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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大峡谷森林公园种子植物组成及其区系特征

林　勇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四川省旺苍大峡谷森林公园有种子植物１１２科４９８属９８０种，其中裸子植物５科１３属１８种，被子植物１０７
科４８５属９６２种；以少种科（７３科，占６５１８％）、单种属（２６８属，占５３８２％）为主。科的分布区类型共１１个，以热
带分布（４６科、占４１０７％）较多。属的分布区类型有１５个，以温带成分为（２８２属，占５６６３％）和热带成分（１５０
属，占３０１２％）为主，我国特有６０属（３８２％）。此外，还分布有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９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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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然条件概况

四川省旺苍大峡谷森林公园（下文简称大峡

谷）位于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北部，介于东经１０６°
１９′１５″～１０６°２５′４２″、北纬 ３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６′２５″之
间；东至盐井河采育场金童院、南至盐井河采育场陈

家口、西至盐河乡林区村唐家河、北至万家乡金星

村，总面积 ３１５４１８ｈｍ２。大峡谷山脉从北向南延
伸入境，大峡谷内地形复杂、峰峦林立，沟谷幽深，最

高海拔 ２２７０４ｍ（大光头山），最低海拔 １２３２ｍ
（老屋基），相对高差 １０３８４ｍ。

大峡谷地处米仓山南麓与四川盆地北部低山的

过渡地带，该地带属大巴山脉米仓山系，地理上属四



川盆地高丘、低山区向盆缘中山区过渡地带，为嘉陵

江上游支流盐井河的源头地区。大峡谷内土壤海拔

１３００ｍ以下为山地黄壤，海拔 １３００ｍ～２１００ｍ
为山地黄棕壤，海拔 ２１００ｍ以上为山地棕壤。大
峡谷所在区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垂

直气候明显，气温递减率为０６℃·１００ｍ－１。气温
年较差大，月较差小，年均气温１６２℃；年均日照
１３５２５２ｈ，全年日照率为３０％；年均降雨量 １１４２
ｍｍ，多集中于夏秋之间，雨热同季，冬春季容易发生
干旱，年均无霜期２６６ｄ。

大峡谷植物资源比较丰富，植物群落呈现不同

的区域特征，对保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性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１］。到目前为止，对大峡谷种子

植物区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尚未有详尽的研究。为

了查清四川省旺苍大峡谷森林公园内植物种类和植

被类型，于２０１３年８月和２０１４年８月对大峡谷进
行了“拟设立四川旺苍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植物专

项科学考察”。

２　研究方法

植物种类调查采用样线法，样线的设置采取典

型抽样法，在森林公园内沿等高线方向设置若干条

垂直于等高线、贯穿于不同生境的剖面。调查时２
－３人沿着样线观察前进，记录每一种植物的名称、
丰富度、海拔高度，对现场不能识别的物种进行拍照

和采集标本，带回室内作进一步鉴定。植被调查设

置的２０ｍ×２０ｍ乔木样地、５ｍ×５ｍ灌木调查样
方和１ｍ×１ｍ的草本调查样方中记录的物种作为
补充。在此基础上整理种子植物名录，并进行区系

分析。野生种子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根据李锡

文［２］、吴征镒［３～５］的方法进行划分。

３　种子植物组成与特征

３．１　种子植物组成
野外调查和相关资料查阅的结果表明，大峡谷

内共有种子植物９７２种（包括亚种），隶属于１１２科
４９８属（表１）；其中被子植物有９６２种（包括变种或
亚种），隶属于１０７科４８５属；裸子植物１８种，隶属
于５科１３属；由此可见，被子植物科属种数在大峡
谷种子植物中占绝对优势（分别占总体的９５５％、
９７４％和９８２％）。种子植物的科属种分别占四川
和全国种子植物科属种的 ５８６％、３３２％、１１５％

和３３２％、１５６％、３６％；裸子植物科属种占四川
和全国裸子植物科属种的 ５５６％、４８２％、２０６％
和５０％、３６１％、９２％；被子植物科属种占四川和
全国被子植物科属 ５８８％、３２９％、１１４％ 和
３２７％、１５３％、３６％（见表１）。

表１ 大峡谷种子植物组成特征

类别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大峡谷 ５ １３ １８ １０７ ４８５ ９６２
四川［１］ ９ ２７ ８８ １８２ １４７４ ８４５３
全国［２］ １０ ３６ １９５ ３２７ ３１６４ ２７０７３

占四川比例（％） ５５．６ ４８．２ ２０．６ ５８．８ ３２．９ １１．４
占全国比例（％） ５０．０ ３６．１ ９．２ ３２．７ １５．３ ３．６
注：这里的四川包括重庆市。

３．２　科和属的特征
参考邓洪平等［７］对泗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

科所含种大小的划分方法，对大峡谷种子植物科所

含种数的统计表明（见表２）：本区种子植物科所含
种的分布依次为单种科有１１科（占９７３％）、少种
科有 ７３科（占 ６４６％）、中等种科有 １７科（占
１５０４％）、多种科有１０科（占８８５％）、大种科仅２
科（占１７７％）。参考陈建民等［８］对黄龙自然保护

区种子植物属所含种大小的划分方法略作改变，对

大峡谷种子植物科所含属数的统计表明：本区种子

植物属所含种的分布为单属科有 ３５科 （占
３０９７％，）少属科有 ４９（占 ４３３６％）、中等属科有
２４科（占２１２４％）、大属科有５科（占４４３％）。参
考陈建民等［４］对黄龙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所含

种大小的划分方法略作改变，对大峡谷种子植物属

所含种数的统计表明：本区种子植物属所含种的分

布为单种属有２７０属（占５４％，）少种属有１９８属

表２ 大峡谷种子植物科／属的大小特征

级别
裸子
植物

被子
植物

合 计
百分比
（％）

科所
含种

单种科（１种） ０ １０ １０ ８．９３
少种科（２～９种） ５ ６８ ７３ ６５．１８

中等种科（１０～１９种） ０ １７ １７ １５．１８
多种科（２０～４９种） ０ １０ １０ ８．９３
大种科（＞５０种） ０ ２ ２ １．７９

科所
含属

单属科（１属） １ ３３ ３４ ３０．３６
少属科（２～４属） ３ ４６ ４９ ４３．７５
中等属科（５～１９属） １ ２３ ２４ ２１．４３
大属科（≥２０属） ０ ５ ５ ４．４６

属所
含种

单种属（１种） ８ ２６０ ２６８ ５３．８２
少种属（２～４种） ５ １９３ １９８ ３９．７６
中等属（５～１０种） ０ ２８ ２８ ５．６２
大种属（＞１０种） ０ ４ ４ ０．８０

注：表中“单种科”、“单属科”、“单种属”均为区域单种科、区域单属

科、区域单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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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３９６％）、中等属有２８属（占５６％）、大属有４
属（占０８％）。

由此可见，大峡谷种子植物以少种科、单种属和

少属科为主，大种科或多属科很少。所含种数超过

５０种的科有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５８种）和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７３种）。所含属数超过２０属（含２０属）
的科有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３７属）、豆科（３５属）、菊
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２８属）、蔷薇科（２３属）和兰科（Ｏｒ
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２２属）。属的大小则以单种属和少种属
为主，所含种数超过１０种的属有槭属（Ａｃｅｒ，１５种）、
栎属（Ｑｕｅｒｃｕｓ，１２种）、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１１种）和蔷
薇属 （Ｒｏｓａ，１１种）

４　种子植物区系特征

４．１　科的区系成分分析
吴征镒将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划分成１８

个不同的分布区类型，其中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

区被划分成１５个分布区类型［４］，大峡谷种子植物科

的分布区类型涵盖了其中的 １１个（见表３）。以热
带成分的科为主（共有４６科，占４１０７％），其中泛
热带分布的科最多（３５科、占 ３１２５％），包括薯蓣
科（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山矾科（Ｓｙｍｐｌｏ
ｃａｃｅａｅ）、鸢尾科（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椴树科（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等。
其次为世界分布的科（３４科、占 ３０３６％），包括兰
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和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等。再次为温带成分的科（３２
科，占２８５７％），温带分布中以北温带分布（２３科、
占２０４％）为主，其他成分很少；北温带分布的科包

表３ 大峡谷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类型 科数 比例（％）
分布类型 科数 比例（％）
１．世界分布 ３４ ３０．３６
２．泛热带 ３５ ３１．２５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６ ５．３６
４．旧世界热带 ２ １．７９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１ ０．８９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１ ０．８９
７．热带亚洲 １ ０．８９
８．北温带 ２３ ２０．５４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 ２ １．７９
１０．旧世界温带 １ ０．８９
１４．东亚分布 ６ ５．３６
合 计 １１２ １００

括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忍冬科（Ｃａ
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杉科（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
ａｅ）、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小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和马桑科（Ｃｏｒｉａｒｉａｃｅａｅ）等。没有温带亚洲，地中海
区、西亚至中亚、中亚，以及中国特有等４种分布的
科。

４．２　属的区系成分分析
根据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

分方法［３］，大峡谷种子植物属涵盖了全部的 １５个
分布区类型（见表４）。总体上看，大峡谷种子植物
区系成分混杂：温带成分为２１６属最多（占总属数
的４３２％），其次是热带成分（１５０属，占３０％），东
亚成分（６０属）、世界分布（４７属）和中国特有（２０
属）的属分别占１２％、９４和４％，中亚和泛地中海
成分的属较少（仅７属，占１４％）。这充分体现了
大峡谷森林公园所在区域的过渡特征：以温带成分

所占比重较大，又有一定的热带性质。

表４ 大峡谷植物区系成分组成

分布区类型 属数
占总属数
（％） 种数

总种数
（％）

１．世界分布 ４７ ９．４４ １３０ １３．２７
２．泛热带分布 ７４ １４．８６ １４４ １４．６９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６ １．２０ １３ １．３３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２２ ４．４２ ３６ ３．６７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１３ ２．６１ ２４ ２．４５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１２ ２．４１ １６ １．６３
７．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２３ ４．６２ ３５ ３．５７
８．北温带分布 １３４ ２６．９１ ３２９ ３３．５７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３８ ７．６３ ６４ ６．５３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３４ ６．８３ ５７ ５．８２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１０ ２．０１ １４ １．４３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５ １．００ ５ ０．５１
１３．中亚分布 １ ０．２０ １ ０．１０
１４．东亚（东喜马拉雅－日本）分布 ６０ １２．０５ ８９ ９．０８
１５．中国特有 １９ ３．８２ ２３ ２．３５
合计 ４９８ １００ ９８０ １００

４．２．１　世界分布
大峡谷种子植物中世界分布属共４７属１３０种，

分别占总数的９４４％和１３２７％。以蓼属、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毛莨属（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和繁缕属（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等草本常见，也有灌木属如鼠李属（Ｒｈａｍｎｕｓ）和悬
钩子属（Ｒｕｂｕｓ）以及乔木的槐属（Ｓｏｐｈｏｒａ）和藤本的
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４．２．２　热带分布

热带分布区类型被细分为泛热带分布等６类，
共１５０属２６８种（占总属数的３０１２％和总种数的
２７３５％）。以泛热带分布属（７４属１４４种，占总属
的１４８％总种数的１４６６％。）为主，包括虾脊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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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ａｎｔｈｅ）、金粟兰属（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冬青属（Ｉｌｅｘ）
和菝葜属（Ｓｍｉｌａｘ）等。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
布属有木姜子属（Ｌｉｔｓｅａ）和柃木属（Ｅｕｒｙａ）等。旧世
界热带分布属有合欢属（Ａｌｂｉｚｉａ）和楝属（Ｍｅｌｉａ）等。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有臭椿属（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和天麻属（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等。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属有芒属（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和南山藤属（Ｄｒｅｇｅａ）等。热
带亚洲分布属有山胡椒属（Ｌｉｎｄｅｒａ）和青冈属（Ｃｙ
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等。热带成分属中热带亚洲至热带美
洲间断分布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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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３　温带分布
温带分布属在大峡谷种子植物属中占有较大优

势（２８２属 ５５９种，分别占总数的 ５６６３％ 和
５７０４％），说明该区域的气候类型偏向于温带气
候。其中属于北温带分布属的植物属占据了绝大部

分（１３４属 ３２９种，占总属的 ２６９１％和总物种的
３３５７％），其中既有槭属 （Ａｃｅｒ）、松属（Ｐｉｎｕｓ）和杨
属（Ｐｏｐｕｌｕｓ）等乔木植物，也有茶子属（Ｒｉｂｅｓ）、荚
&

属（Ｖｉｂｕｒｎｕｍ）等灌木植物，景天属（Ｓｅｄｕｍ）和南
星属（Ａｒｉｓａｅｍａ）等草本也常见。东亚及北美间断分
布属有绣球属（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和胡枝子属（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等。旧世界温带分布属有沙参属（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和筋
骨草属（Ａｊｕｇａ）等。温带亚洲分布属有杭子梢属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和刺儿菜属（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ｏｐｌｏｓ）等。此
分布类型中有大量的资源植物，如材用的栎树、杨

树，观赏的槭树，药用的沙参等。

４．２．４　中国特有
中国特有分布的属的大峡谷内有 １９属

（３８２％）２３种（２３５％）。常见的有箭竹属（Ｆａｒｇｅ
ｓｉａ）、藤山柳属（Ｃｌｅｍａｔｏｃｌｅｔｒａ）、华蟹甲属（Ｓｉｎａｃａ
ｌｉａ）、巴山木竹属（Ｂａｓｈａｎｉａ）和杉木属（Ｃｕｎｎｉｎｇ
ｈａｍｉａ）等。

５　结语

通过对大峡谷种子植物的区系组成和成分的分

析，大峡谷森林公园种子植物区系特征如下：

５．１　种子植物丰富
大峡谷共有种子植物１１２科，４９８属，９８０种，远

高于位于同纬度、川西北的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有７８科２６４属５３７种３０变种５亚种（裸子植物５

科１１属２０种２变种）［９］。与低纬度广东大稠顶省
级自然保护区的种子植物（１３３科，５１３属，１０２１
种）相当［１０］，但明显高于高纬度黑龙江丰林自然保

护区种子植物（７６科，２７５属，５６０种）［１］。原因是大
峡谷森林公园处于四川盆地北部低山的过渡地带，

相对高差较大，生境类型多样所致。

５．２　种子植物起源古老
大峡谷有较多旧世界热带、热带亚洲至热带大

洋洲、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热带亚洲、东亚及北美

间断、旧世界温带等多种地理成分。此外，大峡谷还

有很多形态上原始的类型，连香树科的连香树属

（Ｃｅｒｃｉｄｉｐｈｙｌｌｕｍ）、昆栏树科（Ｔｒｏｃｈｏｄｅｎｄｒａｃｅａｅ）的领
春木属（Ｅｕｐｔｅｌｅａ）、毛莨科的毛莨属、乌头属（Ａｃｏｎｉ
ｔｕｍ）、铁线莲属等。这都说明大峡谷种子植物起源
古老［１１］。

５．３　植物区系成分复杂、过渡性明显
大峡谷种子植物区系涵盖了吴征镒世界种子植

物科１８个分布类型中的（中国仅１５个）的１１个，大
峡谷拥有中国种子植物属１５个分布区类型的所有
类型。从科的层面看，大峡谷种子植物区系以热带

分布和世界广布为主，也有较多的温带成分；具有多

种过渡分布的科。这说明本区植物区系与世界其他

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从属的层面上看，温带成分属占本区的较大优势，热

带成分占据一定比例，有一定的过渡性质的分布；这

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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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植

被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布格局［８］，也与该区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点相吻合。

５．４　特有现象突出、珍稀物种丰富
大峡谷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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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峡谷内还有着丰富的

国家保护植物：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南方红豆杉（Ｔ．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ｖａｒ．ｍａｉｒｅｉ）和独
叶草（Ｋｉｎｇｄｏｎｉａｕｎｉｌｏｒａ），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巴山
榧（Ｔｏｒｒｅｙａｆａｒｇｅｓｉｉ）、连香树（Ｃ．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水青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樟树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
ｒａ）、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ｈｅｎｒｙｉ）和红椿（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属于 ＣＩＴＥＳ附录中Ⅱ级保护的物种有 ４２
种，全是兰科植物。 （下转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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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８６％，蜀柏毒蛾、云南松毛虫分布广且连年有
成灾的隐患。其次是马尾松优势树种资源约占

８％，除当地云南松毛虫危害外，周边县区已发生的
松材线虫病也是其最大的安全隐患。

２．４．２　森林火灾隐患增大
剑阁县的气候表现为“冬干 ＋春旱 ＋夏旱”。

每年入冬后自１０月起直到次年５月底雨水来临之
前，这期间短则１３０ｄ、长则超过１７０ｄ无雨水，属极
干旱时间。森林厚集枯草落叶，在面临人们活动时，

特别是春节、清明节以及５月份农事生产的高频野
外用火时间接点，极易引起森林火灾。

３　建议

３．１　加强林分改造
依退化程度不同，应分别采取卫生伐、透光伐、

择伐、抚育改造、林下补植等，引入阔叶树种，构建多

树种组成、多物种配置的结构复杂、层次多样性的森

林，提高其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风险。

３．２　加强病虫害防治
剑阁县蜀柏毒蛾、云南松毛虫分布广且连年有

成灾的隐患，应加强监测、预报，并及时综合防治，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

３．３　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重点教育人们用火安全意识，加强用火不慎、电

线老化、隐患排查整改，千方百计减少或遏制森林火

灾，特别是防止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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