝶形花科的苦刺花 (S o p h o r a d a v id ii )
,

夹竹桃

科的贵州络石 (T ra
e h e lo sP e r m u m b o d in ie r i )

,

菠葵

科的无刺菠 莫 (S m ila 二 m al’re i )
,

萝蘑科的飞仙藤

(尸
e ri P zo ‘“ c a lo Phy ll a )

,

防己科的地不容 (山乌龟 )

(S t e
Ph a n ￡a d e la v a y i )

,

唇形科 的毛尊香茶菜 (R a b
-

d o s ia e r io c a l夕x )
,

菊科的万丈深 (C r ePis P h o e n ix )
,

苦芭苔科的石蝴蝶 (p e tr o c o s
m

e a d u c lo u x ii )等
;
其

次是川西滇北 和横断 山区 特有种
,

有 29 种
,

合 占

8
.

8 4%
,

如漆树科 的小 漆树 (To x ic o d e n d r o n d e la
-

二a 夕i )
,

柏科 的干香柏 (C u 力
r e s s u s 己u c lo u x ia n a )

,

蝶

形花科的高原黄檀 (D a lb e r g ia 。o lle tt ii )
,

木犀科 的

矮探春 (J a sm in u m
、u b h u m il。 )

,

菊科 的云南兔儿风

(A in s lia ea y u n n a l‘e n s i ,
)

,

毛莫科的云南翠雀 (D
e z

-

Ph in iu m 夕u n n a n e n si、 )
,

景 天 科 的 滇 瓦 松 (S
e
d u m

m ul ti ca ul 。)等
。

该类型 的许多种都是石林 石灰岩

山地不同植物群落各层次的优势种或常见种
。

华西南 与 中 国其 他 地 区 特有的有 83 种
,

占

2 5
.

3。%
,

如冬青科 的大果冬青 (Il e x m ac ro ca r Pa )
,

樟科的毛豹皮樟 (L it 、ea 。or ea na )
,

鼠李科的薄叶鼠

李 (R h a m n u s le
Pt o Ph夕lu s )

,

蝶 形 花 科 的 象 鼻藤

(D a lb e r g ia m im o s o id e s )
,

蔷薇科 的火把果 (火棘 )

(P夕
r a e a n th a

fo
r tu n e a n a )

,

芸香科的花椒勒 (Z a n -

th o x 夕lu m se a n d e n s )
,

黄杨科的清香桂 (S a r c o c o c e a

ru t’c i
.

fo li 。 )
,

金 丝 桃 科 的 芒 种 花 ( H y Per icu m

u ra zu m )
,

菊科的鬼针草 (B id e n 、 p ilo sa )
,

百合科的川

百合 (瓜li u o d “饭di i) 等
。

中 国其它地 区特 有种不

多
,

共计 10 种
,

占石林地区中国特有种的 3
.

04 %
。

4 云 南 石 林石灰岩 山地植 物 区系

的特征

4
.

1 热带和温带成分相结合
,

亚热带性质明显

云南石林地区石灰岩山地的植物区系表现为热

带和温带成分相结合
,

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性质
,

代表

中国西南喀斯特高原的亚热带植物区系
。

属级区系

中
,

热带分布属共有 26 3 个
,

占总属数的 56
.

2 %
,

温

带分布属共有 15 5 个
,

占总属数的 33
.

1%
。

可见当

地属级区系组成中
,

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的奇妙结

合
,

这也反映了该地 区亚热带石灰岩山地 的自然环

境特点
。

种级植物区系的组成能更准确的反映该地

区的的近代环境
,

从现有统计的 8 46 种种子植物来

看
,

热带分布种有 2 38 种
,

占总种数的 29
.

3 %
,

温带

植 物 25 卷

分布种有 2 54 种
,

占总种数的 30
.

7环
,

同样反映了

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相结合的特点
。

但是
,

与近代

典型的热带分布种和温带成分相 比较
,

则本 区典型

的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都不多
,

而较多的是属于中

间过渡性质的亚热带成分和暖温带成分
,

例如盐肤

木
、

香叶树
、

栓皮栋等
,

实际上它们更多的是东亚成

分
,

即分布于中国一喜马拉雅 以及中国一 日本的成

分
,

其近代分布区主要在 长江流域及其南部的广大

亚热带地区
,

这与石林石灰岩山地植物 区系所处的

地理位置相符合
,

反映了该地区明显的亚热带性质
。

与其它亚热带地区喀斯特山地相比较
,

广西岩

溶植被植物 区 系 (欧祖 兰等
,

2 0 0 4) 中热带属成分

(76
.

21 % )比石林 的要高
,

而温带属成分 (2 1
.

1 % )则

比石林的低
,

亚热带性质较为明显
。

贵州茂兰岩溶

地区植物区 系的温带属成分比云南 石林 与广西要

多
,

亚热带性质突出
,

并具有明显的交错特性 (朱守

谦
,

1 99 7 )
。

由上可看 出
,

尽管大多数热带和亚热带

植物属分布于广东
、

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一带
,

但由于

各地环境条件的不 同
,

造成它们在植物区系组成上

存在一定的差异
。

4
.

2 东亚成分较多
,

地区特有种丰富

东亚分布区类型分为西部的中国一喜马拉雅变

型和东部 的中国一 日本变型
,

前者分布中心集中于

西南至喜马拉雅
,

后 者主要在 日本至华东
。

石林石

灰岩山地东亚分布类型的 42 个属中有 18 个是中国

一喜马拉雅分布
,

而其余的 24 个属却是典型的东亚

分布和中国一 日本分布
。

种级区系统计中
,

东亚分布

种共有 1 61 种
,

属于中国一 日本分布类型的只有 36

种
,

这主要是石林地处滇 中高原
,

所 以中国一喜马拉

雅成分相对较多而中国一 日本成分较少
,

这在种级区

系中已成为石林植物区系总特征的重要方面
。

石林地区 由于其特殊的岩溶生态环境
,

地区特

有种非常丰富
。

据前面统计分析
,

华西南特有种最

多
,

共有 1 40 种
,

占石林种 子植 物 区 系 总种数的

16
.

5 %
。

云南特有种在本地区也较多
,

有 81 种
。

昆

明地区特有的就有 n 种
,

甚 至分布范围更窄
、

仅分

布在石林石灰岩山地的石林特有种有也有 3 个
。

总

之
,

地区特有种多是石林石灰岩 山地植物区 系组成

中的另一个特点
,

这也说明了该植物区系的特殊性

和重要性
。

4
.

3 石灰岩山地专有种多
,

岩溶特性显著

石林石灰岩山地有 54 科 86 属 10 3 种是典型的

噬钙植物
,

占该地区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12
.

2 %
。

其



6 期 崔建武等
:

云南石林地区石灰岩山地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研究 5 2 5

中乔木有漆树科的盐肤木
、

黄连木
、

清香木
、

小漆树
、

裂果漆
、

野漆
,

樟科的团花新木姜子
,

松科 的云南油

杉等
;
灌木和藤本有柿树科的毛叶柿

,

鼠刺科的滇鼠

刺
,

苏木科的老虎刺
,

黄杨科的清香桂
,

桑科的笔管

榕
、

琴叶榕
、

葡茎珍珠莲
、

地石榴
,

夹竹桃科的贵州络

石
,

金丝桃科的芒种花
,

蔷薇科 的石丁香 (藏丁香 )
、

火棘(火把果 )
,

葡萄科的狭叶岩爬 藤
、

毛叶岩爬藤
,

蝶形花科的象鼻藤
,

芸香科的竹叶椒 (狗花椒 )
,

获葵

科的土获荃
、

无刺菠契等
;草本植物有唇形科的姜味

草
,

凤仙花科的路南凤仙花
,

禾本科 的云南 裂秤草

(旱茅)
,

胡椒科的豆瓣绿
,

菊科的心叶兔儿风
、

石生

紫苑
,

苦芭苔科的石蝴蝶
,

茜草科 的猪殃殃
、

鸭断草

科的鸭踢草等
。

这些 嗜钙植 物局限分布于岩溶地

区
,

是长期适应岩溶环境特化而形成的
,

可作为石灰

岩山地植物区系和生态环境的指示种或标志种
。

4
.

4 栽培植物 区系来源多样
,

部分物种危害性凸现

由于石林距昆明只有 80 k m
,

而昆明地区 又是

云南省的经济文化 中心
,

历史上引人栽培的植物较

多
,

对栽培植物 区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间接的反

映本地区的自然特点以及引人 区系的承受范围 (金

振洲等
,

1 99 4 )
。

本区引入栽培的植物有 98 种
,

分属

于 40 科 81 属
。

引入最多的是温带分布种
,

共有 48

种
,

占引人物种总数 的 49
.

。%
,

其中又以北温带分

布种和东亚分布种 占主要成分
;
其次是热带分布种

,

共有 35 种
,

占引人物种总数的 35
.

7%
,

主要是热带

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种
; 引人的中国特有种有

11 个
,

占总引入种的 11
.

2 %
,

主要是华西南
、

华中及

华南分布种
。

从纯由国外引种来看
,

引 自热带美洲
、

大洋洲
、

非洲
、

东南亚的占 29 种
,

占总引人物种数 的

2 9
.

6%
,

引 自北美洲
、

欧亚大陆
、

地中海地区及东亚的

有 24 种
,

占总引人物种数的 24
.

5%
,

这一方面反映出

国外引人的种中热带与温带成分各半的情况
,

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该地区引人栽培植物来源的多样性
。

栽培植物尤其是经济作物在丰富人民生活的同

时
,

某些物种也表现出一定的危害性
,

尤其是 60 年代

人工营造的柏树林和云南松纯林的危害性问题 已经

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

由于干香柏 (冲天柏 )是

耐旱
、

喜钙树种
,

对石灰岩山地的生境条件非常适应
,

生长异常迅速
,

至今柏树林群落高度已大大高于石林

主要景观的平均高度
,

严重影响了石林这一世界地质

奇观的观赏性
。

而大面积营造的云南松纯林由于群

落结构单一
,

小蠢虫等病虫害肆虐
,

残存部分多为病

虫害后形成的疏林或分散性的幼林
,

生态效益低并影

响石林的景观
。

因此
,

今后石林地区尤其是石林景区

的引种绿化
,

必须注意改变林木树种结构
,

提高人工

营造森林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
,

同时注意与当地树种

的合理搭配
,

以达到植被恢复绿化和当地石林景观的

一致性
。

本研究在野外调查工作 中得到 了王 重云
、

徐海

清
、

李全发
、

余筱 甲
、

马遵平等同 学的热情帮助
,

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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