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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华东地区的木兰科植物地理分布状况进行了整理修订 ,理清了不同种在该区的分布范围及分布规律 , 对木兰科特有种较多的
几个地区以及狭域分布的特有种进行了探讨, 并将该区分布的木兰科植物与其他相邻省份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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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ituations of Magnoliaceae plants i n East China were arranged and revised . The distribution range and laws of
different species i nthese areas were made clear . Several areas with more specific species of Magnoliaceae and stenochoric species were discussed . The
plants of Magnoliaceae distributed in these areas and other adjacent provinces were compa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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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科( Magnoliaceae) 是被子植物中原始、古老的植物类

群, 在研究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中起重要作用[ 1] 。

木兰科植物中许多种类树姿端庄、花大芳香, 如白玉兰、紫玉

兰等, 在古代已应用于庭院绿化。作为药材原植物的厚朴、

紫玉兰、望春花等也有悠久的栽培利用历史[ 2] 。笔者在总结

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通过标本整理, 野外调查和查阅相关资

料, 对华东地区( 该处指苏、浙、皖、闽、赣5 省的行政区域) 木

兰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 旨在为更好

地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1  自然地理状况

华东地区的气候为暖温带- 中亚热带 - 南亚热带北缘。

地形复杂多变, 名山大川和江湖河流众多。江南丘陵区, 多

为几十米到几百米的丘陵地, 亦有海拔1 000 m 以上的高山 ,

如黄山、大别山、天目山、庐山、井冈山、武功山、九连山等; 东

南沿海丘陵区, 以丘陵为主, 山体有武夷山、戴云山等; 降雨

主要集中在夏季, 降雨量多在700～1 800 mm。该区南北跨度

较大, 气候差异也比较明显。南部气温较高, 降雨量大; 北部

气温低 , 冬季冰冻频繁, 北部极端最低温可达- 20 ℃[ 3] 。

2  木兰科植物的分布范围

木兰科树种的省级分布, 只能对该省自然分布的该科树

种的种类加以统计, 至于具体的分布区域和分布规律, 则无

从知晓。在研究植物地理分布时, 不能单纯受行政地域的限

制, 而应从植被分布特点来进行综合分析。笔者参照中国植

被区划系统, 把有木兰科植物分布的华东5 省区分成几个植

被小区 , 并对小区内的木兰科树种加以整理, 分别进行讨论。

华东5 省的木兰科植物的分布见表1[ 2 - 8] 。其中, 福建

省20 种 , 江西省24 种, 浙江省14 种, 安徽省12 种 , 江苏省2

种[ 4] 。华东地区共有木兰科树种6 属,28 种,2 变种, 少于西

南、华南和华中地区。

2 .1 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  该区包括安徽中

部、西部和江苏省的中南部。年均温13 .5 ～16 .0 ℃, 降水量

800～1 200 mm, 植被是以壳斗科为基本建群种的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 3] 。该区东部无木兰科植物分布, 主要集中在西部

和南部。主要有以下种类: 黄山木兰、紫玉兰、望春玉兰、白

玉兰、武当木兰、天女花、天目木兰、宝华玉兰、凹叶厚朴、鹅

掌楸等。其中的大部分种类都分布在西部的大别山地区, 武

当木兰和望春玉兰为安徽分布新记录; 宝华玉兰为江苏省句

容宝华山特有种, 在江苏省部分只有宝华玉兰和天目木兰

分布。

2 .2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带

2 .2.1 浙皖山地小区。该区包括浙北、赣东北、皖南地区。

该区年平均温度15 .5 ～17 .0 ℃, 最低气温- 12 ℃以下。降水

量东低西高, 在1 100 ～1 800 mm。建群种以壳斗科的甜、苦

槠和山茶科的木荷为主[ 3] 。在该区, 木兰科中的常绿成分开

始出现 , 常绿的种有木莲、乳源木莲、深山含笑、野含笑, 落叶

种类有天目木兰、黄山木兰、白玉兰、武当木兰、厚朴、凹叶厚

朴、鹅掌楸、天女花等。

2 .2.2 浙闽山地小区。该区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分布地带, 包括浙江大部、闽北及赣东一角。年平均温度16

～19 ℃。平均降水量1 200 ～2 000 mm。该区分布的木兰科

植物有木莲、乳源木莲、乐东拟单性木兰、观光木、深山含笑、

鳞药含笑、阔瓣含笑、雅致含笑、野含笑, 落叶种类有天目木

兰、黄山木兰、白玉兰、厚朴、凹叶厚朴、紫玉兰、天女花、望春

玉兰、鹅掌楸等。在该区, 常绿种类大都分布在海拔1 100 m

以下, 落叶种类从低海拔到中海拔均有分布, 唯有喜冷凉气

候的天女花可分布到1 800 m 以上。

2 .2.3 赣西丘陵及鄱阳湖小区。该区包括赣西的宜春、九

江、南昌以及安吉和抚州的一部分。该区地貌以山地为主 ;

年均温16 ～18 ℃, 降水量1 300 ～1 900 mm[ 3] 。在南昌地区附

近残存的片林中 , 有木兰科的野含笑、深山含笑、木莲、乳源

木莲、白玉兰分布。西部山地分布着较多的木兰科植物 , 如

木莲、乳源木莲、红花木莲、落叶木莲、深山含笑、紫花含笑、

野含笑、乐昌含笑、凹叶厚朴、白玉兰、紫玉兰、黄山木兰、鹅

掌楸等。

2 .3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

2 .3.1 浙东南、闽中小区。该区包括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中

部。年均温18 ～20 ℃ , 降水量1 600 ～1 800 mm。该区的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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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植物有木莲、乳源木莲、红花木莲、福建含笑、苦梓含笑、金

叶含笑、野含笑、深山含笑、阔瓣含笑、醉香含笑、灰毛含笑、

紫花含笑[ 8] 、观光木、乐东拟单性木兰、鹅掌楸、凹叶厚朴、白

玉兰、黄山木兰等。

表1 华东地区木兰科植物的地理分布

Table 1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gnoliaceae plantsin East China

属名

Genus name

种名

Species name

福建

Fujian

江西

Jiangxi

浙江

Zhejiang

安徽

Anhui

江苏

Jiangsu
木莲属 桂南木莲 Manglieti a √

Manglieti a chingii

毛桃木莲 M. moto √

红花木莲 M.insignis √ √

木莲 M.fordi ana √ √ √ √

落叶木莲 M. deciduas √

乳源木莲 M. yuyuanensis √ √ √ √

木兰属 武当木兰 Magnoli a √

Magnolia sprengeri

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 √ √ √

subsp . biloba

厚朴 M. officinalis √ √ √

天女花 M. sieboldii √ √ √ √

白玉兰 M. dennudata √ √ √

宝华玉兰 M.zenii √

天目木兰 M. a moena √ √ √ √

望春玉兰 M. biondii √ √

拟单性木兰属 黄山木兰 M. cylindrical √ √ √ √

Parakmeria 紫玉兰 M.lilifl ora √ √ √

乐东拟单性木兰 √ √ √

Parakmeri a lotungensis

含笑属 雅致含笑 Michili a elegns √

Michelia 美毛含笑 M. caloptll a √

阔瓣含笑 M. platypetal a √ √

野含笑 M. skineri ana √ √ √ √

乐昌含笑 M. chopensis √

鳞药含笑 M.linyaoesis √
苦梓含笑 M. balansae √
深山含笑 M. maudiae √ √ √ √
金叶含笑 M.foveolat a √ √

灰毛含笑 M.foveolat a . √ √
var .cinerascens

紫花含笑 M. crassipis √ √
福建含笑 M.fujianensis √ √

观光木属 观光木 Tsoongildendron √ √
Tsoongiodendron
odorum
鹅掌楸属 鹅掌楸 Liriodendron √ √ √ √
Liriodendron
chinensise

合计Total 20 27 14 12 2

 注 :“√”指该区存在种。

 Note :“√”stand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species in this area .

2 .3.2 江西南部小区。该区包括江西的赣州、安吉和抚州

南部, 年均温18～21 ℃, 年降水量1 400 ～1 900 mm。植被以

壳斗科、樟科和山茶科树种为建群种[ 3] 。主要木兰科树种

有: 红花木莲、木莲、乳源木莲、桂南木莲、观光木、乐东拟单

性木兰、金叶含笑、福建含笑[ 6] 、深山含笑、野含笑、美毛含

笑、黄心夜合、紫花含笑、乐昌含笑、阔瓣含笑、白玉兰、厚朴、

凹叶厚朴 、天目木兰、黄山木兰、夜香木兰( 可能为栽培植

株) 、鹅掌楸等。

2 .4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带的北部亚地带 该地带在

华东只包括福建的闽侯、泉州、漳州、莆田地区, 年均温20 ～

21 ℃, 降水量1 300 ～1 700 mm。地貌多为100 ～500 m 的丘

陵。该区的木兰科树种以华南、西南为分布中心的种类居

多, 主要有毛桃木莲、木莲、阔瓣含笑、金叶含笑、醉香含笑、

深山含笑、野含笑、观光木、乐东拟单性木兰等。另外, 江苏

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有在该区采集的夜香木兰

和白玉兰标本, 但无法考证是否野生, 暂录于此。

3  木兰科植物分布规律

3 .1  地理分布不均衡 由于该区纬度跨度大, 相应的气候

差异也很大。北部的江苏北部、皖北和上海无木兰科树种分

布。在该区的中亚热带南部, 汇集了该科的大部分常绿种

类, 许多南亚热带分布的种类如毛桃木莲、桂南木莲、观光

木、苦梓含笑在该区出现。中亚热带北部, 落叶种类开始增

多, 常绿种类也多为较耐寒的种类, 如深山含笑、野含笑、阔

瓣含笑、乐东拟单性木兰、木莲、乳源木莲等。在北亚热带 ,

只有落叶的木兰属植物和鹅掌楸分布了, 如木兰属的宝华玉

兰、黄山木兰、天目木兰、白玉兰、天女花、武当木兰、望春玉

兰、凹叶厚朴、马褂木等。其中 , 天女花只分布在海拔800 ～

1 000 m 以上的高山地带, 该种也是木兰科分布最北的种类 ,

可达我国的吉林和辽宁等省。该带也是华东地区木兰科植

物分布的北界。

3 .2 特有和分化现象  该区分布的华东特有种较多, 如落

叶木莲、黄山木兰、天目木兰、宝华玉兰、雅致含笑、鳞药含

笑[ 9] 、福建含笑、灰毛含笑等。除了黄山木兰和天目木兰为

广布种外, 其余均为狭域种, 宝华玉兰、雅致含笑仅见于模式

产地。

从特有种的分布来看, 在浙南、赣东、闽北的武夷山脉地

区, 有一个特有现象中心。灰毛含笑、雅致含笑、鳞药含笑[ 9]

等均分布在该区, 另有一些以前作为新种发表的, 后来被归

并或未被承认的种类, 如悦色含笑、七瓣含笑、美毛含笑、武

夷含笑、景宁木兰、武夷木兰等[ 7] , 这些报道的新分类群与归

并的种类多少有一些差异, 表明这一地区的木兰科树种尚处

在一个继续分化的阶段。天目山- 黄山 - 大别山地区分布

着较多的木兰属种类, 特有种天目木兰、黄山木兰、罗田玉兰

( 湖北大别山) [ 4] 等都是木兰属中落叶的较进化类型[ 10] , 同时

这一地区也是木兰科植物分布的边缘地区。也很可能该区

( 可延续到河南的伏牛山地区) 是木兰属分布边缘区的一个

次级分化中心。福建含笑主要分布点在福建中西部和江西

东部和南部。雅致含笑只见于浙江庆元。江西宜春分布有

特有种落叶木莲。宝华玉兰特产于江苏句容宝华山。

3 .3  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从地理分布来看, 该区南部同华

南, 甚至西南地区都有密切的联系, 有许多共有种类 , 如红花

木莲、毛桃木莲、桂南木莲、乐东拟单性木兰、阔瓣含笑、金叶

含笑、紫花含笑、观光木等。与华东地区相邻的省份比较, 其

中, 与湖南的共有种类最多, 达到19 种; 与广东的共有种15

种; 与湖北的共有种9 种; 与河南共有种4 种; 与河北的共有

种1 种。

宜春分布的落叶木莲与湖南西部之间存在一个小尺度

的间断分布现象。属于华中区系成分的武当木兰和望春玉

兰也渗透到华东的安徽西部和南部。

3 .4  保护树种众多  华东分布的木兰科树种中 , 有许多国

家保护的珍稀树种, 如落叶木莲、红花木莲、宝华玉兰、鹅掌

( 下转第150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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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茜素和环丙沙星治疗组全部存活, 约2 d 后全部恢复正常 ,

空白对照组均表现正常。由表4 可知, 绿脓杆菌感染对照组

12 ～16 h 内发病, 表现为下痢、粪便水样、精神沉郁, 最终全部

死亡, 六茜素治疗组全部存活, 恢复快,3 d 后饮食全部趋于

正常, 而环丙沙星治疗组存活19 只 , 死亡1 只, 约5 d 后恢复

正常, 同时空白对照组表现正常。

表3 六茜素对大肠杆菌感染的动物模型的保护作用

Table 3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yroline on ani mal model infected by E .

coli

组别
Group

动物数量
Ani mal

number∥只

死亡数
Dead

number∥只

死亡率
Death

rate ∥%

存活率
Survival

rate∥%

六茜素治疗组 20   0  0  100

Pyroline treatment group

环丙沙星治疗组 20 0 0 100

Ciprofloxacintreatment group

感染对照组 20 20 100 0

Infection control group

空白对照组 20 0 0 100

Blank control group

表4 六茜素对绿脓杆菌感染的动物模型的保护作用

Table 4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yroline on animal model infected by P .

aeruginosa

组别
Group

动物数量
Ani mal

number∥只

死亡数
Dead

number∥只

死亡率
Death

rate ∥%

存活率
Survival

rate∥%

六茜素治疗组 20   0  0  100

Pyroline treatment group

环丙沙星治疗组 20 1 5 95

Ciprofloxacintreatment group

感染对照组 20 20 100 0

Infection control group

空白对照组 20 0 0 100

Blank control group

2 .4  急性毒性测定结果  六茜素对小鼠的最小致死量

( MLD) 测定结果表明, 六茜素的最小致死量( MLD) 约为400

mg/ kg 。改良寇氏法计算得出六茜素的半数致死量( LD50) 为

513 .25 mg/ kg ,95 % 置信区间为462 .55～569 .44 mg/ kg 。

3  结论与讨论

( 1) 目前, 由大肠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

菌等多种病原菌引起的仔猪水肿病、仔猪黄白痢、奶牛乳房

炎等多种疾病给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而青霉素、

链霉素、头孢类药物等广泛使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

题, 如耐药菌株的增多和药物残留问题, 不仅影响最终疗效 ,

造成经济损失, 而且危害人类健康。为此, 疗效好、毒性低、

无残留的药物开发迫在眉睫, 寻求对这些病原菌敏感的药物

是多年来众多科研单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发现六

茜素与临床常用药相比, 具有抗菌谱广、毒性低、体内代谢

快、不易产生耐药性、不存在药物残留等特点 , 在临床推广

上, 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应用价值。

( 2) 笔者利用体外药敏试验、体内药效学试验测定了六

茜素对大肠杆菌等6 种细菌的杀菌效果 , 利用急性毒理学试

验检测了六茜素对动物生长状况的影响。体外药敏试验结

果表明, 六茜素对所选菌株均比较敏感, 与其他常用药相比 ,

其抗菌谱广、没有局限性, 并且对 G+ 和 G- 的抑菌效果显著 ;

体内药效学试验结果表明 , 六茜素对人工感染大肠杆菌、绿

脓杆菌的小白鼠的疗效显著, 且治疗率均为100 % , 其中对人

工感染绿脓杆菌的小白鼠的治疗效果高于盐酸环丙沙星( 治

疗率为95 %) ; 急性毒性试验结果显示, 除300 mg/ kg 剂量组

无明显变化外, 其余剂量组在口服染毒后10 ～60 min 内先出

现兴奋, 随后出现后肢麻痹、呼吸困难及抽搐现象, 直至死

亡, 高剂量组比低剂量组表现强烈。六茜素对小鼠的最小致

死量( MLD) 约为400 mg/ kg , 半数致死量( LD50) 约为 513 .25

mg/ kg 。该研究为进一步临床应用六茜素治疗动物疾病提供

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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