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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Ξ

袁秉和, 李登武, 李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采用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的方法, 对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 保护区植物种类比较丰富, 大科、大属占有重要地位, 保护区有野生种子植物 1 131 种 (含种下等级) , 隶属于

109 科 453 属, 其中裸子植物 4 科 9 属 13 种, 被子植物 105 科 444 属 1 118 种; 地理成分复杂多样, 具有明显的温带

性质; 区系具有一定的古老性; 区系联系广泛, 是多种区系成分的汇集、混杂和过渡。进一步分析表明, 本区是秦岭

种子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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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flo ra d iversity of the seed p lan ts in L aox iancheng N atu re R eserve, Shaanx i, Zhouzh iw as

exp lo red. T he m ajo r resu lts of the flo ra are as fo llow s: Species are comparat ively rich; there are 1 131

species ( including infraspecif ic taxon) of seed p lan ts belonging to 109 fam ilies and 453 genera in no rthw est

ch ina. Among them , there are 13 species belonging to 9 genera, 4 fam ilies in gym no sperm. 1 118 species be2
long to 444 genera and 105 fam ilies in angio sperm. In tho se p lan ts, the b ig fam ilies and the b ig genera p lay

impo rtan t ro les; the geograph ica l elem en ts of the flo ra are comparat ively comp lex, and the genera of tem 2
pera te are the dom inan t area l types, the flo ra is ancien t in o rig in. T he flo ra has w idely rela te to o ther area,

and the flo ra is the crisscro ssing and assem b ling, m ix ing and tran sit ion of d iversif ied flo rist ic elem en ts.

T hese analysis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 is reg ion is an impo rtan t compo sit ion of Q in ling M oun ta in p lan t f lo2
ra.

Key words: L aox iancheng N atu re R eserve of Zhouzh i Coun ty; seed p lan t; f lo ra; geograph ica l elem en t;

d iversity

　　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大熊猫为

主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老县城地

处秦岭中段南坡氵胥水河上游, 东与周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相连, 南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 西与

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 北接太白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总面积 12 611 hm 2。该保护区将周至、佛

坪、长青、太白山、黄柏塬等几个岛屿化的大熊猫栖

息地连成一片, 对整个秦岭大熊猫的基因交流和种

群复壮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 对该保护区的生

物多样性系统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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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214 ]对秦岭中段南坡的植物多样性进行了一些研

究, 但对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

系统研究尚未见报道。2003208～ 2004205, 中科院动

物研究所、成都应用生物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和陕西太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了本区的

综合考察工作, 作者结合此次考察, 在前人工作的基

础上, 对该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调研, 旨在为秦岭大熊猫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利用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陕 西 周 至 老 县 城 自 然 保 护 区 位 于 东 经

107°40′～ 107°49′, 北纬 33°43′～ 33°57′, 属暖温带季

风气候区, 受山地小气候的影响, 夏季短而凉爽, 冬

季长而严寒, 秋季低温多雨。年均气温 10 ℃, 最高气

温29. 7 ℃, 最低气温- 19. 7 ℃; 年降雨量 980 mm ,

多集中在 7～ 9 月, 无霜期 120 d。区内植被垂直分布

明显, 自下而上依次分布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温性

针阔混交林、温性针叶林、寒温性针叶林、亚高山灌

丛和草甸, 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3%。地势东高西低,

最低海拔 1 524 m (本区的青龙寨) , 最高海拔

2 904 m (光头山) , 相对高差 1 380 m。土壤自下而

上依次为山地棕壤、山地暗棕壤、山地草甸土。

2　研究方法

以现有对秦岭中段南坡种子植物区系的研究资

料为基础, 对本区主要区域植物采用样方和线路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和标本采集, 并对标本进行鉴

定, 建立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名录,

在此基础上, 对科、属、种进行统计。对大、中、小科和

属、特有属以及植物区系成分的确定, 主要参考了吴

征镒和王荷生的观点[15216 ]。

3　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
系的组成

　　据调查统计, 现知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有种

子植物 112 科 468 属 1 158 种 (含种下类群, 下同) ,

其中野生种子植物 109 科 453 属 1 131 种。在野生

种子植物中有裸子植物 4 科 9 属 13 种; 被子植物

105 科 444 属 1 118 种, 被子植物中有双子叶植物

96 科 380 属 968 种, 单子叶植物 9 科 64 属 150 种。

3. 1　种子植物科的组成

3. 1. 1　科内属的组成　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

子植物各科内所含属数的情况差异较大 (表 1) , 含 6

属以上的科有 19 个, 仅占总科数的 17. 4% , 但其所

含属数高达 282 个, 占总属数的 62. 2% , 在该区的

种子植物区系中占有主导地位, 如菊科Compo sitae

(43 属)、禾本科 Gram ineae ( 28 属)、百合科 L ili2
aceae (23 属)、蔷薇科Ro saceae (20 属)、毛茛科R a2
nuncu laceae (18 属)、伞形科Um belliferae (18 属)、

唇形科L ab ia tae (18 属)、兰科O rch idaceae (18 属)、

豆科L egum ino sae (15 属)、玄参科 Scrophu lariaceae

(11 属)、石竹科Caryophyllaceae (11 属)、虎耳草科

Sax ifragaceae (10 属) 及十字花科C ruciferae (10 属)

等。含 9 属的科有荨麻科 (U rt icaceae) , 含 6 属的科

有龙胆科 (Gen t ianaceae)、罂粟科 (Papaveraceae)、

小檗科 (Berberidaceae)、蓼科 (Po lygonaceae) 及紫

草科 (Bo raginaceae)等。含 2～ 5 属的科有 47 个, 占

总科数的 43. 1% , 这些科含 128 属, 占总属数的

28. 3% , 在该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中也发挥着一定

的作用。含 1 属的科有 43 个, 占总科数的 39. 5% ,

仅占总属数的 9. 5% , 在该区种子植物区系中不占

重要地位。

表 1　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内属的组成

T able 1　Genera compo sit ion of fam ilies of seed p lan ts in L aox iancheng N ature R eserve in Zhouzh i coun ty, Shaanx i

科内含属数
N o. of genera

in a fam ily

科数
N o. of
fam ilies

占总科数的比例ö%
P ropo rtion in to tal

fam ilies

属数
N o. of
genera

占总属数的比例ö%
P ropo rtion in to tal

genera

≥10 13 11. 9 243 53. 6

6～ 9 6 5. 5 39 8. 6

2～ 5 47 43. 1 128 28. 3

1 43 39. 5 43 9. 5

合计 To tal 109 100 453 100

3. 1. 2　科内种的组成　科内种的组成与科内属的

组成大致类似。由表 2 可知, 含种数较多的科有 15

个, 占总科数的 13. 7% , 但所含种数高达 626 种, 占

总种数的 55. 4% , 在本区种子植物区系中明显居于

主导地位, 其依次为菊科 (108 种)、蔷薇科 (78 种)、

毛茛科 (56 种)、禾本科 (49 种)、百合科 (46 种)、忍

冬科 (33 种)、伞形科 (39 种)、豆科 (32 种)、虎耳草

科 (30 种)、唇形科 (29 种)、莎草科 (28 种)、玄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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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种)、石竹科 (26 种)、兰科 (25 种) 和杨柳科 (20

种) ; 含 10～ 19 种的科有 16 个, 占总科数的14. 7% ,

共含 238 种, 占总种数的 21. 0% , 在该保护区种子

植物区系中仍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种数在 10 种

以下的科数高达 78 科, 占总科数的 71. 6% , 但含种

数仅有 267 种, 占总种数的 23. 6%。
表 2　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科、属内种的组成

T able 2　Species compo sit ion of fam ilies and genera of seed p lan ts in

L aox iancheng N ature R eserve in Zhouzh i County, Shaanx i

科内含种数
N o. of
species

in a fam ily

科数
N o. of
fam ilies

占总科数
比例ö%

% in to tal
fam ilies

种数
N o. of
species

占总种数
比例ö%

% in to tal
species

属内含种数
N o. of
species

in a genera

属数
N o. of
genera

占总属数
比例ö%

% in to tal
genera

种数
N o. of
species

占总种数
比例ö%

% in to tal
species

≥30 9 8. 2 471 41. 7 ≥10 11 2. 4 155 13. 7

20～ 29 6 5. 5 155 13. 7 5～ 9 51 11. 3 328 29. 0

10～ 19 16 14. 7 238 21. 0 2～ 4 156 34. 4 413 36. 5

2～ 9 52 47. 7 241 21. 3 1 235 51. 9 235 20. 8

1 26 23. 9 26 2. 3 合计 To tal 453 100 1 131 100

合计 To tal 109 100 1 131 100

3. 2　种子植物属的组成

属内种的组成与科内种的组成情况大致类似,

即较少的属含有较多的种, 而绝大多数属却含有较

少的种 (表 2)。含 10 种以上的属有 11 个, 即苔草属

Ca rex (23 种)、槭属A cer (17 种)、忍冬属 L on icera

( 19 种)、柳属 S a lix (14 种)、蓼属 P oly g onum (14

种)、风毛菊属 S aussu rea (14 种)、灯心草属 J uncus

(10 种)、卫矛属 E uonym us (12 种)、杜鹃属 R hod o2
d end ron (12 种)、蔷薇属 R osa (10 种) 和绣线菊属

S p iraea (10 种) , 占总属数的 2. 4% , 这些属含有 155

种, 占总种数的 13. 7%。含 2～ 9 种的属有 207 个,

如含 9 种的有栎 (Q uercus)、小檗 (B erberis)、悬钩子

(R ubus)、唐松草 (T ha lictrum )、景天 (S ed um ) 和马

先 蒿 ( P ed icu la ris ) 等 属; 含 8 种 的 有 荚 艹
迷

(V ibu rnum )、委陵菜 (P oten tila )、铁线莲 (C lem a tis)

和堇菜 (V iola ) 等属; 含 7 种的有李 (P runus)、五加

( A can thop anax )、白 蜡 树 ( F rax inus )、葱 蒜

(A llium )、乌头 (A con itum )、银莲花 (A nem one)、碎

米 荠 ( Ca rd am ine )、婆 婆 纳 (V eron ica )、香 青

(A nap ha lis)和蟹甲草 (Caca lia)等属, 这些属占总属

数的 45. 7% , 共含 741 种, 占总种数的 65. 5% , 在该

区系中明显占据着重要地位。含 1 种的属有 235 个,

占总属数的 51. 9% , 但仅占总种数的 20. 8% , 在该

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中也占有一定的重要性。

据统计, 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分布的世界单

种属 (不含我国特有属 ) 有 20 个, 如 显 子 草

P haenosp erm a、吉祥草R eineckea、蕺菜H ou ttuy n ia、

艾 麻 S cep trocn id e、狗 筋 蔓 Cucuba lus、鹅 肠 菜

M a lach ium、水青树 T etracen tron、星叶草 C ircaeast2
er、长果升麻 S ou liea、连香树 Cercid ip hy llum、桃儿

七 S inop od op hy llum、白屈菜 Chelid on ium、棣棠花

K erria、刺楸 K a lop anax、汉防已 S inom en ium、鞭打

绣球 H em ip h ragm a 和泥胡菜 H em istep ta 等属, 这

些属中既有分类地位较为孤立、起源古老的属, 也有

少数新近分化出来的属。就其习性来看, 以草本为

主; 就其地理成分而言, 东亚成分及其变型占绝对优

势, 占世界单种属总属数的 70. 0% , 这些单种属在

本区种子植物区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4　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属的分布区
类型及其分析

　　根据吴征镒先生[16 ]的分布区类型划分方案, 对

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野生种子植物 453 属进行对

比研究, 共划分出 15 个类型 (表 3)。

4. 1　热带分布 (2～ 7 类)

泛热带分布类型在保护区有 35 属, 占我国同类

型属的 9. 7% , 占本区总属数 (不包括世界分布属,

下同)的 8. 7% , 占热带分布属数的 60. 3%。显然, 泛

热带分布属是分布于该保护区热带分布类型中的主

要成分。在这 35 属中, 无单、少种属, 其在该区大都

是含有 1～ 5 种的小属, 部分属主要为泛热带到亚热

带分布, 进而扩展到温带地区的属, 前者如野茉莉

(S ty rax )、山矾 (S ym p locos) 等属, 后者如 3 个在我

国含 100 种以上的大属, 即冬青属 ( I lex )、卫矛属

(E uonym us)和凤仙花属 ( Im p a tiens) , 如全世界卫矛

属共有 170 种, 其中我国有 120 种, 保护区产 12 种,

多为灌木或小乔木, 是北亚热带至温带森林或灌丛

中的常见植物。此外, 主要的灌木和藤本植物有醉鱼

草 (B ud d leja)、南蛇藤 (Celastrus)、黄杨 (B ux us) 等

属。另外, 分布到本区的泛热带属的另一个特点是绝

大部分是草本, 如狼尾草 ( P enn isetum )、鸭跖草

(Com m elina )、薯蓣 (D ioscorea )、金粟兰 (Ch lor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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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螫麻 (L ap ortea )、苎麻 (B oehm eria )、马兜铃

(A ristoloch ia)、大戟 (E up horbia)等属是本区常见的

草本植物。

表 3　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T able 3　A real types of seed p lan ts genera in L aox iancheng N ature R eserve in Zhouzh i County, Shaanx i

分布区
类型代码

A real
types

全国属数
Genera

of Ch ina

保护区属数
N o. of
genera

占全国同类型
属数比例ö%

% in sam e
types,
genera

of Ch ina

占保护区
总属数

比例3 ö%
% in to tal

genera
of L XC
N. R.

分布区
类型代码

A real
types

全国属数
Genera

of Ch ina

保护区属数
N o. of
genera

占全国同类型
属数比例ö%

% in sam e
types,
genera

of Ch ina

占保护区
总属数

比例3 ö%
% in to tal

genera
of L XC
N. R.

1 104 49 47. 1 - 9 124 42 33. 9 10. 4

2 362 35 9. 7 8. 7 10 164 52 31. 7 12. 9

3 62 3 4. 8 0. 7 11 55 9 16. 4 2. 2

4 177 6 3. 4 1. 5 12 171 3 1. 8 0. 7

5 148 2 1. 4 0. 5 13 116 3 2. 6 0. 7

6 164 4 2. 4 1. 0 14 299 69 23. 1 17. 1

7 611 8 1. 3 2. 0 15 257 12 4. 7 3. 0

8 302 156 51. 7 38. 6 合计 To tal 3 116 453 100. 0

　　注: 1. 世界分布; 2. 泛热带分布;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6. 热带亚洲至热带

非洲分布; 7. 热带亚洲分布; 8. 北温带分布; 9.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11. 温带亚洲分布;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13. 中亚分布; 14. 东亚分布; 15. 中国特有分布; 3 . 未包括世界分布。

N o te: 1. Co smopo litan; 2. Pan trop ic; 3. T rop. A sia & T rop. Am er. d isjuncted; 4. O ld W o rld T rop. ; 5. T rop. A sia to T rop. O cean ia; 6. T rop.

A sia to T rop. A frica; 7. T rop. A sia; 8. N o rth T emp. ; 9. E. A sia & N. Am er. disjuncted; 10. O ld W o rld T emp. ; 11. T emp. A sia; 12. M editerranea,

W. A sia to C. A sia; 13. C. A sia; 14. E. A sia; 15. Endem ic to Ch ina; 3 . T he percen tage does no t take the co smopo litan areal type.

4. 2　温带分布 (8～ 14 类)

(1)北温带分布。这一类型及变型在保护区有

156 属, 占我国同类型属数的 51. 7% , 占保护区总属

数的 38. 6% , 是保护区植物区系中的主要地理成

分。

典型的北温带分布型有 123 属, 包括了大部分

北温带典型的含乔木和灌木的属。含乔木的属如阔

叶树有桦木 (B etu la )、鹅耳枥 (Ca rp inus)、栎 (Q uer2
cus )、榆 (U lm us )、杨 (P op u lus )、柳 (S a lix )、胡桃
(J ug lans)、槭 (A cer)、椴 (T ilia )、桑 (M orus)、花楸

(S orbus)、苹果 (M a lus)、白蜡 (F rax inus)、盐肤木
(R hus) 等属, 针叶树有冷杉 (A bies)、云杉 (P icea )、

落叶松 (L a rix )、松 (P inus) 和圆柏 (S abina ) 等属, 这

些属中的种大多是构成本区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

及高山灌丛的主要成分, 其中多数种是本区森林植

被 的建群种或优势种。含灌木的属有忍冬

(L on icera)、绣线菊 (S p iraea )、小檗 (B erberis)、蔷薇
(R osa )、茶　子 R ibes)、荚艹

迷 (V ibu rnum ) 和木旬子
(Cotoneaster) 等属, 是构成植物群落下木层的主要

成分, 有些为本区落叶灌丛的主要成分。

草本属更是丰富多样, 许多属是林下或高山草

甸 的 优 势 植 物 或 建 群 植 物, 如 野 古 草

(A rund inella )、短柄草 (B rachyp od ium )、野青茅
(D ey eux ia )、羊茅 (F estuca )、嵩草 (K obresia )、葱蒜
(A llium )、芍药 (P aeon ia)、耧斗菜 (A qu ileg ia )、升麻

(C im icif ug a )、乌头 (A con itum )、翠雀花 (D elp h in i2
um )、绿绒蒿 (M econop sis)、紫堇 (Cory d a lis)、龙牙草

( A g rim on ia )、假 升 麻 ( A runcus )、委 陵 菜
(P oten tila )、鹿蹄草 (Py rola )、点地梅 (A nd rosace)、

报春花 (P rim u la )、琉璃草 (Cy nog lossum )、风轮菜
(C linop od ium )、夏枯草 (P runella )、马先蒿 (P ed icu2
la ris )、蒿 (A rtem isia)、紫菀 (A ster) 和风毛菊 (S aus2
su rea)等属。

(2)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这一类型是间断分

布于东亚和北美洲温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属。这一类

型及其变型在保护区有 42 属, 占我国同类型属的

33. 9% , 占保护区总属数的 10. 4%。属于本类型典

型分布的有 41 属, 隶属 28 科, 其中 2 属以上的有百

合科 (5 属)、豆科 (4 属)、小檗科和虎耳草科 (各 3

属)及禾本科、五加科和葡萄科 (各 2 属)。无单种属,

少种属 9 个, 占本类型总属数的 22. 0% , 表明本成

分的古老性。

该类型主要的乔木属有铁杉 ( T sug a )、香槐
( C lad rastis )、 梓 树 ( Ca ta lp a )、 漆 树
(T ox icod end ron )、木忽木 (A ra lia )、流苏树 (Ch ionan2
thus )、十大功劳 (M ahon ia ) 等属; 灌木属有米面翁

(B uck ley a )、八 仙 花 ( H y d rang ea )、珍 珠 梅
(S orba ria )、山蚂蝗 (D esm od ium )、胡枝子 (L es2
p ed ez a )、三 角 咪 ( P achy sand ra )、勾 儿 茶
(B erchem ia) 和南烛 (L y on ia) 等属, 藤本植物有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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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S ch isand ra )、蛇 葡 萄 (A m p elop sis )、爬 山 虎

( P a rthenocissus) 和络石 (T rachelosp erm um ) 等属;

草本属有猬草 (A sp erella)、乱子草 (M uh lenberg ia )、

菖蒲 (A corus)、肺筋草 (A letris)、七筋菇 (C lin ton ia )、

鹿药 (Sm ilacina)、宝铎草 (D isp orum )、延龄草 (T ril2
lium )、金线草 (A n tenoron)、红毛七 (Cau lop hy llum )、

红升麻 (A stilbe )、两型豆 (A m p h ica rp aea )、人参

( P anax )、 香 根 芹 ( O sm orh iz a )、 松 下 兰

(H yp op ity s )、腹 水 草 (V eron icastrum )、透 骨 草

( P h rym a )、莛子　 (T riosteum ) 及蟹甲草 (Caca lia )

等属。

本区区系成分有不少属是古老类群的代表, 如

透骨草属、五味子属、延龄草属、八仙花属和铁杉属

等。有些属与北美东部呈现出很有意义的间断分布

现象, 如米面翁属有 3 种, 1 种产北美, 另 2 种产我

国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甘肃、陕西, 本区有

米面翁 (B uck ley a hen ry i) 1 种; 小檗科红毛七属有 2

种, 北美产 Cau lop hy llum tha lictoi 1 种, 红毛七

(C. robustum ) 在日本有分布,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

北地区及浙江、安徽、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 本

区也有分布; 山荷叶属 3 种, 1 种 (D ip hy lleia

cym osa ) 产北美, 我国产 2 种, 分布于湖北、四川、云

南、陕西、甘肃等省, 本区产中华山荷叶 (D. sinensis)

1 种。其他如金罂粟属、黄水枝属等也有类似现象。

显然本区与东亚和北美东部之间在区系上有一定的

联系, 还特别反映出这些地区间在温带性区系上的

渊源关系。

(3)旧世界温带分布。这一类型及其变型在保护

区有 52 属, 占我国同类型属的 31. 7% , 占保护区总

属数的 12. 9% , 本类型典型分布有 38 属, 隶属 17

科, 6 个单种属, 无少种属, 主要有鹅肠菜 (M a lach i2
um )、狗筋蔓 (Cucuba lus)、白屈菜 (Chelid on ium )、假

报春 (Cortusa)和水棘针属 (A m ethy stea)。本分布类

型草本属居多, 木本属贫乏, 主要的木本属有瑞香属

(D ap hne)和丁香属 (S y ring a) , 其余全为草本属。

在本区植物区系中, 有不少属的近代分布中心

在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 如石竹 (D ian thus)、筋骨

草 (A jug a )、糙苏 (P h lom is)、飞廉 (Ca rd uus) 和麻花

头 (S erra tu la) 等属; 有些属延至北非或热带非洲山

地, 前 者 如 野 芝 麻 属 (L am ium )、草 木 樨 属

(M elilotus) , 后者如川续断属 (D ip sacus) ; 另有一些

属主要分布于温带亚洲或东亚, 如重楼 (P a ris)、角

盘 兰 ( H erm in ium )、瑞 香 ( D ap hne )、香 薷

(E lsholtz ia )和菊 (D end ran them a)等属。

分布于本区的典型欧亚温带分布属主要有鹅观

草 (R oeg neria )、美花草 (Ca llian them um )、羊角芹

(A eg op od ium )、峨参 (A n th riscus)、岩风 (L ibanotis)

和橐吾 (L ig u la ria )等属。

(4)东亚分布。保护区属于东亚分布类型及其变

型的共有 69 属, 占我国同类型属数的 23. 1% , 占保

护区总属数的 17. 1% , 仅次于北温带的属数而居保

护区区系成分的第二位, 在保护区植物区系中占有

重要地位。其中单、少种属较多, 共有 34 属, 占该类

型及其变型总属数的 49. 3% , 其主要是第三纪古热

带区系的残遗或后裔, 而且温带、亚热带植物较多,

显示出东亚植物区系的固有特征。

本类型典型的东亚分布有 29 属, 占保护区东亚

分布总属数的 42. 0% , 主要有麦冬属 (L iriop e)、沿

阶草 (Op h iop og on)、油点草 (T ricy rtis)、吉祥草 (R ei2
neckea )、无柱兰 (A m itostigm a)、蕺菜 (H ou ttuy n ia)、

溲 疏 (D eu tz ia )、绣 线 梅 (N eillia )、猕 猴 桃

(A ctin id ia )、五加 (A can thop anax )、四照花 (D en2
d roben tham ia )、青 荚 叶 ( H elw ing ia )、败 酱

(P a trin ia)、党参 (Cod onop sis)、兔耳风 (A insliaea )、

东风菜 (D oelling eria)、泥胡菜 (H em istep ta)、狗娃花

(H eterop app us )、帚 菊 ( P erty a )、斑 种 草 (B oth2
riosp erm um ) 以 及 东 亚 特 有 科 中 的 三 尖 杉

(Cep ha lotax us )、领 春 木 ( E up telea ) 和 旌 节 花

(S tachy u rus)等属。

与本类型相近的有以下 2 个变型:

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变型: 本变型保护区有 24

属, 占中国同类型属的 17. 0% , 占保护区总属数的

5. 9 % , 占本区东亚分布型的 34. 8% , 其中单种属和

寡种属有 13 个, 占该变型总数的 54. 2% , 主要有华

桔竹 ( F a rg esia )、射干 (B elam cand a )、单叶升麻

(B eesia )、星叶草 (C ircaeaster)、水青树 (T etracen2
tron )、长果升麻 (S ou liea)、猫儿屎 (D eca isnea)、桃儿

七 (S inop od op hy llum )、假稠李 (M ad d en ia ) 和兔儿

伞 (S y neilesis) 等属, 其中星叶草属和水青树属归东

亚特有单种科, 猫儿屎属是木通科的最原始属, 分布

于喜马拉雅至秦岭及长江上、中游, 在保护区海拔

1 500～ 1 600 m 有分布。多种属主要有箭竹

(S ina rund ina ria )、开 口 箭 ( T up istra )、人 字 果

(D ichoca rp us)、牛姆瓜 (H olboellia )、黄花木 (P ip 2
tan thus)、葛藤 (P uera ria)、囊瓣芹 (P ternop eta lum )、

东俄芹 (T ong oloa)和吊石苣苔 (L y sionotus)等属。

中国- 日本分布变型: 本变型保护区有 16 属,

占我国同类型属的 18. 8% , 占保护区总属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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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占本区东亚分布型的 23. 2% , 其中单种属和

寡种属有 9 个, 占该变型总数的 52. 94% , 主要有连

香树 (Cercid ip hy llum )、显子草 (P haenosp erm a )、艾

麻 (S cep trocn id e)、汉防已 (S inom en ium )、棣棠花

(K erria )、杜鹃兰 (C rem astra )、木通 (A kebia )、博落

回 (M acleay a )、荷青花 (H y lm econ )、鸡眼草 (K um 2
m erow ia)、刺儿菜 (Cep ha lanop los) 等属。多种属主

要有半夏 ( P inellia )、枫杨 ( P teroca ry a )、索骨丹

(R od g ersia)和苍术 (A tracty lod es)等属。

4. 3　中国特有分布

中国特有属分布在保护区的有 12 属, 占全国同

类属数的 4. 7% , 为保护区总属数的 3. 0% , 隶属 11

科, 其中紫草科 2 属, 禾本科、蓼科、毛茛科、木通科、

槭树科、猕猴桃科、萝艹
摩科、唇形科、葫芦科和菊科

各 1 属, 内含 3 个单种属 (翼蓼 P teroxy g onum、独叶

草 K ing d on ia 和串果藤 S inof ranchetia )、7 个少种

属 (巴山木竹B ashan i、金钱槭D ip teron ia、车前紫草

S inojohnston ia、盾果草 T hy roca rp us、斜萼草 L ox o2
ca ly x、假贝母B olbostem m a、华蟹甲草 S inaca lia ) 和

2 个多种属 (秦岭藤 B iond ia 和藤山柳 C lem a to2
cleth ra)。就其习性而言, 以草本为主。

5　结　论

综上所述, 周至老县城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特

征为:

(1)种类较丰富, 大科、大属占有重要地位。本区

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109 科 453 属 1 131 种, 占秦岭

种 子 植 物 科、属、种 数 的 69. 0% , 50. 8% 和

36. 2% [7 ] , 显然本区是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另外, 在本区种子植物区系中, 大科、大属占

有重要地位, 在群落中常为建群种或优势种, 在维持

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温带成分优势明显, 并具有一定量的热带成

分, 显示出植物交汇的特点。本区 453 属植物中, 属

于温带成分的有 334 属, 占总属数的 82. 6% (世界

广布属除外) , 其中北温带成分占温带成分近一半,

显然本区种子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北温带性

质。在温带成分中, 木本属和草本属中大多为本区植

被典型群落的建群种及优势种。热带分布有 58 属,

占总属数的 14. 4% , 以泛热带成分为主, 并且以草

本属植物居多, 多为热带、亚热带分布区的边缘向温

带的延伸, 显示出植物交汇的特点。

(3)地理成分多样, 区系联系广泛。本区种子植

物区系地理成分有 15 个类型, 与世界各大洲的区系

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相比较而言, 与亚洲和北美洲

的联系较欧洲甚至于大洋洲和非洲的联系更为密

切, 与古地中海和泛地中海地区联系微弱。

(4)植物区系成分较复杂, 且具有明显的过渡

性。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中既有华

中成分 (如铁橡树Q uercus sp inosa、金钱槭D ip tero2
n ia sinensis 等)、华北成分 (如油松 P inus tabu lae2
f orm is、坚桦B etu la ch inensis、山荆子M a lus bacca2
ta、辽 东 栎 Q uercus liaotung ensis、槲 栎 Q uercus

a liena、胡枝子L esp ed ez a bicolor 等)、中国- 喜马拉

雅成分 (如华山松 P inus a rm and ii、桦叶四蕊槭A cer

tetram erum var. betu lif olium、青榨槭A cer d av id ii、

四川忍冬L on icera sz echuan ica、桦叶荚艹
迷V ibu rnum

betu lif olium、香柏 S abina p ing ii var. w ilson ii、水青

树 T etracen tron sinensis、峨眉蔷薇 R osa om eiensis

等)、中国- 日本成分 (如铁杉 T sug a ch inensis、连香

树 Cercid ip hy llum jap on icum、领 春 木 E up telea

p leiosp erm a 等) 等这些典型的地理成分, 又有南北

广泛分布的类型如山杨 (P op u lus d av id iana )、青杨

( P op u lus ca thay ana )、红桦 (B etu la a lbo2sinensis)、

鹅耳枥 (Ca rp inus tu rcz an inow ii)、锐齿栎 (Q uercus

a liena var. acu teserra ta ) 和槲树 (Q uercus d en ta ta )

等, 除此之外, 本区还有一些过渡型的种类, 如　子

栎 (Q uercus ba ron ii)。这充分表明本区植物区系的

复杂性和过渡性。

(5)区系成分具有一定的古老性。在第三纪甚至

白垩纪就已经出现的裸子植物, 在本区有松科、柏科

等 2 科 7 属, 被子植物中的古老类群有五味子科的

五味子属、毛茛科、壳斗科、桦木科、榆科等。另外, 本

区区系成分的古老性还可以以单、少种属的多少得

到证明, 本区世界单种属 (20)、少种属 (46)占有一定

比例, 二者占本区总属数的 14. 6% , 大多数属在系

统发育上的孤立性、间断分布格局及生活习性等方

面均表现出古老性。分布于本区的我国特有的 12 个

属中, 单、少种属有 10 属, 其中一些是发生原始或古

老的残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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