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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火龙沟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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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火龙沟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火龙沟区系成分复杂，类型丰富，共有种
子植物８２科，３０２属，６４９种，其中裸子植物３科，６属，１６种，被子植物７９科，２９６属，６３３种；地理成分复杂；优势科
属明显；起源古老，特有现象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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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然条件概况

四川火龙沟省级自然保护区（下文简称火龙

沟）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

境内，地理位置处于东经９９°００′～９９°１６′，北纬°２５′
～３０°５３′之间。火龙沟东以白玉县属安孜乡为界，
西以金沙江为界，南以白玉与巴塘的县界为界，北以

白玉县的绒盖乡为界，南北跨度约６６ｋｍ，东西跨度
约４２ｋｍ，区内最高处海拔高度为５２８３ｍ，最低处海
拔高度为２６４０ｍ，相对高差达２６４３ｍ。火龙沟总
面积１４３９００ｈｍ２，全部为国有林地，行政隶属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３］。

火龙沟内以山地凉温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海

拔≤２７００ｍ为半干旱河谷温带，此区有丰富的热
量资源，年均温７℃ ～９４℃，最冷月均温４℃，大
于０℃的年积温为１４００℃～３５００℃。可持续１４０
ｄ～２００ｄ；海拔３５００ｍ～４０００ｍ，年均温２℃ ～４
℃，最冷月－１２℃ ～－１６℃。无霜期为１２２ｄ～
１４４ｄ，年降雨量５７４９ｍｍ～６００６ｍｍ。海拔４３００
ｍ以上，是高山寒带。只有约５％的夏秋草场分布
于此气候带，年均气温 －１℃ ～２℃。常年气温最
高月为 ７月，月平均温度为 １５８℃，最高极值达
３９４℃；气温最低月为 １月，月平均温度为 －１６



℃，最低极值达－１９２℃。多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
２１３３６ｈ，年平均降水量５９９ｍｍ［１］。

火龙沟内河流沟渠众多，如降曲、全渠、拉日阔、

热拉柯、玛措柯、擦多柯、弄绒柯等。其中，降曲最

大，属金沙江一级支流。全长１３６．８ｋｍ，多年平均径
流总量为４７３１０万 ｍ３，平均落差１６０２ｍ，流域面积
为１１０４２５ｋｍ２。降曲河横贯火龙沟自然保护区，
在叶巴滩注入金沙江。

２　火龙沟种子植物科属特征

２．１　种子植物特征
野外调查和相关资料查阅的结果表明，火龙沟

自然保护区内共有种子植物６４９种（或亚种），隶属
于８２科３０２属（表１）；其中被子植物有６３３种，隶
属于７９科 ２９６属；裸子植物 １６种，隶属于 ３科 ６
属；由此可见，被子植物科属种数在火龙沟种子植物

中占绝对优势（分别占总体的 ９６３％、９８％和
９７５％）。种子植物的科属种分别占全国和四川种
子植物科属种的 ２４３％、９４％、２４％和 ４２９％、
２０１％、７６％；裸子植物科属种占全国和四川裸子
植物科属种的 ３３３３％、１６７％、８２％和 ３３３％、
２１４％、１６％；被子植物科属种占全国和四川被子植
物科属 ２４２％、９４％、２３％和 ３４４％、２０１％、
７５％（表１）。

表１　火龙沟植物在全国以及四川植物区系中的比例

类别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火龙沟 ３ ６ １６ ７９ ２９６ ６３３
四川［２］ ９ ２８ １００ １８２ １４７４ ８４５３
全国［３］ １０ ３６ １９５ ３２７ ３１６４ ２７０７３

占四川比例（％） ３３．３ ２１．４ １６ ３４．４ ２０．１ ７．５
占全国比例（％） ３０ １６．７ ８．２ ２４．２ ９．４ ２．３

２．２　种子植物的科特征
参照邓洪平等［４］对喇叭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

物的研究方法，对火龙沟种子植物科所含种数的统

计表明：火龙沟种子植物的科以少种科（裸子植物

均为少种科）和单种科为主（分别为４３科和２１科，
占总科数的５２４％和２５６％）。其次为中等科（１０
科，占１２２％），较大科和大科各有４科（占４９％，
表２）。含２０种以上的科分别是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６７种、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６４种、毛莨科（Ｒａｎｕｎｃｕ
ｌａｃｅａｅ）４５种、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４３种、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２５种、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２５种、十字

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２３种和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２１
种。对火龙沟种子植物科所含属数的统计表明：以

单属科和少属科占绝对优势（分别为４２属和３２属，
占总科数的５１２％和３９％），含有中等属的科有５
科（占６１％），含有较多属的科３科（占３７％），分
别为禾本科 ３０属、蔷薇科 ２４属和菊科 ２５属（表
２）。

表２ 火龙沟种子植物科所含种的统计

科的类型 科数
占总科
数比例
（％）

科的类型 科数
占总科
数比例
（％）

单种科（１种） ２１ ２５．６ 单属科（１属） ４２ ５１．２
少种科（２～１０种） ４３ ５２．４ 少属科（２～１０属） ３２ ３９．０
中等科（１１～２０种） １０ １２．２ 中等科（１１～２０属） ５ ６．１
较大科（２１～３０种） ４ ４．９ 较大科（２１～３０属） ３ ３．７
大科（≥３１种） ４ ４．９ 大科（≥３１属）

合计 ８２ １００ 合计

２．３　种子植物的属特征
参照李嵘等［５］对高黎贡山北段种子植物的研

究方法，对火龙沟种子植物属的统计结果表明：单种

属和少种属占据绝对优势（分别为１５８属和１１７属，
占种子植物总属数的５２３％和３８７％），其中裸子
植物单种属１属、少种属５属。中等属有１８属（占
６０％），较多种属有７属（占２３％），多种属仅两属
（占０７％，表３）。含有７种以上的属分别是委陵菜
属（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１３种、风毛菊属（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１１种、柳
属（Ｓａｌｉｘ）１０种、报春花属（Ｐｒｉｍｕｌａ）１０种、虎耳草属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１０种、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１０种、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９种、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８种和小檗属（Ｂｅｒ
ｂｅｒｉｓ）８种（表３）。

表３ 火龙沟种子植物属所含种的统计

属的类型 属数 占总属数比例（％）
单种属（１种） １５８ ５２．３
少种属（２～４种） １１７ ３８．７
中等属（５～７种） １８ ６．０
较多属（８～１０种） ７ ２．３
多种属（≥１１种） ２ ０．７

合计 ３０２ １００％

３　种子植物区系

３．１　科的区系成分分析
吴征镒院士将世界植物分布区划分成１８个分

布区类型，其中中国植物分布区被划分成１５个分布
区类型［６］，火龙沟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涵盖了

其中的９个分布区类型，没有旧世界热带分布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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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热带亚洲分布型、温带

亚洲分布型、中亚分布型和中国特有分布型６个分
布区类型。其中世界广布分布型占绝对优势（４２
科，占 ５１２％），泛热带分布型次之（１７科，占
２０７％），其余的分布类型较少（表４）。

表４　火龙沟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
数比例
（％）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
数比例
（％）

世界分布 ４２ ５１．２ 东亚及北美间断 ２ ２．４
泛热带 １７ ２０．７ 旧世界温带 ２ ２．４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
间断

３ ３．７ 地中海区、西亚至
中亚

１ １．２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１ １．２ 东亚 １ １．２
北温带 １３ １５．９ 合计 ８２ １００

火龙沟种子植物在科这一分类级别中，世界广

布型占多数，达到４２科，这其中既有裸子植物中的
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也有被子植物中的壳斗科（Ｆａ
ｇａｃｅａｅ）、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玄参科（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
ａｃｅａｅ）、鼠李科（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堇菜科（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等；一些世界性的大科也包含其中，如菊科（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ａｅ）、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
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等。其
次是热带成分的科，共有２１科，包括泛热带分布的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桑寄生科（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等。热带亚洲至
热带美洲间断分布的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清风藤科
（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和猕猴桃科（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以及热带亚
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的凤仙花科（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温
带成分的科有１９科，包括北温带分布的松科（Ｐｉｎａ
ｃｅａｅ）、麻黄科（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小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牛儿苗科（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等。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的
三白草科（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五味子科（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
ａｅ）。旧世界温带分布的柽柳科（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川
续断科（Ｄｉｐｓａｃａｃｅａｅ），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的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和东亚分布的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３．２　属的区系成分分析

根据吴征镒院士的中国植物分布区类型划分方

法［７］，火龙沟种子植物属涵盖了全部的 １５个类型
（表５）。以温带分布的属占绝对优势（１６０属，占
５３％），温带分布中北温带分布为主（１０５属，占
３４８％）；东亚分布和世界分布相当，分别为 ４７属

（占１５６％）和４４属（１４６％）；再次为热带分布（３６
属，占１１９％），其他分布的属较少（表５）。

表５ 火龙沟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分布区类型 属数
占总属

数比例（％）
１．世界分布 ４４ １４．６
２．泛热带分布 １７ ５．６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０．３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３ １．０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２ ０．７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４ １．３
７．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９ ３．０

热带分布（小结） ３６ １１．９
８．北温带分布 １０５ ３４．８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１３ ４．３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２８ ９．３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１４ ４．６

温带分布（小结） １６０ ５３．０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７ ２．３
１３．中亚分布 ２ ０．７

中亚、泛地中海分布（小结） ９ ３．０
１４．东亚（东喜马拉雅－日本）分布 ４７ １５．６
１５．中国特有 ６ ２．０
合计 ３０２ １００

３．２．１　世界分布属
火龙沟种子植物中世界分布属共４４属，包含像

栎属（Ｑｕｅｒｃｕｓ）这样的落叶林乔木顶级树种，也包含
像蔷薇属（Ｒｏｓａ）、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悬钩子属（Ｒｕ
ｂｕｓ）、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等构成草本、灌木以及高
山草甸的优势物种。

３．２．２　热带分布属
热带分布区类型被细分为泛热带分布等６类，

其中泛热带分布属有黄细心属（Ｂｏｅｒｈａｖｉａ）、雾水葛
属（Ｐｏｕｚｏｌｚｉａ）、花椒属（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等。热带亚洲
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属有木姜子属（Ｌｉｔｓｅａ）。旧世
界热带分布属有冷水花属（Ｐｉｌｅａ）、凤仙花属（Ｉｍｐａ
ｔｉｅｎｓ）、黄金茅属（Ｅｕｌａｌｉａ）。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分布属有雀舌木属（Ｌｅｐｔｏｐｕｓ）、铜锤玉带属（Ｐｒａ
ｔｉａ）。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有蓝雪花属（Ｃｅｒ
ａｔｏｓｔｉｇｍａ）、香茶菜属（Ｒａｂｄｏｓｉａ）、芒属（Ｍｉｓｃａｎｔ
ｈｕｓ）、鸟足兰属（Ｓａｔｙｒｉｕｍ）等。热带亚洲分布属有
水麻属（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糯米团属（Ｇ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胡颓
子属（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等。热带成分属中热带亚洲至热
带美洲间断分布型和旧世界热带分布型两种分布区

类型植物属的起源古老，经过了漫长的地理演化。

３．２．３　温带分布属
温带分布属在火龙沟种子植物属种占有绝对的

优势，说明该区域的气候类型偏向于温带气候。温

带分布区类型被具体分为北温带分布型等７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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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其中属于北温带分布属的植物属占据了绝大部

分，其中既有冷杉属（Ａｂｉｅｓ）、落叶松属（Ｌａｒｉｘ）、松属
（Ｐｉｎｕｓ）、云杉属（Ｐｉｃｅａ）等高大裸子乔木植物，也包
含圆柏属（Ｓａｂｉｎａ）、桑属（Ｍｏｒｕｓ）、绣线菊属（Ｓｐｉｒａｅ
ａ）等灌木植物，还含有毛茛属（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虎耳草
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委陵菜属（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等草本植物，都
是组成各自植物群落的优势物种。东亚及北美间断

分布属有五味子属（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落新妇属（Ａｓｔｉｌ
ｂｅ）、延龄草属（Ｔｒｉｌｌｉｕｍ）等，旧世界温带分布属有芍
药属（Ｐａｅｏｎｉａ）、荞麦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水柏枝属
（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等，温带亚洲属有大黄属（Ｒｈｅｕｍ）、猕猴
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五加属（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等。地中海
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属有芸苔属（Ｂｒａｓｓｉｃａ）、雀儿豆
属（Ｃｈｅｓｎｅｙａ）、匹菊属（Ｐｙｒｅｔｈｒｕｍ）等。中亚分布属
有莸属（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角蒿属（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天名精属
（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等。东亚分布属有蕺菜属（Ｈｏｕｔｔｕｙｎ
ｉａ）、棣棠花属（Ｋｅｒｒｉａ）、猫乳属（Ｒｈａｍｎｅｌｌａ）等。东
亚分布属大多以我国西南地区为分布中心，单种属

众多，起源古老，孑遗种类较多。

３．２．４　中国特有分布属
在火龙沟保护区种子植物中共有中国特有属６

属，占该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２．０％。其分别是丛
菔属（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马蹄黄属（Ｓｐｅｎｃｅｒｉａ）、矮
泽芹属（Ｃｈａｍａｅｓｉｕｍ）、独叶草属（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星叶
草属（Ｃｉｒｃａｅａｓｔｅｒ）、箭竹属（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４　结语

通过对火龙沟保护区种子植物的区系组成和成

分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４．１　种子植物的区系成分复杂，类群丰富
火龙沟自然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 ８２科，３０２

属，６４９种，并且在属一级上，涵盖了吴征镒提出的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所提出的全部１５
个类型，这说明了火龙沟保护区拥有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复杂地质地貌环境，正是

这些条件造就了火龙沟保护区种子植物丰富的多样

性。

４．２　种子植物起源古老
火龙沟种子植物中少种科和少种属类型丰富，

少种科６４科，占总科数的７８．０％，少种属２７５属，
占总属数的９１．１％，存在着大量的单种科、单种属
以及中国特有属［８］，其中丰富的旧世界热带、东亚

及北美间断、旧世界温带地理成分，说明该区植物起

源古老［９］。

４．３　优势科属明显
火龙沟保护区种子植物虽然少种科、属众多，但

是还是具有明显的优势现象，有２０种以上的较大科
８科，８种以上的较大属９属。
４．４　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和过渡双重性

从科的层面看，火龙沟种子植物区系具有明显

的过渡性质，其中世界广布型占据了主导位置，说明

该区的植物区系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

而热带分布科与温带分布科大致相当的数量的说明

了该区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从属的层面上

来看，该区植物区系则有着鲜明的温带区系成分的

性质，温带成分属占绝对优势，又有相当的热带成

分，既与该区水平方向上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向温

带气候过渡有关，又与该区垂直方向上海拔落差大，

植被呈现出从亚热带到寒温带的分层分布格局［９］，

这与该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点相吻合。

４．５　特有现象突出、保护种丰富
火龙沟保护区植物区系有着丰富的特有现象，

特有现象既有古老孑遗，也有新生成分，说明该区的

植物区系在保留古老植物地理成分的同时处于一个

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保护区内还有着丰富

的国家保护植物，例如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独叶草

（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ｕｎｉｆｌｏｒａ）和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兰科（Ｏｒ
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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