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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王珍珍∗,　 杨文,　 黄明增

(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07)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浏阳市的野生种子植物资源,为该地区野生种子植物的多样性评估、资源利用

及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通过综合野外深入调查和文献研究,对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的物种组成、区系

特性及其特有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果】浏阳市记录了野生种子植物共计 167 科 664 属 1 513 种(含种下分类

单元),其中裸子植物 5 科 6 属 8 种,被子植物 162 科 658 属 1 505 种。 物种多样性分析显示,167 科可分为 10 个分

布区类型,664 属可划分为 13 个分布区类型和 19 个变型。 此外,浏阳市拥有 18 个中国特有属和 453 个中国特有

种。 【结论】浏阳市的野生种子植物区系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和明显的区系优势,单种属和寡种属是其区系的主要

成分。 区系分析表明,浏阳市野生种子区系具有亚热带特征和显著的过渡性质,同时特有程度较高。 这表明该地

区拥有丰富的特有物种资源,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浏阳市;种子植物;区系分析;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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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ild Seed Plant Floras in Liuyang City of Hunan Province

WANG Zhenzhen,　 YANG Wen,　 HUANG Mingzeng

(Hunan Agricultural Forestal and Industrial Prospective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 Changsha 41000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wild seed plant resources of
Liuyang Cit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iversity assessm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onserva-
tion efforts of wild seed plants in the area. 【Method】Through comprehensive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liter-
ature research, an in-depth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demic phenomena of wild seed plants in Liuyang City. 【Result】A total of 167 families, 664 gene-
ra, and 1 513 species (including infraspecific taxa) of wild seed plants were recorded in Liuyang City, of
which there were 5 families, 6 genera, and 8 species of gymnosperms, and 162 families, 658 genera,
and 1 505 species of angiosperms. The analysis of species diversity revealed that the 167 familie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10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the 664 genera could be divided into 13 distribution area
types and 19 variants. Furthermore, Liuyang City was the home to 18 endemic genera and 453 endemic
species of China. 【Conclusion】The flora of wild seed plants in Liuyang City exhibits a high degree of di-
versity and distinct regional advantages, with monotypic and oligotypic genera being the main components
of its regional flora. The region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wild seed flora of Liuyang City has subtro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significant transitional nature, while also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endemism. This in-
dicates that the area possesses a rich resource of endemic species,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Keywords:Liuyang City;seed plants;regional analysis;endemic species

　 　 植物区系是指特定自然区或国家、地区内所有

植物种类的总和[1]。 植物区系分析也是当前植物

研究的热点内容,其研究对象根据选择的植物类

群、自然地理区域、行政区的不同而不同(如裸子植

物区系[2]、幕阜山植物区系[3]、丽水市种子植物区

系[4]等)。 对该地区的植物区系进行分析,有助于

夯实该地区植物研究基础,同时对于了解该地区植

物种类现状、利用本地植物资源及指导地区植物保

护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5]。 近年来,湖南各地区相

继开展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植物区系研究。
例如,王臻[6]对湖南洞口县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

进行了初步研究,总结了其区系特点和性质;龚佑

科[7]对湖南城步县的种子植物物种多样性开展了

调查,系统性地分析了其区系特点、珍稀濒危植物

资源现状等内容;余中益等[8] 对湖南双峰县的维管

束植物资源进行了区系分析。 可见,开展县域植物

区系研究是当前植物研究的重要内容。
浏阳市,作为湖南省内面积第二大的县级行政

区,其境内的大围山是湘东第一高峰。 该地区不仅

拥有山地丘陵、河谷盆地等多样的地形,还覆盖着

广阔的典型丹霞地貌。 这些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

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资源。 然而,目前有关浏阳的植

物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围山地区[9-11],如大围山高山

湿地植物多样性与区系组成研究[9]、大围山药用植

物资源的调查与分析[10]等,缺乏针对整个浏阳市的

植物区系分析。 因此,本研究以湖南省生物多样性

资源本底调查为契机,对浏阳市全域野生种子植物

区系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研究。 基于调查结果,本研

究对浏阳市的野生种子植物物种组成、区系性质及

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总结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区

系的主要特征;探讨导致该地区植物种类丰富多样

的潜在原因,旨在为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浏阳市(113°10′—114°15′E,27°51′—28°34′N)[11]

系湖南省长沙市下辖县级市,地处湖南省东北部,
罗霄山脉北段,东邻江西省铜鼓县、万载县,南接醴

陵市,西倚长沙市,北靠平江县(图 1),国土总面积

5 007. 75 km2。 浏阳市地势东北高峻,向西南倾斜

递降。 全市境内主要大山脉(山系)有大围山和连

云山,最高峰为大围山主峰七星岭,海拔 1 607. 9 m。
境内发育有浏阳河、捞刀河、南川河三条主要水系。
全市历年平均气温 17. 4 ℃,年平均降水量 1 680 mm。
浏阳市土壤类型垂直分带特征明显,主要土壤类型

有红壤、黄壤、黄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图 1　 浏阳市位置示意图

Figure 1　 Location of Liuy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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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以浏阳市分布的野生种子植物为研究对象,前
期使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以及中国国家

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对浏阳市历史采集的全

部标本进行查阅和核对,初步整理出野生种子植物

名录。 在此基础上,于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
对全市开展普查。 共设置长度不低于 3 km 的样线

252 条,对样线上的植物进行拍照记录。 对于无法

准确鉴定的种类,在不对植株造成破坏的情况下,
适度采集标本。 参照《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
和《湖南种子植物总览》 [12] 等,对拍摄的数码照片

和采集的标本进行鉴定,以得出浏阳市野生种子植

物名录(裸子植物科按郑万钧系统,被子植物科按

哈钦松系统,属的范围大体按 APG Ⅳ系统处理,但
对区系分析结果影响不大)。 根据该名录,参照中

国种子植物分布类型[13] 对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区

系进行分析。 浏阳市植物调查样线布设图见图 2。

图 2　 浏阳市植物调查样线布设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plant survey transect in Liuyang City

3　 结果与分析

3. 1　 区系组成

　 　 通过野外调查和历史资料整理,统计出浏阳市

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167 科 664 属 1 513 种(含种下

分类单元)。 其中,裸子植物 5 科 6 属 8 种,被子植

物 167 科 658 属 1 505 种。 本次调查中,还发现湖

南省新记录属 1 个与新记录种 8 个,即小果草属

(Microcarpaea)和武功山阴山荠(Yinshania hui)、圆
齿碎 米 荠 ( Cardamine scutata )、 黟 县 阴 山 荠

(Yinshania yixianensis)、小果草(Microcarpaea mini-
ma)、密花孩儿草(Rungia densiflora)、牯岭东俄芹

(Tongoloa stewardii)、利川慈姑(Sagittaria lichuanen-
sis)、春榆(Ulmus davidiana var. japonica)。 这些新

记录属、种的发现,丰富了湖南省植物多样性,为其

植物区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未包含

任何引种栽培和入侵种类。 例如,淳口镇永乐村

1 400 余年的古银杏、小河乡约 2 110 年的古罗汉

松,均未统计在野生种子植物中。 若加上引种栽培

和逸生、入侵植物,则浏阳市种子植物有 180 科 780
属 1 720 余种。
3. 1. 1　 科的组成分析

浏阳市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167 科。 根据各科所

含种的数量,将其划分为 6 个等级:Ⅰ级(含 40 种以

上)、Ⅱ级(含 20 ~ 39 种)、Ⅲ级(含 10 ~ 19 种)、Ⅳ
级(含 5 ~ 9 种)、Ⅴ级(为 2 ~ 4 种)、Ⅵ级(为仅含 1
种)(统计情况见表 1)。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浏阳市Ⅰ级科共 6 个,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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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数的 3. 59% ,分别是禾本科 Gramineae(94 种)、蔷
薇科 Rosaceae(91 种)、菊科 Compositae(72 种)、唇
形科 Labiatae(49 种)、蝶形花科 Fabaceae(58 种)、
莎草科 Cyperaceae(47 种),共含 411 种,占浏阳市

总种数的 27. 16% 。 以上 6 个科均为世界广布的大

科,是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该地区的优势科。 Ⅱ级科共 14 个,占总科数的

8. 38% ,主要有茜草科 Rubiaceae ( 36 种)、 樟科

Lauraceae(33 种)、壳斗科 Fagaceae(29 种)等,共含

393 种,占总种数的 25. 97% 。 Ⅲ级科共 22 个,占总

科数的 13. 17% ,主要有马鞭草科 Verbenaceae(18
种)、桑科 Moraceae(17 种)、卫矛科 Celastraceae(17
种)等,共含 290 种,占总种数的 19. 17% 。 Ⅳ级科

共 35 个,占总科数的 20. 96% ,主要有堇菜科 Vio-
laceae(9 种)、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9 种)、猕猴桃

科 Actinidiaceae(9 种)等,共含 236 种,占总种数的

15. 60% 。 Ⅴ级科共 55 个,占总科数的 32. 93% ,主
要有眼子菜科 Potamogetonaceae (4 种)、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4 种)、金粟兰科 Chloranthaceae(4
种)等,共含 148 种,占总种数的 9. 78% 。 Ⅵ级科为

单种科,共 35 个,占总科数的 20. 96%,主要有棕榈科

Palmae、茅膏菜科 Droseraceae、伯乐树科 Bretschnei-
deraceae 等,共含 35 种,占总种数的 2. 31%。

表 1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科数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wild seed plant families in Liuyang City

级别 科数 占总科数 / % 种数 占总种数 / %

Ⅰ级 6 3. 59 411 27. 16

Ⅱ级 14 8. 38 393 25. 97

Ⅲ级 22 13. 17 290 19. 17

Ⅳ级 35 20. 96 236 15. 60

Ⅴ级 55 32. 93 148 9. 78

Ⅵ级 35 20. 96 35 2. 31

3. 1. 2　 属的组成分析

浏阳市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664 属。 通过对各属

内所含种数进行统计,可将全市的种子植物属类群

划分为 4 个类别[14]:大属(含 15 种及以上)、中等属

(含 6 ~ 14 种)、寡种属(含 2 ~ 5 种)、单种属(仅含 1
种)(表 2)。

大属共有 7 个,占总属的 1. 05% ,主要有悬钩

子属 Rubus(29 种)、薹草属 Carex(20 种)、蓼属 Po-

lygonum ( 20 种 ) 等, 共 含 131 种, 占 总 种 数 的

8. 66% ;中等属共 41 个,占总属数的 6. 17% ,主要

有槭属 Acer(12 种)、珍珠菜属 Lysimachia(11 种)、
莎草属 Cyperus(11 种)等;寡种属共 254 个,占总属

数的 38. 25% ,主要有南蛇藤属 Celastrus(5 种)、绣
线菊属 Spiraea(5 种)、桂属 Cinnamomum(5 种)等,
共含 701 种,占总种数的 46. 33% ;单种属共 362 个,
占总属数的 54. 52% ,主要有天麻属 Gastrodia、青皮

木属 Schoepfia、大血藤属 Sargentodoxa 等,共含 362
种,占总种数的 23. 93% 。 寡种属和单种属分别占

总属、种数的 92. 77% 和 70. 26% ,说明研究区种子

植物分化明显,多样性较高。

表 2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属数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genera of wild seed plants in
Liuyang City

级别 属数 占总属数 / % 种数 占总种数 / %

大属 7 1. 05% 131 8. 66

中等属 41 6. 17% 319 21. 08

寡种属 254 38. 25% 701 46. 33

单种属 362 54. 52% 362 23. 93

3. 2　 区系性质

3. 2. 1　 科的区系性质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 167 科分为 10 个分布区

类型(表 3),根据其性质,将其分为世界分布(分布

型代码 1)、热带分布(分布型代码 2 ~ 7)、温带分布

(分布型代码 8 ~ 14)三大类[8]。 其中世界广布共

50 科,占总科数的 29. 94% ;热带分布共 72 科,占总

科数的 43. 11% , 温带分布 45 科, 占总科数的

26. 94% 。 浏阳市热带成分科与温带成分科的比为

1. 6 ∶ 1,这表明,在科级水平上,该地区的种子植物

区系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区系性质。

表 3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wild
seed plant families in Liuyang City

分布型
代码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数

比例

1 世界分布 50 29. 94%

2 泛热带分布 51 3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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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布型
代码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数

比例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9 5. 39%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4 2. 40%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4 2. 40%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1 0. 60%

7 热带亚洲分布 3 1. 80%

8 北温带分布 32 19. 16%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8 4. 79%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2 1. 20%

14 东亚分布 3 1. 80%

3. 2. 2　 属的区系性质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 664 属,可划分为 13 个分

布区类型和 19 个变型(表 4),并可将其归并为世界

分布(分布型代码 1)、热带分布(分布型代码 2 ~
7)、温带分布(分布型代码 8 ~ 14)和中国特有分布

(分布型代码 15) [15]。 其中世界分布共 60 属,占总

属数的 9. 19% ,代表属为浮萍属 Lemna、茄属 Sola-
num、莎草属 Cyperus 等;热带分布共 282 属,占总属

数的 42. 47% ,代表属为合欢属 Albizia、娃儿藤属

Tylophora、山龙眼属 Helicia 等;温带分布 304 属,占
总属数的 45. 78% ,代表属为三白草属 Saururus、白
辛树属 Pterostyrax、龙头草属 Meehania 等;中国特有

分布共 18 种,占总属数的 2. 56% 。 浏阳市热带属

和温带成分属的比为 0. 93 ∶ 1,温带成分属略多于

热带成分属,温带成分略占优势,这表明浏阳市野

生种子植物区系处于热带区系与温带区系的交界

处,表现出亚热带性质,且有着明显的过渡性。

表 4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4　 Stat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wild
seed plant genera in Liuyang City

分布型
代码

分布区类型 属数
占总属
数比例

1 世界分布 60 9. 03%

2 泛热带分布 119 17. 92%

2-1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墨西
哥)间断分布

3 0. 45%

续表

分布型
代码

分布区类型 属数
占总属
数比例

2-2 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3 0. 45%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12 1. 81%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33 4. 97%

4-1 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6 0. 90%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28 4. 22%

5-1 中国(西南)亚热带和新西兰间断
分布

1 0. 15%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20 3. 01%

6-2 热带亚洲和东非间断分布 2 0. 30%

7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44 6. 63%

7-1 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分布 4 0. 60%

7-2 热带印度至华南分布 2 0. 30%

7-3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西南星散分布 1 0. 15%

7-4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分布 4 0. 60%

8 北温带分布 90 13. 55%

8-2 北极—高山分布 1 0. 15%

8-4 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 间断
分布

24 3. 61%

8-5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1 0. 15%

8-6 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墨西哥—智
利间断分布

1 0. 15%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45 6. 78%

9-1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1 0. 15%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21 3. 16%

10-1 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7 1. 05%

10-3 欧亚和南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
间断分布

4 0. 60%

11 温带亚洲分布 5 0. 75%

12-3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
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1 0. 15%

14 东亚(东喜马拉雅—日本)分布 53 7. 98%

14(SH) 中国—喜马拉雅(SH)分布 16 2. 41%

14(SJ) 中国—日本(SJ)分布 34 5. 12%

15 中国特有分布 18 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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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特有种分析

3. 3. 1　 特有科分析

浏阳市无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特有科,但有 2 个准

中国特有科(即略微超出中国行政边界) [16],分别为

大血藤科 Sargentodoxaceae、伯乐树科 Bretschneider-
aceae。 此外还有 3 个东亚特有科,分别为猕猴桃科

Actinidiaceae、 三 尖 杉 科 Cephalotaxaceae 和 旌 节

花科。
3. 3. 2　 特有属分析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共有 18 个中国特有属

(详细统计见表 5),占 239 个中国特有属总数的

7. 53% 。 在这些特有属中包含一些孑遗类群[17-18]

(如青钱柳属 Cyclocarya、血水草属 Eomecon、大血藤

属 Sargentodoxa 等),这些种类的存在表明浏阳市种

子植物区系的起源有一定的原始性。 从生活型上

看,乔木类特有属共 7 种,占 38. 9% ;灌木和藤本类

共 3 种,占 16. 7% ;草本共 8 种,占 44. 4% ;草本种

类和乔木种类占比较多,灌木和藤本种类占比较

少。 从地理分布上看,18 种特有属均含有华中和华

东成分,含华南成分的 6 种,占比 33. 3% ;其余少量

含有西南和滇黔桂成分。 这种地理成分的组成说

明浏阳市种子植物区系处于华中植物区系和华东

植物区系交界地带,进一步反映了其过渡性。

表 5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特有属统计

Table 5 Statistics of endemic genera of wild seed plants in Liuyang City

属中文名 属拉丁名 生活型 分布区

杉木属 Cunninghamia 常绿乔木 华中、华东

大血藤属 Sargentodoxa 落叶藤本 华中、华东、华南、西南

血水草属 Eomecon 草本 华中、华东

阴山荠属 Yinshania 草本 华北、华中、华东(延至越南北部)

蜡梅属 Chimonanthus 灌木 华中、华东、华南、西南

青檀属 Pteroceltis 落叶乔木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

伞花木属 Eurycorymbus 落叶乔木 华中、华东、滇黔桂

伯乐树属 Bretschneidera 落叶乔木 华东至西南(延至越南北部)

青钱柳属 Cyclocarya 落叶乔木 华南、华中、华东

喜树属 Camptotheca 落叶乔木 华南、华中、华东

通脱木属 Tetrapanax 常绿灌木 华中、华东

香果树属 Emmenopterys 落叶乔木 华中、华东、滇黔桂

紫菊属 Notoseris 草本 台湾、华中、华东至云南高原

皿果草属 Omphalotrigonotis 草本 华中、华东

车前紫草属 Sinojohnstonia 草本 华北至华中、华东

盾果草属 Thyrocarpus 草本 华中、华东、华南

四轮香属 Hanceola 草本 华中、华东、华南

四棱草属 Schnabelia 草本 华东、华中(南达南岭、西至滇东北)

3. 3. 3　 特有种分析

根据调查情况与文献资料[19],共统计出浏阳市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 453 种,占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总

数的 29. 9%,隶属于 106 科 259 属(详细统计情况见

表 6)。 据统计,浏阳市的特有种主要集中在蔷薇科、
唇形科、蝶形花科、壳斗科、百合科 Liliaceae、忍冬科

Caprifoliaceae、樟科、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山茶科

Theaceae、毛茛科 Ranunculaceae、禾本科、菊科,以上

12 科特有种数量均在 10 种以上,共有 12 科 182
种,在科上仅占浏阳市中国特有种科数的 11. 32% ,
而在种类上却占浏阳市特有种数量的 40. 18% 。 这

与这些科本身就是世界性大科有关,同时也反映了

浏阳市种子植物科下等级分化程度高。 浏阳市接

近 30%的特有种占比,反映了其特有种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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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植物区系特有程度较高。

表 6　 浏阳市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分科统计

Table 6　 Statistics of Chinese endemic seed plants by family in Liuyang City

科名 特有种数 科名 特有种数 科名 特有种数

松科 1 鼠刺科 1 桤叶树科 1

柏科 1 绣球科 7 杜鹃花科 4

三尖杉科 1 蔷薇科 35 越橘科 2

木兰科 6 蜡梅科 1 柿树科 3

八角科 1 蝶形花科 17 紫金牛科 2

五味子科 3 旌节花科 1 安息香科 3

番荔枝科 1 金缕梅科 3 山矾科 1

樟科 13 黄杨科 2 马钱科 1

毛茛科 12 杨柳科 2 木犀科 6

睡莲科 1 桦木科 1 夹竹桃科 1

小檗科 5 榛科 2 萝藦科 2

木通科 3 壳斗科 14 茜草科 7

防己科 2 榆科 7 忍冬科 13

马兜铃科 1 桑科 2 菊科 11

胡椒科 1 荨麻科 1 龙胆科 5

罂粟科 1 冬青科 9 报春花科 7

十字花科 2 卫矛科 7 桔梗科 1

堇菜科 2 茶茱萸科 1 紫草科 3

远志科 1 铁青树科 1 茄科 1

景天科 1 桑寄生科 1 玄参科 13

虎耳草科 2 鼠李科 2 苦苣苔科 6

茅膏菜科 1 胡颓子科 3 爵床科 5

蓼科 4 葡萄科 9 马鞭草科 4

凤仙花科 7 芸香科 6 唇形科 17

瑞香科 2 苦木科 1 泽泻科 2

海桐花科 2 无患子科 2 姜科 1

葫芦科 4 槭树科 6 百合科 14

秋海棠科 4 清风藤科 4 菝葜科 2

山茶科 12 省沽油科 1 天南星科 4

猕猴桃科 7 漆树科 3 鸢尾科 1

野牡丹科 2 胡桃科 1 薯蓣科 2

金丝桃科 1 山茱萸科 3 兰科 6

椴树科 1 八角枫科 2 莎草科 4

杜英科 3 蓝果树科 1 禾本科 11

锦葵科 3 五加科 4 合计 453

大戟科 5 伞形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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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 1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种类特点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种类丰富,组成复杂多

样;研究区内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167 科 664 属 1 513
种,其中包含本次调查过程中新发现的湖南省新记

录种 8 个、新记录属 1 个,为湖南植物区系研究提供

了新资料。 优势科明显,单种属和寡种属是浏阳市

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分。
浏阳市在华东植物区中是植物多样性程度最

高的区域之一,其物种丰富的原因:一是浏阳境内

多样而特殊的生态系统类型,不仅有丘陵低山,还
有高海拔中山山地,以及河谷、盆地等,花岗岩地

貌、丹霞地貌(周洛、石牛寨、石柱峰、象形山等地)、
喀斯特地貌(古风洞、小河至张坊等地)类型齐全,
生境特殊,多峡谷、瀑布、山顶洼地等小生境,从而

形成多样而特殊的生态系统类型,孕育了众多的珍

稀物种和特有物种。 市域境内的大围山、连云山、
九岭山等区域是湘东分布面积最大的天然常绿阔

叶林区之一,是保护和研究华东及华南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基地。 二是浏阳国土面积大,大围山、连云

山和九岭山三大山系占国土面积比例达 40% ,大围

山、连云山两山东北至西南横亘,特别是连云山脉

斜贯全市。 由于山体地势陡峭且多为偏远山区,使
得这些山区人迹罕至,沟深林密。 森林植被破坏程

度较低,保留了大量适合动物栖息的生境和植物繁

衍生存的生态环境。 动植物种类中 80% 以上均分

布在这些山区中。 许多珍稀保护动植物在长期演

化过程中已适应了该区湿度大、雨量充沛、气候凉

爽的山地生境。 三是多年来浏阳十分重视林业生

态保护建设,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自然保护地面积、
公益林面积、天然保护面积等占国土面积比例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浏阳生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力

度大,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尤其是各级各类自

然保护地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20],自然保护地内杜绝了乱砍滥伐现象,自然

植被得到恢复,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珍稀动植物种

群数量有所增加。

4. 2　 浏阳市野生植物区系成分特点

植物属的地理成分多元化可反映物种多样性

和区系发生的过程,对区系分析有重要意义[21]。 浏

阳市野生种子区系属于亚热带性质,且有强烈的过

渡性;研究区内温带成分属数量略多于热带成分

属,表现出亚热带性质,而泛热带分布型却是研究

区属分布型中种类最多的,占比高达 17. 92% ,且在

科的水平上表现出明显的热带性质,这表明浏阳市

野生种子植物区系性质呈现出过渡性[22],符合浏阳

所处地理位置的特点。 从地貌层面看,浏阳以丘陵

低山、高海拔中山山地为主,这种生境形成地理和

生境隔离,阻碍个体间交流的同时形成丰富的植物

物种多样性和植物区系的过渡性[23]。
浏阳市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特有性程度较高,特

有种资源丰富;其中有 453 个中国特有种,占比接近

30% ,特有种类占比如此之高,足以说明其地理区位

特殊,湘赣交界的罗霄山系正是孕育特有种的重要

地带[24]。 而其丘陵区域的大面积丹霞地貌更是为

浏阳特有种资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繁育空间。

4. 3　 浏阳市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目前,浏阳市正处于“两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

化新浏阳的关键期,县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将
一定程度地造成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野生

动植物原生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栖息地被不

断岛屿化、片段化,将使得野生动植物数量有减少

趋势,资源保护的潜在威胁不断加剧。 由于野生植

物的人工培育资源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

求,直接利用野生资源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物种

由于被长期过度利用,野生资源量下降。 历史记载

的黄连、大叶榉树、望春玉兰、金线兰、台湾独蒜兰

等在野外已很难发现,而鹅掌楸、湘妃水韭、金耳环

等濒危物种,野外仅存数量极少。 野生南方红豆杉

资源遭受破坏威胁,存在偷采盗剥野生南方红豆杉

树皮、盗伐南方红豆杉林木情况。 乱采滥挖野生兰

花(如铁皮石斛、天麻、独蒜兰等)已造成兰花资源

的破坏。
针对浏阳市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存在的潜在威

胁,资源过度利用较明显、基础研究滞后等问题和

不足,建议加强大围山区域、九岭山区域、连云山脉

区域、株树桥—狮子山区域、道吾山区域等重点区

域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修复,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

质量和稳定性。 实施洞庭湖—湘东罗霄山浏阳段

候鸟迁飞通道保护、兰科植物保护、大围山生物多

样性智慧监测等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程。 全力

推进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加快建立浏阳市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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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资源数据库。

4. 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次研究数据来源于浏阳市生物多样性调查,
调查时间为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受调查时

间、调查频次和调查人员数量以及交通可达性的限

制,本底数据不一定客观全面。 今后,针对大围山、
连云山、九岭山等区域以及丹霞、喀斯特地貌区域,
还需加大调查力度,对中国特有种、湖南省新记录

种开展长期定点定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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