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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研究
Ξ

于 淑 玲
(邢台学院 生化系, 河北 邢台 054001)

　　[摘　要 ]　采用植物区系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对河北省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的组成和地理成分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临城县小天池林区有被子植物 88 科, 301 属, 555 种 (包括 14 变种) ; 含 10 种以上的优势科有

14 科, 305 种; 表征科有 7 科; 中国特有属有 5 属 6 种。该植物区的被子植物主要以北温带成分为主 (共计有 98 属,

221 种, 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37. 69 % 和 46. 9 2 % ) , 这表明小天池被子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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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河北省西部临城县的小天池林区“既有江

南绿林碧水之秀色, 又具坝上气候之凉爽”, 被专家

誉为“太行山中段的一颗翡翠”; 区内万山叠翠, 群峰

竞秀, 原始次生林一望无际, 是避暑旅游胜地[1 ]。目

前, 有关不同地区植物区系的研究比较多[225 ] , 但对

小天池林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研

究在野外标本采集, 资源调查的基础上, 参考近年出

版的《河北省植物志》[6 ]等相关资料, 对小天池林区

的被子植物区系组成及地理成分进行了统计分析,

旨在为小天池林区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提供参考依

据。

1　研究区概况

小天池林区位于河北省临城县西部的太行山

区, 距石家庄市区 110 km , 景区总面积 4 896 hm 2;

区内平均海拔 900 m , 海拔 1 400 m 以上的山峰有 7

座; 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兼有山地森林气候特

征; 林地、园地面积共 4 474. 93 hm 2, 占全区土地总

面积的 91. 4% , 森林覆盖率为 83. 5% , 植被景观是

以栎类为主的天然次生林。该区共有高等植物 700

余种, 天然植被类型主要有天然桦木林、栎类林、山

地草甸、灌草丛, 人工、半人工植被有油松林及农作

物群落。

2　研究方法

于 2003207～ 2004207 采用样方和线路相结合

的方法, 对小天池林区主要区域植物进行调查和标

本采集, 并对标本进行鉴定, 建立小天池林区被子植

物名录。在此基础上, 对被子植物的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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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文献[ 728 ]方法。

3　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的基本组成

3. 1　植物科、属和种的组成及其特点

根据吴征镒[728 ]的分布区类型划分方案, 对小天

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进行调查统计可知, 该区有被

子植物 88 科, 301 属, 555 种。河北省被子植物有

144 科, 809 属, 2 571 种 [9 ]。小天池被子植物的科、

属、种占河北省科、属、种的比例分别为 61. 11 % ,

37. 21 % 和 21. 59 %。由此可见小天池林区被子植

物区系的种类比较丰富。

由表 1 可知, 在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中, 单

种科和含 2～ 19 种的科共计 81 个, 占该区总科数的

92. 05 % ; 其属数占总属数的 63. 79 % ; 其种数占总

种数的 61. 62 %。由此可知, 单种科和含 2～ 19 种的

科是该区自然条件下的适生类型, 在河北省临城小

天池林区植物区系中占主导地位。小天池林区被子

植物区系中含 20 种以上的科有 7 个, 仅占总科数的

7. 95 % ; 但其属数却占总属数的 36. 21 % ; 种数占

总种数的 38. 38 %。以上结果表明, 该植物区系的被

子植物种类集中在含种数少的科中。

由表 2 可知, 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含 5 种

以下的属占总属数的 94. 68% , 其种数占总种数的

78. 74% ; 5 种和 5 种以上的属占总属数的5.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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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种数占总种数的 21. 26%。表明在该区中含 5

种以下属的被子植物占主要地位。

以上结果表明, 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中科

内种的组成为较多的科含有较少的种, 较少的科含

有较多的种, 这说明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具有

复杂性和多样性。
表 1　河北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科、属、种的组成

T able 1　Fam ilies, genera and species compo sit ion of angio sperm of X iao tianch i fo rest region

in L incheng County of H ebei

类别
C lassfication

科 Fam 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数量
Q uantity

比例ö%
Percen tage

数量
Q uantity

比例ö%
Percen tage

数量
Q uantity

比例ö%
Percen tage

变种数量
V arietas
num ber

单种科 Single fam ily 15 17. 05 15 4. 98 15 2. 70

2～ 9 种的科 2- 9 species 59 67. 05 128 42. 53 235 42. 34 4

10～ 19 种的科 10- 19 species 7 7. 95 49 16. 28 92 16. 58 2

20～ 29 种的科 20- 29 species 4 4. 55 50 16. 61 94 16. 94 3

≥30 种的科 ≥30 species 3 3. 40 59 19. 60 119 21. 44 5

合计 To tal 88 100 301 100 555 100 14

表 2　河北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属、种的组成

T able 2　Genera and species compo sit ion of angio sperm of X iao tianch i fo rest region in L incheng County of H ebei

类别
C lassfication

属 Genus 种 Species

数量
Q uantity

比例ö%
Percen tage

数量
Q uantity

比例ö%
Percen tage

单种属 Single genus 176 58. 47 176 31. 71

2～ 4 种的属 2- 4 genus 109 36. 21 261 47. 03

5～ 9 种的属 5- 9 genus 14 4. 65 98 17. 66

≥10 种的属 ≥10 genus 2 0. 67 20 3. 60

合计 To tal 301 100 555 100

3. 2　单种科与单属科

单种科和单属科反映了植物科、属进化过程中

两种相反的方向, 一种是新生的植物科, 其属种尚未

分化; 另一种是植物演化终极的科, 属种已大量消

亡, 现存的是残遗种类。对单种科和单属科的分析可

反映出一个地区植物进化的历史和现状[10 ]。

由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进行的调查统计结

果可知, 该区的单种科有木兰科 (M agno liaceae)、防

己科 (M en isperm aceae)、商陆科 (Phyo laccaceae)、金

栗兰科 (Ch io ran thaceae)、酢浆草科 (O xalidaceae)、

亚麻科 (L inaceae)、蒺藜科 (Zygophyiiaceae)、楝科

(M eliaceae)、无患子科 (Sap indaceae)、凤仙花科

(Balsam inaceae)、秋海棠科 (Begon iaceae)、八角枫

科 (A langiaceae)、败酱科 (V alerianaceae)、泽泻科

(A lism ataceae) 和鸭跖草科 (Comm elinaceae) 共计

15 科。单属科有马兜铃科 (A risto loch iaceae)、芍药

科 ( Paeon iaceae )、胡 桃 科 (Juglandaceae )、黎 科

(chenopodiaceae)、苋科 (Am aran thaceae)、檀香科

(San ta laceae)、远志科 (Pp lygalaceae)、槭树科 (A c2
eraceae)、猕猴桃科 (A ct in id iaceae)、藤黄科 (Gu t2

t iferae)、堇菜科 (V io laceae)、五加科 (A raliaceae)、

山茱萸科 (Co rnaceae)、杜鹃花科 (E ricaceae)、柿树

科 (Ebenaceae)、车前科 (P lan tag inaceae)、香蒲科

( T yphaceae )、灯心草科 (Juncaceae ) 和 薯 蓣 科

(D io sco reaceae)共计 19 科。由此可见, 小天池林区

被子植物区系单种科和单属科均较多。

3. 3　优势科、属和表征科

植物区系的优势科指种类众多且满足某一恰当

的数量标准, 在植被或植物群落中起建群作用的

科[11 ]。表征科指一个植物区系的代表性科, 其不仅

在种的数量上有优势, 而且该科在该区系分布的种

数与该科在全国或全世界分布的种数之比较高。优

势科有时并不一定是表征科。优势科和表征科的数

量及种类对于一个地区的植物区系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由表 3 可知, 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含 10

种以上的科共 14 个, 其含有 158 属, 305 种, 分别占

该区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52. 49% 和 54. 95% , 其种数

占中国植物区系种数的 56. 94%。由此可知, 以上 14

科即为该区系的优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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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河北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的优势科 (≥10 种)

T ab le 3　M ajo r fam ily of angio sperm in X iao tianch i of H ebei P rovince (≥10 species)

序号
O rder

科名
M am ily

属数
Genus

种数
Species

河北
H ebei

中国
Ch ina

世界
W o rld

属数
Genus

种数
Species

属数
Genus

种数
Species

属数
Genus

种数
Species

占中国植物
区系种数的
比例ö%
Species
percen t
fage in
Ch ina

1 菊科 Compo sitae 24 42 108 297 207 2 170 900 13 000 1. 94

2 蔷薇科 Ro saceae 15 40 28 122 60 912 100 2 000 4. 39

3 豆科 Fabaceae 20 37 48 156 150 1 180 600 1 300 3. 14

4 十字花科 C ruciferae 16 26 32 63 102 443 375 3 200 5. 87

5 百合科 L iliaceae 11 24 38 105 52 365 250 3 700 6. 58

6 唇形科 L abiateae 13 22 28 74 94 793 180 2 000 2. 77

7 毛茛科 Ranuncu laceae 10 22 17 68 41 687 51 1 900 3. 20

8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6 13 16 58 29 316 66 1 654 4. 11

9 蓼科 Chenopodiaceae 4 12 7 45 11 210 40 800 5. 71

10 虎耳草科 Sax ifrgaceae 7 12 11 12 30 580 11 249 2. 07

11 伞形科 Um belliferae 10 14 33 56 58 540 305 3 225 2. 59

12 忍冬科 Cap rifo liaceae 5 13 7 29 12 259 13 490 5. 02

13 禾本科 Gram ineae 16 18 91 201 217 1 160 620 10 000 1. 55

14 堇菜科 V io laceae 1 10 4 125 22 900 8. 00

合计 To tal 158 305 1 067 9 740 3 533 44 418 56. 94

　　由表 3 还可知, 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含 10

种以上的科有 14 个, 其种数 (305 种) 占小天池被子

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54. 95 % , 表明这 14 科所含种数

较多, 但在中国植物区系中, 这 14 科并非都是表征

科。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含 10 种以上科的种数

占中国植物区系种数百分比的平均值为4. 07%。因

此, 可以将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含 10 种以上科

的种数占中国植物区系种数百分比高于4. 07% 的

科, 作为中国植物区系的表征科, 它们分别是蔷薇

科、十字花科、百合科、石竹科、蓼科、忍冬科和堇菜

科[12213 ]。

由表 4 可知, 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中大于

或等于 5 种的优势属有 16 个。

表 4　河北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的优势属 (≥5 种)

T ab le 4　M ajo r genus of angio sperm in X iao tianch i of H ebei P rovince (≥5 species)

序号
O rder

属名
Genus

种数
Species

占本区系
总种数的
比例ö%

Percen tage of the
to tal species of

angio sperm

序号
O rder

属名
Genus

种数
Species

占本区系
总种数的
比例ö%

Percen tage of the
to tal species of

angio sperm

1 委陵菜属 P oten tilla 10 1. 80 10 胡枝子属 L esp ed ez a 5 0. 90

2 堇菜属 V iola 10 1. 80 11 白前属 Cy nanchum 5 0. 90

3 紫堇属 Cory d a lis 6 1. 08 12 锦带花属V eig ela thunb 7 1. 26

4 糖松草书 T ha licttrum 5 0. 90 13 蒿属 A rtem isia 9 1. 62

5 蝇子草书 S ilene 6 1. 08 14 沙参属 A d enop ora 7 1. 26

6 蓼属 P oiy g onum 9 1. 62 15 葱属 A llium 5 0. 90

7 栎属Q uercus 6 1. 08 16 鸢尾属 I ris 5 0. 90

8 黎属 Chenop od ium 5 0. 90 合计 To tal 107 19. 26

9 芸苔属 B rassica 7 1. 26

4　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地理成分是按照各分类单位 (属、种) 的现代地

理分布区类型进行分析。区系成分分布类型多以属

为基本单位。对区系地理成分的研究, 将有助于进一

步探讨植物的生态环境适应特征和植物区系的形

成、地理变迁和演化途径[11214 ]。

按照王荷生[15 ]和吴征镒等[16 ]对中国种子植物

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 对小天池林区被子植

物区系的 301 属植物进行地理成分规划, 结果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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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河北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T able 5　E lem ents of the angio sperm in X iao tianch i of H ebei P rovince

分布区类型D istribu tion type
属数

Genus
种数

Species

占本区系总属数
的比例3 ö%
Percen tage of
the to tal genus

占本区系总种数
的比例3 ö%
Percen tage of

the to tal species

世界分布W o rld distribu tion 41 84 - -

泛热带分布 Pan2trop ics distribu tion 35 55 13. 46 11. 68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In terrup tion betw een trop ics A sia and trop ics Am erica 9 12 3. 46 2. 55

旧大陆热带分布 Fo rm er con tinen t distribu tion 7 11 2. 69 2. 34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 rop ics A sia to T rop ics O cean ia distribu tion 5 6 1. 92 1. 27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rop ics A sia to T rop ics A frica distribu tion 5 5 1. 92 1. 06

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分布 T rop ics A sia ( India2M alaysia) distribu tion 3 4 1. 15 0. 85

北温带分布N o rth temperate zone distribu tion 98 221 37. 69 46. 92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In terrup tion betw een East A sia and N o rth Am erica 13 18 5. 0 3. 82

旧大陆温带分布 Fo rm er con tinen t temperate Zone distribu tion 37 61 14. 23 12. 95

温带亚洲分布A sian temperate zone distribu tion 11 15 4. 25 3. 19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T he M editerranean,W est A sia and N o rth Am erica 10 20 3. 85 4. 25

中亚分布M id2A sia distribu tion 6 9 2. 31 1. 91

东亚分布 East2A sia distribu tion 16 28 6. 15 5. 94

中国特有分布 Speciality distribu tion in Ch ina 5 6 1. 92 1. 27

合计 To tal 301 555 100. 0 100. 0

　　注: 3 . 在百分比计算中, 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属数, 总种数不包括世界种数。

N o te: 3 . In the percen t calcau lating, the to tal genus deducting wo rld genus, the to tal species deducting wo rld species.

　　由表 5 可知, 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的北温

带成分有 98 属, 221 种, 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37. 69 % 和 46. 92 % , 这与该地区所处的暖温带的

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是相符合的, 也与被子植物的分

布规律吻合; 旧大陆温带成分有 37 属, 61 种, 分别

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14. 23 % 和 12. 95 % ; 泛热带

成分有 35 属, 55 种, 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13. 46 % 和 11. 68 % ; 温带亚洲成分有 11 属, 占总

属数 4. 25 % , 该成分植物种类主要有蓼科、景天科

(C rassu laceae)、蔷薇科、豆科 (L egum ino sae)、唇形

科和紫草科 (Bo raginaceae)等。

河北特有种有丁香叶忍冬 (L on icera oba ta )、异

色菊 (D end ran them a d ich ruum )、大穗早熟禾 (P oa2
g rand isp ica )、长裂太行菊 (Op isthop app us Sh ih)、多

歧沙参 (A d enop hora w au reana A. Zah lb r)、河北大

黄 ( R heum f ranz enbach ii ) 和 北 京 堇 菜 (V iola

p ek inensis W. Beck) [12 ]。根据笔者的调查, 前 3 个种

主要分布在小天池林区的内丘小岭底。

5　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特有现象

　　对植物区系特有现象进行分析, 可以较全面地

了解该区系植物的组成、性质及特点, 探讨该区系植

物的发生和演变等方面的规律性。小天池林区被子

植物区系的中国特有属有 5 属, 6 种, 其分别是地构

叶属 (S p eransk ia ba ill) [地构叶 (S. tubercu la ta ) ]、

翼蓼属 (P teroxy g onum D amm et D iels) [翼蓼 (P.

g irld ii) ]、独根草属 (O resitrop he Bge) [ (独根草 (P.

rup if eag a )、无毛独根草 ( O. rup if eag a Bae var.

g labrescens W. T. ) )、蚂蚱腿子属 (M y rip nois Bge. )

[ 蚂 蚱 腿 子 (M . d ioica Bunge ) ]、太 行 菊 属

(Op isthop app us Sh ih ) [长裂太行菊 (O. long ilobum

Sh ih) ]。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的 5 个特有属从其

在系统发育所处的位置来看, 均属于新特有成分。

6　结　论

综上分析, 临城县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的

主要特征为:

(1)被子植物种类比较丰富。该区共有被子植物

88 科, 301 属, 555 种, 分别占河北省科、属、种 (144

科, 809 属, 2 571 种) 的比例为 61. 11 % , 37. 21 %

和 21. 59 %。可见, 小天池植物区系的种类是比较丰

富的。

(2)植物区系成分较复杂。在调查中发现, 小天

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中既有寒温性的植物种类, 如

白 桦 ( B etu la p la typ h lla )、蒙 古 栎 ( Q uerus

m ong olica)等, 又有热性植物种类, 如白羊草 (B oth2
rioch loa ischaem um )、荆条 (V itex ch inensis M ill. )、

漆树 (R hus cotinus) 等; 有许多可利用的经济植物,

如有药用植物、观赏植物、纤维植物及淀粉植物等。

在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中, 单种科和含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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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科共计 81 个, 在河北省临城小天池植物区系中

占主导地位。表明该植物区系的种类集中在含种数

较少的科中。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区系含 5 种以下

的属占总属数的 94. 68 % , 表明在该区中含 5 种以

下属的被子植物占主要地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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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天池林区被子植物

区 301 属植物中, 属北温带成分有 98 属, 显然该区

种子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

(4)地理成分多样, 区系联系广泛。该区被子植

物区系地理成分有 15 个类型, 这说明小天池林区被

子植物区系与世界各大洲的植物区系都有不同程度

的联系, 与大洋州和非洲相比, 其与亚洲和北美洲的

联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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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lo rist ic study on ang io sperm in X iao t ianch i fo rest

reg ion in L incheng Coun ty

Y U Shu- l ing
(B iology D ep artm en t, X ing ta i Colleg e, X ing ta i, H ebei 054001, Ch ina)

Abstract: P lan t reg ion geography of angio sperm in X iao t ianch i Fo rst in L incheng Coun ty is studied by

exp lo ring its b io2comm un ity, and som e samp les of angio sperm and relavan t data are co llected. T here are

555 species ( including 14 varietas) of angio sperm belonging to 301 genera and 88 fam ilies in the X iao t ianch i

fo rest reg ion in L incheng Coun ty, H ebei P rovince. Among them , the num ber of dom inan t fam ily con sist ing

mo re than 10 species is 14, w ith a to ta l of 305 species. T he analysis of the compo sit ion s and the geograph i2
cal elem en t in the flo ra show s that no rth temperate elem en t has m ade up the dom inan t type of the an2
gio sperm and there are 221 species belonging to 98 genera, app rox im at ing to 37. 69% of to ta l genera in X i2
ao t ianch i, and 46. 92% of to ta l species. O ld w o rld temperate and Pan trop ic elem en t are the second2m ajo rity

of the angio sperm. It show s that the flo ra of X iao t ianch i has obviou s temperate characterist ics too.

Key words: angio sperm spectrum ; p lan t reg ion; geograph ica l componen t analysis; X iao t ianch i fo rest re2
gion in L incheng Coun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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