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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多样性特征 

赵蕊 1，陈君 1，王志成 1，向晓媚 1，陈功锡 1, 2* 
（1. 吉首大学 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湖南 吉首 416000； 

2. 吉首大学 药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目的】研究湖南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资源现状，为该区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通过野外调查、标本采集鉴定和文献查阅等方法，对德夯地质公园菊科（Asteraceae）植物物种多样性、地理区

系、生活习性、功能性状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德夯地质公园现有菊科植物 59 属 118 种，划分为

14 个族，其中以菊苣族（Cichorieae）、紫菀族（Astereae）、千里光族（Senecioneae）和春黄菊族（Anthemideae）

为主；该区菊科植物以单种属最多（41 属），寡种属次之（16 属），多种属最少（2 属）；含 3 个德夯特有种，分

别为吉首蒲儿根（Sinosenecio jishouensis）、吉首紫菀（Aster jishouensis）和紫背紫菀（Aster atropurpurea）。（2）

区系地理成分较为复杂，属的分布区类型有 12 种，以温带分布区类型居多；种的分布区类型有 14 种，以中国特

有分布和东亚分布及变型为主。（3）生活习性以多年生草本为主，共 73 种，占总种数的 61.86%，其次为 1~2 年

生草本，含 42 种，占总种数的 35.59%。（4）菊科植物的营养性状以中小型叶、单叶、互生、纸质、不裂、锯齿、

双面无毛为主；繁殖性状以雌雄同株、顶生的伞房花序、瘦果、风力传播为主；花期主要集中在 6—10 月，果期

集中在 7—10 月。【结论】湖南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种类丰富，区系地理成分复杂，特有现象明显，功能性状

多样，应予以关注和保护。 
关键词：菊科植物；地理成分；植物资源；功能性状多样性；德夯；湘西世界地质公园 

中图分类号：Q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00（2024）01-0001-10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f Asteraceae Plants in Dehang Geopark, 
Hunan Province 

ZHAO Rui1, CHEN Jun1, WANG Zhicheng1, XIANG Xiaomei1, 
CHEN Gongxi1, 2* 

 (1.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College of Hunan Provinc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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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t i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steraceae plant resources in Hunan 
Dehang Geopark,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in this area.【Method】The species diversity, geographical flora, life habits and functional traits of 
Asteraceae in Dehang Geopark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specimen 
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Result】(1) There are 59 genera and 118 species of 
Asteraceae plants in Dehang Geopark, which are divided into 14 tribus, among which Cichorieae, 
Astereae, Senecioneae and Anthemideae are the main ones. The plants of the Asteraceae family in this 
area is the most abundant in monospecific genera (41 genera), followed by oligospecific genera (16 
genera), and the least multispecific genera (2 genera). There are 3 endemic species of Dehang region, 
namely Sinosenecio jishouensis, Aster jishouensis and Aster atropurpurea. (2) The geographical 
composition of the flora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there are 12 areal-types of genera, most of which are 
temperate areal-types. There are 14 areal-types of species, which are endemic to China and East Asia, 
including variations. (3) The life habits are mainly perennial herbs, comprising 73 species, accounting 
for 61.86% of the total species, followed by annual or biennial herbs, including 42 species, accounting 
for 35.59% of the total species. (4) The trophic traits of Asteraceae plants a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small to medium-sized leaves, simple leaves, alternate phyllotaxy, papery texture, entire margins, 
serrate, and glabrous on both surfaces. The reproductive traits a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monoecy, 
apical umbel inflorescences, achenes, and wind dispersal. The flowering period is mainly concentrates 
from June to October, and the fruiting period is concentrated from July to October.【Conclusion】In 
Hunan Dehang Geopark the Asteraceae plant species are abundant, the geographical composition of the 
flora is complex, the endemic phenomena are obvious, and the functional traits are diverse,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protected. 

Keywords: Asteraceae；geographical components；plant resources；diversity of functional traits；
Dehang；Xiangxi World Geopark 

 
菊科（Asteraceae）是一个较年轻的大科，约有

1 000 属，25 000~30 000 种，主要分布于温带和亚

热带区域，我国约 240 属 2 300 种，全国各地均有

分布[1]。它在繁殖结构和适应性方面具有很多优越

性，比如绝大多数为草本、生命周期短；不少种类

具发达的地下茎，有利于进行营养繁殖；花序和花

的构造对传粉高度适应，果实具有利于传播的各种

专门结构等，促使种类发展分化，从而使之成为当

今被子植物中属种数量最多的大科。并且，菊科由

于经济植物众多，也成为植物多样性研究重点关注

的类群之一[2]。近年来，针对具体区域菊科植物多

样性的研究越来越多，较为典型的有杜珍珠等[3]对

石河子绿洲-荒漠区菊科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了初

步研究，孔冬梅[4]对山西庞泉沟自然保护区菊科药

用植物资源及多样性进行了研究，谢志勇等[5]从物

种组成、地理区系、生活型等方面对云南铜壁关省

级自然保护区菊科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可

见对区域地理的菊科植物多样性研究仍为重点。 

德夯地质公园（以下简称德夯）是 2020 年新批

准的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势上

位于我国第二阶梯至第三阶梯过渡地带，是地质公

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三园”结合部。其独特

地理位置和优越自然环境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菊科

植 物 资 源 ， 其 中 包 含 吉 首 蒲 儿 根 （ Sinosenecio 
jishouensis D. G. Zhang ） [6] 、 吉 首 紫 菀 （ Aster 
jishouensis W. P. Li & S. X. Liu）[7]和紫背紫菀（Aster 
atropurpurea W. P. Li & G. X. Chen）[8]等本地特有种，

在该区植物区系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但至今关

于菊科植物的调查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基于野外

调查，结合现有资料，对德夯菊科植物物种多样性、

地理区系及植物生活型进行分析，以期为该区菊科

植物基础研究及植物多样性保护利用提供参考资料。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德夯（28°15′N―28°43′N，109°30′E―109°4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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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境内，为云

贵高原—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总面积 108.47 km2。

境内多陡坡峭壁，多条溪流交叉穿梭，呈半封闭式

的“V”形峡谷，形成特殊的河谷生境，深达数百

米，山原破碎，地形复杂，为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峡

谷景观。该区域气候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性湿润气

候，全年云雾多，日照时间 1 400 h 左右。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年均气温 16~18 ℃，无霜期 215~286 d。

雨量充沛，年降雨量 1 200~1 600 mm，春夏湿润多

雨，秋冬干燥少雨。土壤多为由石灰岩发育而成的

山地黄壤，pH 为 6~9 之间，属于普通非盐环境土

壤。植被类型复杂多样，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暖温性针叶林、竹林及部分灌丛、草丛和水生

植被[9-10]。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生境类型和适宜的

自然条件，使得境内植物资源丰富，特有现象明显。

据调查统计，德夯共有维管束植物 186 科 776 属

1 715 种，被子植物 147 科 700 属 1 615 种[11]，含德

夯特有物种 8 种，如德夯栎（Quercus dehangensis G. 
X. Chen, D. G. Zhang & B. Z. Wang）、吉首黄芩

（Scutellaria jishouensis G. X. Chen, L. Tan & X. M. 
Xiang）、吉首鳞毛蕨（Dryopteris jishouensis G. X. 
Chen & D. G. Zhang）、湘西过路黄（Lysimachia 
xiangxiensis D. G. Zhang, C. Mou & Y. Wu）等。 

1.2  研究方法 

1.2.1  基础数据来源 

根据德夯独特的地形和生境类型设计了 9 条调

查样线，通过野外实地调查、标本采集和鉴定，并

参考相关文献，统计德夯菊科植物属、种的数量，

整理出德夯菊科植物名录。参照 Flora of China《中

国植物志》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对德夯菊科植

物物种的属、种名进行核对和校正。采用目前比较

流行的基于分子系统学的 APG Ⅳ分类系统，将菊

科分为 13 个亚科 45 个族。 

1.2.2  菊科植物多样性参数的确定 

参考吴征镒等[12]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

成分划分的基本方案，对该区菊科植物属、种的地

理分布区类型进行划分。参照杨允菲等[13]对德夯菊

科植物的生活型进行分类。根据已有植物功能性状

分类体系[14]，选取 6 个营养性状（叶型、叶序、叶

级、叶质地、叶缘、叶毛被）和 6 个繁殖性状（性

系统、花序类型、花序位置、果实类型、种子传播

方式、花果期）作为统计参数，同一物种的性状有

多种类型的则进行重复统计。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得

出研究结论。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类组成的多样性 

通过对德夯菊科植物的整理和鉴定，结果表明

该区菊科植物共有 14 族 59 属 118 种（表 1），分别

占该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8.31%、总种数的 7.26%。 

2.1.1  族的组成特点 

德夯菊科植物可划分为 14 个族，从属级层面

看，菊苣族、紫菀族、千里光族、春黄菊族 4 个族

的属数均在 6 种及 6 种以上。其中，菊苣族属数最

多，主要包括假还阳参属（Crepidiastrum Nakai）、

苦荬菜属［Ixeris（Cass.）Cass.］、莴苣属（Lactuca 
L.）、黄鹌菜属（Youngia Cass.）等 11 属，占该区

菊科植物总属数的 18.64%。紫菀族次之，主要有紫

菀属（Aster L.）、飞蓬属（Erigeron L.）、白酒草属

（Eschenbachia Moench）、虾须草属（Sheareria S. 
Moore）等 9 属，占总属数的 15.25%。千里光族和

春 黄 菊 族 位 居 第 三 ， 千 里 光 族 有 野 茼 蒿 属

（Crassocephalum Moench）、菊三七属（Gynura Cass.）、

蜂斗菜属（Petasites Mill.）、千里光属（Senecio L.）、

蒲儿根属（Sinosenecio B. Nord.）、合耳菊属［Synotis 
（C. B. Clarke）C. Jeffrey & Y. L. Chen］6 属；春黄

菊族包含蓍属（Achillea L.）、蒿属（Artemisia L.）、

菊属（Chrysanthemum L.）、茼蒿属（Glebionis Cass.）、

裸柱菊属（Soliva Ruiz & Pav.）、石胡荽属（Centipeda 
Lour.）6 属，分别占总属数的 10.17%。从种级层面

看，紫菀族种数最多，共 22 种，占该区菊科植物

总种数的 18.64%。菊苣族次之，共 19 种，占总种

数的 16.10%。春黄菊族第三，共 18 种，占总种数

的 15.25%。千里光族第四，共 10 种，占总种数的

8.47%。总体来看，这 4 个族的属、种数最多，共

含有 32 属 69 种，占该区菊科属、种数的比例分别

为 54.24%、58.47%，这些族是德夯菊科植物的主要

组成部分。其他族含属、种数量虽少，但在丰富德

夯菊科植物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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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德夯菊科族、属、种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Asteraceae tribes, genera and species in Dehang 

序号 族别 属数 占总属数比/% 种数 占总种数比/% 
1 菊苣族(Cichorieae) 11 18.64 19 16.10 
2 紫菀族(Astereae) 9 15.25 22 18.64 
3 千里光族(Senecioneae) 6 10.17 10 8.47 
4 春黄菊族(Anthemideae) 6 10.17 18 15.25 
5 菜蓟族(Cynareae) 5 8.47 8 6.78 
6 鼠曲草族(Gnaphalieae) 4 6.78 6 5.08 
7 旋覆花族(Inuleae) 4 6.78 8 6.78 
8 向日葵族(Heliantheae) 4 6.78 4 3.39 
9 泽兰族(Eupatorieae) 3 5.08 7 5.93 
10 米勒菊族(Milleriaea) 2 3.39 4 3.39 
11 帚菊木族(Mutisieae) 2 3.39 2 1.69 
12 金鸡菊族(Coreopsideae) 1 1.69 5 4.24 
13 帚菊族(Pertyeae) 1 1.69 4 3.39 
14 斑鸠菊族(Vernonieae) 1 1.69 1 0.85 

总计 59 100 118 100 
 

2.1.2  属的组成特点 

依据林有润[15]对菊科植物的分级标准，将德夯

菊科植物 59 属划分为 3 个等级（表 2）：多种属（6
种以上）、寡种属（2~5 种）和单种属（1 种）。其

中多种属仅有紫菀属和蒿属 2 属且为该区的优势属，

占该区菊科植物总属数的 3.39%。紫菀属主要包含

吉首紫菀、紫背紫菀、琴叶紫菀（Aster panduratus 
Nees ex Walper）、马兰（Aster indicus L.）等 12 种，

蒿属主要有五月艾（Artemisia indica Willd.）、白苞

蒿（Artemisia lactiflora Weber ex Stechm.）、白莲蒿

（ Artemisia stechmanniana Wall. ex DC. ）、 艾

（Artemisia argyi H. Lév. & Vaniot.）等 13 种，多种

属共占该区菊科植物总种数的 21.19%。寡种属有

16 属 52 种，占总属数的 27.12%，总种数的 44.07%；

单种属有 41 属 41 种，占总属数的 69.49%，总种数

的 34.75%。单种属与寡种属合计 57 属 93 种，占总

属数的 96.61%、总种数 78.81%，在该区菊科植物

中占比较高，为该区主要组成部分。 

 
表 2  德夯地质公园菊科属的结构 

Table 2  Structure of the genus of Asteraceae in Dehang Geopark 

类别 属数 占总属数比/% 种数 占总种数比/% 
多种属(6 种及以上) 2 3.39 25 21.19 

寡种属(2~5 种) 16 27.12 52 44.07 
单种属(1 种) 41 69.49 41 34.75 

  

2.2  区系地理成分的多样性 

2.2.1  属的地理成分多样性 

属的地理成分可以表现出该属植物的演化扩

展过程和区域差异，因此研究属的分布类型具有重

要意义[16]。根据吴征镒等[12]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

布区类型的划分，将德夯菊科植物 59 属划分为 12
个分布区类型及 2 个变型（表 3），具体分析如下： 

热带分布有 17 属，占该区菊科植物总属数（世

界分布属除外，下同）的 33.33%。其中，泛热带分

布主要有白酒草属、下田菊属（Adenostemma J. R. 

Forst. & G. Forst.）、斑鸠菊属［Strobocalyx（Blume 
ex DC.）Spach］、豨莶属（Sigesbeckia L.）等 8 属；

旧世界热带分布有鱼眼草属（Dichrocephala L'Hér. 
ex DC.）、艾纳香属（Blumea DC.）、合冠鼠曲属

（Gamochaeta Wedd.）和菊三七属 4 属；热带亚洲和

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有百日菊属（Zinnia L.）、裸柱菊

属 2 属；热带亚洲分布有苦荬菜属和须弥菊属

（Himalaiella Raab‐Straube）2 属；热带亚洲至热带

非洲分布仅野茼蒿属 1 属。温带分布有 32 属，占

总属数的 62.75%。其中，旧世界温带分布有天名精

属（Carpesium L.）、莴苣属、茼蒿属、风毛菊属

（Saussurea DC.）等 11 属；北温带分布有紫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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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兰属（Eupatorium L.）、香青属（Anaphalis DC.）、

蓟属（Cirsium Mill.）等 9 属；温带亚洲分布有女菀

属（Turczaninovia DC.）和黄鹌菜属 2 属；东亚和

北美洲间断分布有大丁草属（Leibnitzia Cass.）和和

尚菜属（Adenocaulon Hook.）2 属；东亚分布有黏

冠草属（Myriactis Less.）、兔儿风属（Ainsliaea DC.）、

羊耳菊属（Duhaldea DC.）和泥胡菜属［Hemisteptia 

（Bunge）Fisch. & C. A. Mey.］4 属；中国—日本分

布有蒲儿根属和假还阳参属 2 属；中国—喜马拉雅

分布有孪花菊属（Wollastonia DC. ex Decne.）、合耳

菊属 2 属。中国特有分布包括虾须草属和紫菊属

（Notoseris C. Shih）2 属。总体可见，德夯菊科植物

以温带分布属最多，共有 32 属，占该区总属数的

62.75%。
 

表 3  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属、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3  The areal-types of of Asteraceae plant genera and species in Dehang Geopark 

分布区类型及变型 属数 占总属数/% 种数 占总种数/% 
1.世界分布 8 — 2 — 
2.泛热带分布 8 15.69 8 6.90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2 3.92 3 2.59 
4.旧世界热带分布 4 7.84 2 1.72 
5.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 — — 2 1.72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1 1.96 1 0.86 
7.热带亚洲分布 2 3.92 4 3.45 
8.北温带分布 9 17.65 5 4.31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2 3.92 5 4.31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11 21.57 3 2.59 
11.温带亚洲分布 2 3.92 18 15.52 
12.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 — 4 3.45 
13.中亚分布 — — — — 
14.东亚分布 4 7.84 17 14.66 
14SJ.中国—日本分布 2 3.92 11 9.48 
14SH.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2 3.92 10 8.62 
15.中国特有分布 2 3.92 23 19.83 
总计 59 100 118 100 

 

2.2.2  种的地理成分多样性 

种的分布区类型更能反映小尺度地域性的区

系特征，有助于确定具体植物区系的地带性质和起

源。由表 3 可知，德夯菊科植物种级水平区系地理

成分多元化，118 种可划分为 14 个分布区类型 2 个

变型。与属的分布区类型特点不同，该区菊科植物

种的分布区类型以中国特有分布和东亚分布及变

型为主，共有 61 种，占该区菊科植物总种数（世

界分布种除外，下同）的 52.59%。其中，中国特有

分布种主要集中在秦岭—山东以南的亚热带地区，

足以证明该区菊科植物现代植物区系受亚热带影

响深刻，与其地理特征、气候条件相吻合。 

该区中国特有分布有 23 种，占该区菊科植物

总 种 数 的 19.83% ， 其 中 垂 茎 三 脉 紫 菀 （ Aster 
ageratoides var. pendulus W P. Li & G. X. Chen）、紫

背紫菀、吉首紫菀、吉首蒲儿根、武陵黄鹌菜

（Youngia wulingshanensis G. X. Chen et D. G. Zhang）

是武陵山区特有物种，紫背紫菀、吉首紫菀、吉首

蒲儿根特产于德夯。东亚分布代表植物有东风草

［Blumea megacephala （Randeria）C. C. Chang & Y. 
Q. Tseng in Y. Ling］、菊三七［Gynura japonica

（Thunb.）Juel.］、一枝黄花（Solidago decurrens Lour.）
等 17 种，占总种数的 14.66%。温带亚洲分布有 18
种，占总种数的 15.52%，代表植物有琴叶紫菀、翅

果菊（Lactuca indica L.）、林泽兰（Eupatorium 
lindleyanum DC.）、旋覆花（Inula japonica Thunb.）、

茵陈蒿（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等。中国—日

本 分 布 代 表 植 物 有 宽 叶 下 田 菊 ［ Adenostemma 
lavenia var. latifolium（D. Don）Hand.-Mazz.］、黄瓜

假还阳参［Crepidiastrum denticulatum（Houttuyn）

Pak & Kawano］、毛梗豨莶（Sigesbeckia glabrescens 
Makino）等 11 种，占总种数 9.48%。中国—喜马拉

雅分布主要有天名精（Carpesium abrotanoides L.）、

羊耳菊［Duhaldea cappa （Buchanan-Hamilton ex D. 
Don ） Pruski & Anderberg ）、 三 角 叶 须 弥 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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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alaiella deltoidea（Candolle）Raab-Straube］等

10 种，占总种数 8.62%。热带分布共有 20 种，占

总种数的 17.24%。其中泛热带分布主要有豨莶

（Sigesbeckia orientalis L.）、野茼蒿［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Benth.）S. Moore］、香丝草（Erigeron 
bonariensis L.）等 8 种；热带亚洲分布主要有宽叶

兔儿风［Ainsliaea latifolia（D. Don）Sch.-Bip.］、白苞

蒿、秋分草［Aster verticillatus（Reinwardt）Brouillet］
和 秋 鼠 曲 草 ［ Pseudognaphalium hypoleucum 

（Candolle）Hilliard & B. L. Burtt］4 种；热带亚洲

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主要有牛膝菊（Galinsoga 
parviflora Cav.）、百日菊（Zinnia elegans Jacq.）和

裸柱菊［Soliva anthemifolia（Juss.）R. Br.］3 种；

旧世界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各

有 2 种；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仅有藿香蓟

（Ageratum conyzoides L.）1 种。 
综上所述，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地理成分复

杂，属级层面上可划分 12 个分布区类型和 2 个变

型，温带成分共计 32 属，占总属数的 62.75%，以

旧世界温带分布（11 属）和北温带分布（9 属）占

优。种级层面上可划分 14 个分布区类型和 2 个变

型，中国特有分布（23 种）和东亚分布及变型（38
种）共计 61 种，占总种数的 52.59%，构成了本区

菊科植物的主体，表明该区植物具有明显的亚热带

性质。而从起源上看，这里的温带成分实际上是由

亚热带起源的，除部分产自高纬度大陆并向南延伸

至德夯外，大多起源于中国亚热带山区，已不具典

型的温带性质。表明该地区植物区系为热带和温带

植物区系的过渡类型，属于亚热带植物区系[16]。 

2.3  生活习性与功能性状多样性 

2.3.1  生活习性的多样性 

植物的生活习性反映了植物长期适应特定生

态环境而在外部形态、生理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

是植物适应进化的结果，而同一地区亲缘关系相近

的植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逐渐趋同或相似[17]。

根据德夯菊科植物的生活习性特征，可将其分为

1~2 年生草本、多年生草本、灌木、藤本 4 种类型

（表 4）。 

 
表 4  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生活习性组成 

Table 4  Living habits composition of Asteraceae plants in Dehang Geopark 

生活型 属数 占总属数比/% 种数 占总种数比/% 
1~2 年生草本 29 49.15 42 35.59 
多年生草本 35 59.32 73 61.86 

灌木 2 3.39 2 1.69 
藤本 1 1.69 1 0.85 
总计 — — 118 100 

 
如表 4 所示，本区菊科植物的生活习性以草本

为主，共有 58 属 115 种，占德夯菊科植物总属、

种数的 98.31%、97.46%，尤以多年生草本为主，有

35 属 73 种，占该区总属、种数的 59.32%、61.86%，

如天名精 、线叶蓟［ Cirsium lineare（ Thunb.）
Sch.-Bip.］、紫菊［Notoseris macilenta （Vaniot & H. 
Léveillé）N. Kilian］等，在所有生活型种所占比例

最大；1~2 年生草本有 29 属 42 种，占总属、种数

的 49.15%、35.59%，如豨莶、黄鹌菜［Youngia 
japonica （ L. ） DC. ］、 稻 槎 菜 ［ Lapsanastrum 
apogonoides（Maximowicz）Pak & K. Bremer］、三

角 叶 须 弥 菊 ［ Himalaiella deltoidea （ Candolle ）

Raab-Straube］、风毛菊［Saussurea japonica（Thunb.）
DC.］。灌木有 2 属 2 种，占该区菊科植物总属、种

数的 3.39%、1.69%，分别是羊耳菊、锯叶合耳菊

［Synotis nagensium（C. B. Clarke）C. Jeffrey & Y. L. 
Chen］；藤本仅有东风草 1 种，且是草质藤本，占

该区总属、种数的 1.69%、0.85%；其中白莲蒿为半

灌木状草本，千里光（Senecio scandens Buch.-Ham. 
ex D. Don）为多年生攀缘草本。总体上看，该区生

活习性以多年生草本占绝对优势，多年生植物具有

较强的适应性，在抗旱、抗寒、耐高温、耐盐碱、

抗病虫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更能适应德夯

复杂的生境条件和自然环境。 

2.3.2   功能性状多样性 

2.3.2.1   营养性状 

营养性状是指对植物的生长和生存产生影响

的性状，通过根、茎、叶等营养器官表现出来[10]。

叶片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也是营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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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中植物适应环境变化最敏感的器官。德夯菊科植

物叶营养性状的构成统计结果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德夯菊科植物单叶有 115 种，

占总种数的 97.46%，如鳢肠［Eclipta prostrata（L.）
L.］、保靖蒲儿根（Sinosenecio baojingensis Y. Liu &
Q. E. Yang）、千里光等。复叶仅有金盏银盘［Bidens
biternata（Lour.）Merr. & Sherff］、大狼耙草（Bidens
frondosa L.）和鬼针草（Bidens pilosa L.）3 种，占

总种数的 2.54%。叶序以互生为主，共 91 种，占总

种数的 77.12%，如光叶兔儿风（Ainsliaea glabra
Hemsl.）、白莲蒿、琴叶紫菀等。其次为基生 37 种，

占总种数的 31.36%，如大丁草［Leibnitzia anandria
（L.）Turczaninow］、黄鹌菜、褐柄合耳菊［Synotis 
fulvipes（Y.Ling）C. Jeffrey & Y. L. Chen］等。此外，

还有对生 19 种，占总种数的 16.10%，如婆婆针

（Bidens bipinnata L.）、多须公（Eupatorium chinense 
L.）、藿香蓟等。叶级以中型叶为主，共 79 种，占

总种数的 66.95%，如狼耙草（Bidens tripartita L.）、

紫菊、台北艾纳香（Blumea formosana Kitam.）等；

小型叶共 31 种，占总种数的 26.27%，如矮蒿

（Artemisia lancea Variot）、微糙三脉紫菀［Aster 
ageratoides var. Scaberulus（Miq.）Ling.］、中日金

挖耳（Carpesium faberi C. Winkler）等。叶质地以

纸质叶为主，共 115 种，占总种数的 97.46%，如茵

陈 蒿 、 五 月 艾 、 尖 裂 假 还 阳 参 ［ Crepidiastrum 
sonchifolium（Maxim.）Pak & Kawano］等。此外，

革 质有 宽叶鼠 曲草 ［ Pseudognaphalium adnatum 
（Candolle）Y. S. Chen］、褐柄合耳菊 2 种，膜质有

吉首蒲儿根和蒲儿根 2 种。叶缘以不裂的锯齿为主，

共 52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44.07% ， 如 烟 管 头 草

（Carpesium cernuum L.）、刺儿菜［Cirsium arvense 
var. Integrifolium C. Wimm. et Grabowski］、白头婆

（Eupatorium japonicum Thunb.）等。其次深裂的锯

齿有 27 种，占总种数的 22.88%，如断续菊［Sonchus 
asper（L.）Hill.］、鱼眼草［Dichrocephala integrifolia 

（L. f.）Kuntze］、林泽兰等。叶毛被以双面都有毛

为主，共 74 种，占总种数的 62.71%，代表植物如

垂茎三脉紫菀、绒背蓟（Cirsium vlassovianum Fisch. 
ex DC.）、野艾蒿（Artemisia lavandulifolia Candolle）

等。其次无毛有 31 种，占总种数的 26.27%，如华

北鸦葱（Scorzonera albicaulis Bunge）、钻叶紫菀

［Symphyotrichum subulatum（Michx.）G. L. Nesom］、

佩兰（Eupatorium fortunei Turcz.）等。此外，仅表

面有毛植物有 3 种，占总种数 2.54%；仅背面有毛

植物 10 种，占总种数的 8.47%。

图 1  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营养性状 
Figure 1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leaf traits of Asteraceae plants in Dehang 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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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繁殖性状 

繁殖是植物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种

类的植物采取不同的繁殖方式以维持其种群的延

续，并形成多样化的分布格局[18]。与营养性状相比，

研究植物繁殖性状与环境的关系，可以更深刻地了

解植物群落中的物种共存和生态系统功能，更能够

直接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及环境因子的关系[19]。德

夯菊科植物繁殖性状的构成统计结果见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德夯菊科植物性系统以雌雄

同株为主，共 68 种，占总种数的 57.63%，如牛膝

菊、小蓬草（Erigeron canadensis L.）、山蟛蜞菊

［Wollastonia montana（Blume）Orchard］等；其次

为两性花 48 种，占总种数的 40.68%，如异叶泽兰

（ Eupatorium heterophyllum DC. ）、 腺 梗 豨 莶

［Sigesbeckia pubescens（Makino）Makino］、武陵黄

鹌菜等；此外，雌雄异株仅有毛裂蜂斗菜（Petasites 
tricholobus Franch.）1 种，2 种及以上性系统仅有香

青（Anaphalis sinica Hance）1 种。花序以无限花序

为主，共 100 种（含多种花序类型进行重复统计），

占总种数的 84.75%，其中伞房花序占据多数，共

55 种，占总种数的 46.61%，如牛膝菊、三脉紫菀

（Aster ageratoides Turcz.）、白头婆等；其次为圆锥

花序，共 31 种，占总种数的 26.27%，如光叶兔儿

风 、 白 莲 蒿 、 和 尚 菜 （ Adenocaulon himalaicum 
Edgew.）等；无限花序以单生花为主，共有 25 种，

占总种数的 21.19%，如吉首紫菀、大狼把草、烟管

头 草 等 ； 聚 伞 花 序 仅 有 锯 叶 合 耳 菊 ［ Synotis 
nagensium（C. B. Clarke）C. Jeffreyb et Y. L. Chen］

1 种。花序位置以顶生为主，共 113 种，占总种数

的 95.76%，如宽叶兔儿风、婆婆针、金盏银盘等；

其次为腋生 36 种，占总种数的 30.51%，如石胡荽、

香丝草等；此外根生有大丁草、裸柱菊和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3 种。果实类

型都是瘦果，占比 100%。种子传播方式主要包括

风力和动物传播两种，其中风力传播共 111 种，占

总种数的 94.07%，如牛膝菊、杏香兔儿风（Ainsliaea 
fragrans Champ.）、毛枝三脉紫菀［Aster ageratoides 
var. lasiocladus（Hayata）Hand.-Mazz.］等；动物传

播有 11 种，占总种数的 9.32%，如婆婆针、大狼把

草、圆舌黏冠草（Myriactis nepalensis Less.）等。

花期主要集中在 6—7 月，代表植物如：马兰、刺

儿菜、小蓬草等；果期主要集中在 7—10 月，如千

里光、蒌蒿（Artemisia selengensis Turcz. ex Bess.）、

翅果菊等。
 

 
  

图 2  德夯地质公园菊科植物繁殖性状 
Figure 2  Regenerative traits of Asteraceae plants in Dehang 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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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德夯菊科植物营养性状中的叶型以

单叶为生，这与该区所处的亚热带气候特征相吻合。

叶序多以互生为主，使叶均匀地、适合地排列，充

分地接受阳光，从而进行光合作用，表明该区光照

充足，适合菊科植物的生存繁殖。叶级以中小型叶

为主，中型叶数量占比远高于小型叶，说明该区具

有一定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征，水热条件充足适

宜菊科植物生长。叶缘以不裂占据多数，共计 81
种，占总种数的 68.64%；还有不裂、全缘 23 种，

深裂、全缘 13 种以及其他 10 多种的叶缘类型，说

明该区具有复杂多样的气候，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

叶缘特征。叶毛被以有毛植物为主，共 87 种，占

总种数的 73.73%，表明该区存在一定的干旱环境，

这可能与大范围的石灰岩壁生境有关。繁殖性状以

雌雄同株、顶生的伞房花序、瘦果、风力传播为主；

花期主要集中在 6—7 月，此时正处于夏秋季节，

气温逐渐上升，降水比较充足，日照时间变长，这

与德夯中亚热带性湿润气候息息相关。果期集中在

7—10 月，此时正处于夏秋季节，日照强烈，气候

温暖，适宜菊科植物果实的成熟，利于菊科植物积

累更多的营养物质。 

3  结论与讨论 

德夯菊科植物共有 59 属 118 种，可分为 14 族，

分别占该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8.31%、总种数的

7.26%。其中菊苣族（11 属 19 种）、紫菀族（9 属

22 种）、春黄菊族（6 属 18 种）、千里光族（6 属

10 种）4 个族所含属数、种数最多，共含 32 属 69
种，占该区菊科属、种数的 54.24%、58.47%，这些

族是德夯菊科植物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该区菊

科植物属组成结构比较复杂，单种属居多，共 41
属（41 种），占总属数的 69.49%（占总种数的

34.75%），其中蒿属（13 种）和紫菀属（12 种）2
属为该区的优势属；其次为寡种属（52 种），共 16
属，占总属数的 27.12%（占总种数的 44.07%）。单

种属和寡种属居多，一定程度说明德夯菊科植物起

源的历史比较久远，虽有新的分化但已远离该科植

物分化中心。 
德夯菊科植物地理成分复杂，属级水平有 12

个分布区正型及 2 个变型，以温带分布区类型居多，

共 32 属，占该区总属数的 62.75%。种级水平有 14

个分布区正型及 2 个变型，以中国特有分布和东亚

分布及变型占主导地位，共 61 种，占该区总种数

的 52.59%，其他分布区类型所占比例较小。这种具

有典型亚热带性质的现代植物区系构成，不仅与该

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相应的气候环境条件相适应，

而且与该区其他类型资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规

律[20-23]大体一致，反映出该区资源植物区系地理成

分在组成结构上的统一性。此外，新物种的不断发

现，表明德夯很可能处于菊科植物新分化范围或者

新的分化点，这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德夯菊科植物的生活型有 4 种，以草本为主，

共有 58 属 115 种，占德夯菊科植物总属、种数的

98.31%、97.46%，尤以多年生草本为主，有 35 属

73 种，占总属、种数的 59.32%、61.86%；其次为

1~2 年生草本有 29 属 42 种，占总属、种数的 49.15%、

35.59%；灌木仅有羊耳菊和锯叶合耳菊 2 种，藤本

则仅有东风草 1 种。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多年生草本

占绝对优势，符合菊科植物生长特点。多年生草本

的植株营养体发达，有长期的物质积累，抗逆和繁

殖能力强，更能适应德夯地区的自然环境。 
植物功能性状是指植物具有的外在形态以及

内在生理特征[24-25]。德夯菊科植物叶性状以中小型

叶、单叶、互生、纸质、不裂、锯齿、双面无毛为

主；繁殖性状以雌雄同株、顶生的伞房花序、瘦果、

风力传播为主；花期主要集中在 6—7 月，果期集

中在 7—10 月。这与刘冰等[10]对德夯峡谷生境种子

植物功能性状多样性的研究结果近似，说明菊科植

物在该区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且德夯存在大面积峡

谷生境和悬崖峭壁，使得境内昼夜温差小，水热条

件充足，不仅具有典型中亚热带湿润性气候特征，

还非常适宜菊科植物生长，促使其功能性状呈现出

多样化的温暖性特征。 
地质公园具有特殊的地质意义和研究价值，尤

其对于一些特殊生境（如石灰岩、荒漠和峡谷溶洞

等生境），极有可能孕育着若干未曾发现的新物种

或新型适应机制[26]。德夯地质公园地处云贵高原向

江南丘陵过渡的地带上，陡峭山原与深切峡谷使生

境复杂多样，从而导致了植物的多样性，并富含特

有物种。菊科植物是该区分布最广和种类最多的

科，具有菊科全部 45 族中的 14 族，大致占整个菊

科的 1/3，且分布在除基部类群以外的主要关键环

节。本文不仅揭示了德夯菊科植物多样性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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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而且初步阐释了区系地理学意义，对德夯菊科

植物多样性的深入研究和植物区系起源与演化积

累了新的资料，同时亦可为该区地质公园的科学管

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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