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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蕨类植物调查 , 结果表明 , 共有蕨类植物190 种 ,隶属于43 科83 属, 优势成分以水龙骨科、鳞毛蕨科、铁
角蕨科、金星蕨科等系统演化上较高级的类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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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 of investigation on pteridophytes in Ruyuanyaozu autonomy 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showed that , there were sumof 190
species of pteri dophytes belonging to 83 genera and 43 families , and the higher taxa on systematic evol utionsuch as Polypodiaceae , Dryopteridaceae , As-
pleniaceae and Thelypteridaceae were domin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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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蕨类植物又称羊齿植物, 介于苔藓植物和种子植物之

间, 绝大部分都是第三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草本植物, 只有少

数是中生代的木本孑遗种[ 1] , 是植物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植物区系组成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比较古老

的类群, 蕨类植物具有较大的科研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

值, 因此调查研究一个地区的蕨类植物对于该地区的植物区

系研究、植物系统学研究、生态平衡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笔者通过科学考察、采集蕨类标本, 初步探明了乳源

瑶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乳源县) 的蕨类植物资源, 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标本馆的蕨类植物标本及查证资料对乳源县的蕨类

植物进行了初步探讨。

1  乳源县的自然概况

乳源县位于广东省北部, 南岭山脉南麓, 和湖南省交界 ,

地处东经 112°52′～113°29′, 北纬 24°28′～25°06′, 总面 积

2 125 .5 km2 。该县山峦纵横, 沟壑遍地、人稀地广, 是少数民

族瑶族的主要居住地, 保存了大面积的原始森林, 从地理位

置上 来说是一 个比较 自然的 区域, 全县 森林 覆盖率 达

71 .5 % , 活立木蓄积量达617 万 m3 。县内峡谷山峰 , 自然奇

特, 石坑崆为广东最高峰, 海拔1 902 m, 乳源大峡谷险峻奇

丽, 南水湖常年碧波荡漾, 及大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等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 吸引着国内外的动植物学家及探险旅游

者。

该县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南端向南亚热带北缘过渡的湿

润性季风气候类型, 具有光照充足、温暖湿润、雨量充沛等特

点。据县气象站的统计资料显示, 该区年均气温为19 .8 ℃ ,

绝对最高气温38 .6 ℃, 绝对最低温- 4 .1 ℃, 最高月( 7 月) 均

温28 .6 ℃, 最低月( 1 月) 均温9 .7 ℃, 日均温高于10 ℃达296

d。年均降雨量为1 692 mm。由于受海洋气候的影响 ,4 ～9

月为雨季, 降雨量达1 248 .1 mm, 占年降雨量的73 .8 % 。

该县地质结构多样 , 成土母质有花岗岩、石灰岩、页岩、

砂页岩和紫色砂页岩等。土壤由红壤、黄壤、石灰土、紫色土

等组成[ 2] 。地质、地貌、土壤的多样性等造就了生境多样性 ,

也使动植物类群极为丰富。

2  植被特点

据资料和多年调查显示, 该县共有维管束植物213 科 ,

836 属,2 100 种。植被类型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其

次为亚热带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亚热带针阔混交林、亚

热带灌丛草坡等。森林群落具有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的特征, 在这里难以见到那些在南亚热带常见的热带性强

的成分, 落叶的亚热带、温带植物成分明显增加, 植物群落优

势种依次为壳斗科的苦槠(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栲( C.

fargesii) 、水青 冈( Fagus lucida) ; 樟科 的 建润 楠( Machilus

oreophil a) 、华润楠( M. chinensis) 等; 山茶科的黑柃( Eurya

macart neyi ) 、短柱柃( E. brevistyla) 等; 金缕梅科的缺萼枫香

( Liquidambar acalycina) 等[ 3] 。

3  乳源县蕨类植物区系分析

根据实地考察, 标本查证统计, 该县有蕨类植物190 种 ,

按秦氏系统[ 4 - 5] 可分为43 科,83 属, 分别占广东蕨类植物

科、属、种的76 .79 % 、59 .71 % 、40 .95 % 。

3 .1 科的分析

3 .1 .1 科的组成。共有蕨类植物43 科, 其中含10 种以上的

科有5 科, 依次为水龙骨科30/ 12( 种/ 属) ; 鳞毛蕨科29/ 16 ;

铁角蕨科14/ 1 ; 金星蕨科12/ 9 ; 蹄盖蕨科( 10/ 5) 。其中含4 属

以上的科有蹄盖蕨科、金星蕨科、鳞毛蕨科、水龙骨科, 占总

科数的9 .30 % ; 含3 属的科有石松科、膜蕨科、中国蕨科、乌

毛蕨科, 占总科数的9 .30 % ; 含2 属的科有石杉科、里白科、

碗蕨科、鳞始蕨科4 科, 占总科数的9 .30 % ; 单属科有松叶蕨

科、卷柏科、木贼科等31 科, 占总科数的72 .09 % 。从种的数

量上来看 , 含5 种以上的科有11 科, 共有133 种, 分别占总科

的25 .58 % , 总种数的70 .00 % ; 含3 ～4 种的科有8 科, 占总科

数的18 .60 % ; 含1～2 种的科有24 个, 占总科数的55 .81 % 。

从种属数量可以看出, 水龙骨科、鳞毛蕨科、铁角蕨科、

金星蕨科、蹄盖蕨科在乳源县的蕨类植物中占有较大的优

势, 特别是在蕨类植物中比较进化的水龙骨科比较丰富, 并

且还有苹科、槐叶苹科、满江红科、槲蕨科等在系统发育中比

较进化的科, 另外一些较为原始的科( 如石松科、卷柏科、木

贼科等) 在此县也均有分布( 表1) 。说明该县良好的生态地

理环境有利于蕨类植物演化与发展, 从而使其种类较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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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含3 种以上的科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families including morethan3species

科名

Family name

所含属数

Genera number

所含种数

Species number

占世界种数∥%

Percentage in world species

世界种数

World species

占中国种数∥%

Percentage in Chinese species

中国种数

Chinese species
瘤足蕨科Plagiogyriaceae    1    3 8 .57 35      15 .00    20

书带蕨科Vittariaceae 1 4 8 .00 50 26 .67 15

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 12 30 6 .00 500 12 .00 250

石松科Lycopodiaceae 3 3 4 .76 63 16 .67 18

铁线蕨科Adiantaceae 1 6 3 .00 200 20 .00 30

里白科Gleicheniaceae 2 4 2 .67 150 16 .67 24

乌毛蕨科Blechnaceae 3 6 2 .50 240 46 .15 13

鳞毛蕨科Dryopteridaceae 6 29 2 .42 1 200 4 .14 700

凤尾蕨科Pteridiaceae 1 9 2 .25 400 9 .00 100

铁角蕨科Aspleniaceae 1 14 2 .00 700 9 .33 150

蹄盖蕨科Athyriaceae 5 10 2 .00 500 2 .50 400

碗蕨科Dennstaedtiaceae 2 6 1 .50 400 10 .00 60

金星蕨科Thelypteridaceae 9 12 1 .20 1 000 3 .29 365

禾叶蕨科Grammitidaceae 1 3 1 .00 300 13 .04 23

石杉科Huperziaceae 2 3 1 .00 300 6 .25 48

中国蕨科Sinopteridaceae 3 3 1 .00 300 4 .48 67
卷柏科Selaginellaceae 1 6 0 .86 700 8 .57 70
三叉蕨科Aspidiaceae 1 3 0 .75 400 3 .33 90
膜蕨科Hymenophyllaceae 3 5 0 .71 700 6 .17 81

表2 蕨类植物科的分布类型

Table 2 Areal types of pteridophyte families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

科

Family

占总数∥%

Percentage intotal families
世界分布Cosmopolitan   12     27 .91

泛热带分布Tropics 9 20 .93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19 44 .19

Tropics and Subtropics

温带分布Temperate 3 6 .98

和多样化。

3 .1 .2  科的分布区类型。根据蕨类植物科的现代地理分

布[ 5] , 乳源县蕨类植物可分为4 个分布区类型( 表2) , 为世界

分布、泛热带分布、热带至亚热带分布和温带分布。总的又

可分为热带、亚热带性质的科和非热带、亚热带性质的科。

①热带、亚热带性质的 科。共有 28 科, 占该区总 科数的

65 .12 % , 是广东蕨类植物总科数的50 .00 % 。其中分布于热

带至亚热带的科较多, 共有19 科, 如 , 肿足蕨科、凤尾蕨科、瘤

足蕨科、书带蕨科、稀子蕨科、中国蕨科等; 以热带性质为主

的泛热带分布科有9 科, 如, 海金沙科、膜蕨科、鳞始蕨科、肾

蕨科、乌毛蕨科、里白科等。球盖蕨科、骨碎补科、雨蕨科等

科以亚洲亚热带性分布为主。槲蕨科以亚洲热带分布为主。

舌蕨科以热带美洲分布为主。②非热带、亚热带性质的科。

共有15 科 , 占该区总科数的34 .88 % , 是广东蕨类植物总科

数的26 .79 % 。包括世界分布科12 科, 温带分布科3 科。其

中铁角蕨科、石杉科、石松科、卷柏科、蹄盖蕨科等为世界性

分布的科, 温带分布科包括阴地蕨科、木贼科和球子蕨科。

3 .2 属的分析  

3 .2 .1 属的分布。属是一较高级的分类单位, 属间性状的差

异是比较稳定的[ 6] 。因此 , 一个区系属数的统计和分布区类

型的划分对于该区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乳源县共有蕨

类植物83 属, 其中含6 种以上的有7 属 , 占乳源县蕨类植物

总属数的8 .43 % , 分别是铁角蕨属 Aspleni um 14 种、鳞毛蕨属

Drypoteris 12 种、凤尾蕨属 Pteris 9 种、铁线蕨属 Adi antu m 6

种、卷柏属 Selagi nella 6 种、耳蕨属 Polystichum 6 种、瓦韦属

Lepisorus 6 种, 这7 属共含有蕨类植物59 种, 占该县蕨类植物

总种数的 31 .05 % 。含 4 ～5 种的属有 8 个, 占总属数的

9 .64 % , 分别为贯众属 Cyrt omi um 5 种、书带蕨属 Vittari a 4 种、

短肠蕨属 Allantodi a 4 种、狗脊属 Woodwardi a 4 种、复叶耳蕨

属 Arachni odes 4 种、线 蕨 属 Colysis 4 种、假 瘤 蕨 属 Phy-

mat opt eris 4 种、石韦属 Pyrrosi a 4 种。含2 ～3 种的有22 属 ,

如, 毛蕨属 Cycl osor us 、蹄盖蕨属 At hyri um、碗蕨属 Dennst aedti a 、

瓶蕨属 Trichomanes 等 , 占总属数的26 .51 % 。单种属有 46

属, 如, 金 毛 狗 属 Cibotiu m、稀 子 蕨 属 Monachosorum、蕨 属

Pteri di um、苹属 Marsilea 、槐叶苹属 Salvi ni a 等, 占总属数的55 .

42 % 。可见乳源县蕨类植物区系主要以单种属为主, 另外少

种属也占一定的比例。参照吴兆洪、秦仁昌对蕨类植物属的

分布区类型[ 5] 所作的分析我们把乳源县蕨类植物的83 属分

为12 个分布区类型( 表3) , 总体可归属于世界广布、热带 -

亚热带分布和温带分布3 种类型。

3 .2 .2 世界广布属。乳源县共有世界分布属13 属, 占总属

数的15 .66 % , 包括卷柏属、瓶尔小草属、紫萁属、蕨属、铁线

蕨属、铁角蕨属、耳蕨属、满江红属、苹属、石杉属、石松属、阴

地蕨属、槐叶苹属, 其中较大的属有铁角蕨属14 种 , 占总种数

7 .37 % 、铁线蕨属6 种, 占3 .16 % , 为该地区的优势属。另外 ,

卷柏属、蕨属、铁线蕨属、铁角蕨属与耳蕨属主产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 紫萁属主要产于北半球。既有石杉属、石松属、卷柏

属、瓶尔小草属等现存蕨类的原始代表, 又有苹属、满江红属

等比较进化的类型。

3 .2 .3 热带、亚热带分布属。乳源县共有蕨类植物83 属, 其

中热带、亚热带分布属就有54 属, 占总属数的65 .06 % , 包括

泛热带分布、旧大陆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分布、热带亚洲和热

带美洲间断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热带亚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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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非洲分布, 热带亚热带分布属在该县蕨类植物区系中数

量最大、包含种类最多, 是构成该县蕨类植物区系的主体

( 如, 凤尾蕨属、石韦属、复叶耳蕨属、书带蕨属等) 。这其中

泛热带分布属、热带亚洲分布属和旧世界热带分布属是热

带、亚热带分布属中最重要的分布类型 , 分别为24 、12、11 属 ,

占总属数的28 .92 % 、14 .46 % 、13 .25 % , 泛热带分布属如 , 凤

尾蕨属、毛蕨属、短肠蕨属等。

表3 蕨类植物属的分布类型

Table 3 The areal-types of pteridophyte genera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

属

Genera

占总属数∥%

Percentage intotal genera
世界分布Cosmopolitan  13

泛热带Pantropic 24     34 .29

旧世界热带Old worldtrop 11 15 .71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3 4 .29

Trop . Asia-America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1 1 .43

Trop . Asiato Trop . Oceania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3 4 .29

Trop . Asiato Trop . Africa

热带亚洲Trop . Asia 12 17 .14

北温带- 热带North Temperate- Trop . 4 5 .71

北温带North Temperate 4 5 .71

温带亚洲Temperate Asia 6 8 .57

东亚East Asia 1 1 .43

中国特有Endemic to Chi na 1 1 .43

  该类型中含种数最多的属为凤尾蕨属9 种 , 此属为泛热

带分布属 , 全世界约有300 种 , 主产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南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及南非洲, 北到日本及北美洲。我国

有68 种, 主要分布于华南及西南, 少数种类向北到达秦岭南

坡。在乳源县为优势属。

3 .2 .4  温 带 分布 属。温带 分 布属 14 属, 占 总属 数 的

16 .87 % , 包括北温带 - 热带、北温带、温带亚洲 , 如, 鱼鳞蕨

属、鳞毛蕨属、蹄盖蕨属、狗脊属、木贼属等, 其中更包含一些

比较大的属 , 如鳞毛蕨属12 种, 由此可见温带成分在该县占

有一定的比例, 这和该县位于北回归线附近, 北和湖南交界

不无关系。另外该县具有东亚分布1 属瓦韦属, 中国特有1

属黔蕨属 Phanerophl ebiopsis , 该属特产于我国贵州及其邻近地

区, 共4 种。由以上分析可见, 该县蕨类植物区系有典型的热

带亚热带性质 , 深受热带蕨类植物区系的影响, 同时温带成

分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 在该县蕨类植物区系中也起着一定的

作用。

4  讨论

( 1) 乳源县蕨类植物区系具有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性质 ,

但又有一定的温带成分, 这和该县处于北回归线北侧, 广东

省北部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 2) 古老和进化的蕨类植物都极丰富。悠久的地质历史

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保证了当地蕨类植物的生长繁衍 ,

使蕨类植物区系中既有一些古老科属, 如石松科、木贼科、海

金沙科等, 又有一些较进化的科属, 如水龙骨科、苹科、槐叶

苹科等, 在系统进化、发育上表现出较为连续的关系。

( 3) 单种科的数量较多。当地共有单种科17 个, 包括松

叶蕨科、瓶尔小草科、观音座莲科、蚌壳蕨科、稀子蕨科、蕨

科、肿足蕨科、球子蕨科、球盖蕨科、舌蕨科、肾蕨科、骨碎补

科、雨蕨科、槲蕨科、剑蕨科、苹科、槐叶苹科, 占总科数的

39 .53 % 。

( 4) 蚌壳蕨科的金毛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7] , 此植物

既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又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以致人们

争相采集挖掘, 这也是造成其近年来濒危的原因。另外鳞毛

蕨科的黔蕨属为中国特有属, 有粗齿黔蕨( Phanerophl ebiopsis

bli nii ) 一种, 建议对这几种蕨类植物及一些具有药用、观赏价

值的野生蕨类如, 东方荚果蕨、华东阴地蕨( Scepteridiumdauci-

foli um) 、松叶蕨、千层塔等加强保护, 并合理发展人工栽培以

解决社会的需要。

( 5) 研究区县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蕨类植物

资源, 建议加大开发力度, 培养栽培种推广种植 , 应能给当地

经济带来一定的活力。与此同时应建立监测与保护措施, 防

止野生蕨类资源的破坏, 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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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科学地开发利用国产泥炭资源 , 推动国产泥炭产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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