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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区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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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有 96科 337属 1009种 ,其中蕨类植物 22科 30属 41种 ,种子植物 74科 307属 968

种 ,主要是由草本植物组成 ,科、属的优势现象明显。分布区类型多样 ,在科级水平上有 8个类型和 2个变型 ,在属

级水平上有 13个类型和 12个变型 ,在种级水平上有 13个类型和 5个变型 ,表明该区系地理成分复杂 ,与其他区系

联系广泛 ;温带成分占微弱优势 ,反映出该区系从热带到温带过渡的区系特点 ;世界分布成分多为建群种和优势

种 ;特有属、种贫乏 ,说明湿地植被的隐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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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1009 species of vascular p lantswhich belongs to 337 genera in 96 fam ilies, including
Pteridophytes (41 species, 30 genera and 22 fam ilies) and spermatophytes (968 species, 307 genera and
74 fam ilies) in wetland of Hubei p rovince. This flora is mainly composed of herbage and the phenomena
of p reponderant fam ilies and genera are obviously. The distribution area types of this flora were abundant.
For species level, there were 15 distribution area types and 5 sub2types, for genus level, there were 13 dis2
tribution area types and 12 sub2types, and for fam ily level, there were 8 distribution area types and 2 sub2
types. This is p roved that the flora with comp licate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extensive connection with
other flora. Comparing with trop ical elements, the temperate elements occupy only slightly p redom inance,
which reflect the character of the flora transferring from trop ical to temperate. The cosmopolitan compo2
nents are constructive and dom inant elements in the flora but the endem ic genera and species are scarcity
which reflects the intrazonal nature of the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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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

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 ,带有或静止或流

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 ,包括低潮时水

深不超过 6 m的水域 [ 1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 ,省

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 ,湿地类型多样 ,湿地面

积占湖北省国土总面积的 8141%
[ 2 ]

,湿地植物资源

十分丰富。长期以来虽然开展了大量的湖北省湿地

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工作 ,但迄今为止尚未见湖北湿

地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报道。作者依据多年

实地调查结果 ,并结合有关参考资料 [ 3 - 15 ]
,对湖北

省湿地维管植物进行了统计 ,分析了湖北省湿地植

物区系的性质和特点 ,以期为探讨湖北省湿地植物

分布、起源和演化规律 ,促进其湿地植物资源有效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多样性统计与分析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共有 96科 337属 1009种

(含种下分类等级 ,下同 ) ,其中蕨类植物 22科 30

属 41种 ,裸子植物 2科 4属 6种 ,被子植物 72科

303属 962种。在被子植物中 ,双子叶植物 53科 205

属 650种 ,单子叶植物 19科 98属 312种 ,因此 ,双

子叶植物构成了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区系的主体。

1. 1　科的多样性统计与分析

在湖北省 96科湿地维管植物中 , 含 20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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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科有 14科 ,分别是莎草科 [ Cyperaceae, 113种

(科名 ,种数 ) ,下同 ]、禾本科 ( Gram ineae, 94)、菊科

(Compositae, 79 )、蓼科 ( Polygonaceae, 66 )、唇形科

(Labiatae, 56 )、荨麻科 ( U rtiaceae, 51 )、玄参科

( Scrophulariaceae, 32)、堇菜科 (V iolaceae, 29)、豆科

(Legum inosae, 26)、伞形科 (Umbelliferae, 24 )、凤仙

花科 ( Balsam inaceae, 21 )、十字花科 ( Cruciferae,

20)、报春花科 ( Primulaceae, 20 )和龙胆科 ( Genti2
anaceae, 20) ,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14158% ,含种数达

651种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64152% ,大多数种类是

湖北省湿地植被的优势种或建群种 ;含种数在 10～

19 种的中等科共有 9 科 , 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9138% ,其所含种数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12158% ;含

种数在 2～9 种的小型科共有 48科 ,占总科数的

50% ,而其所含种数占总种数的 20142% ;单种科共

有 25科 ,各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26104%、总种数的

2148% (见表 1)。因此 ,科的优势现象明显。

表 1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科内种的组成
Table 1　The composition of species in fam ilies of

vascular p lants of wetland in Hubei

科内含种数
Num. of species

in fam ilies

科数
Num. of
fam ilies

占总科数
( % )

% of total
fam ilies

种数
Num. of
species

占总种数
( % )

% of total
species

大科 (≥20种 )
≥20 spp. / fam. 14 14. 58 651 64. 52

中等科 (10～19种 )
10～19 spp. / fam. 9 9. 38 127 12. 58

小型科 (2～9种 )
2～9 spp. / fam. 48 50. 00 206 20. 42

单种科 (含 1种 )
1 sp. / fam. 25 26. 04 25 2. 48

合计　 Total 96 100 1009 100

1. 2　属的多样性统计与分析

在湖北省 337属湿地维管植物中 ,含种数在 10

种以上的大属共有 19属 ,包括苔草属 [ Carex, 51种

(属名 ,种数 ) ,下同 ]、蓼属 ( Polygonum , 44)、堇菜属

(V iola, 29 )、凤仙花属 ( Im patiens, 21 )、冷水花属

( P ilea, 20 )、珍珠菜属 (L ysim ach ia, 18 )、眼子菜属

( Potam ogeton, 16)、楼梯草属 ( E la tostem a, 16 )、藨草

属 ( Scirpus, 14 )、碎米荠属 ( Cardam ine, 14 )、菱属

( Trapa, 14 )、莎草属 ( Cyperus, 13 )、灯心草属 ( Jun2
cus, 13 )、酸模属 ( R um ex, 13 )和柳叶菜属 ( Epilobi2
um , 13)等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5164% ,共含有 351

种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34178% ,在该区系中居于优

势地位 ;含 5～9种的多种属共有 31个 ,占该区系总

属数的 9120% ,共含有 192 种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19103% ;含 2～4种的寡种属共有 113个 ,占该区系

总属数的 33153% ,共含有 292种 ,占该区系总种数

的 28194% (见表 2) ,在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区系

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 ,单种属植物在该区系中也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表 2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属内种的组成
Table 2　The composition of species in genera of

vascular p lants of wetland in Hubei

属内含种数
Num. of species

in genera

属数
Num. of
genera

占总属数
( % )

% of total
genera

种数
Num. of
species

占总种数
( % )

% of total
species

大属 (≥10种 )
≥10 spp. /gen. 19 5. 64 351 34. 78

多种属 (5～9种 )
5～9 spp. /gen. 31 9. 20 192 19. 03

寡种属 (2～4种 )
2～4 spp. /gen. 113 33. 53 292 28. 94

单种属 (1种 )
1 sp. / gen. 174 51. 63 174 17. 25

合计　Total 337 100 1009 100

　　另外 ,在湖北省 337属湿地植物中还包括 15个

世界性单型属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4145% ,分别是

莼菜属 (B rasen ia )、芡属 ( Eurya le)、水杉属 (M etase2
quoia)、大漂属 ( P istia )、水棘针属 (Am ethystea )、蕺

菜属 ( Houttuyn ia )、睡菜属 (M enyan thes )、翼蓼属

( P teroxygonum )、水松属 ( Glyptostrobus) (栽培 )、菵

草属 (B eckm annia)、鹅肠菜属 (M yosoton)、马蹄芹属

(D ick insia )、假婆婆纳属 ( S tim pson ia )、泥胡菜属

(Hem istepta)和虾须草属 ( Sheareria)。分布于湿地 ,

尤其在水生或沼生生境的单型属及寡种属中 ,多有

古老的类群 ,如芡属、莲属、金鱼藻属、水鳖属、苦草

属 (V a llisneria)等 ,均见于湖北湿地维管植物区系

中 [ 16 ]。

单种科或寡种属大量存在 ,它们虽然不是构成

该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说明了本区系在科

和属级水平的多样性 ,同时也反映出本区系与全球

植物区系的广泛联系。

1. 3　种的多样性统计与分析

在湖北省 1009种湿地维管植物中 ,参照《中国

植被 》生活型划分系统 [ 17 ]划分 ,乔木、灌木、草本和

藤本分别是 21种、18种、953种、17种 ,各占该区系

总种数的 2108%、1179%、94145%和 1168% (见表

3)。3种常绿乔木湿地松 ( P inus elliottii)、水松 (Gly2
ptostrobus pensilis)、墨西哥落羽杉 ( Taxod ium m ucro2
na tum )都是引种栽培的 ; 18种落叶乔木主要是杨柳

科和胡桃科植物 ,生活在河、湖沿岸。3种常绿灌木

为小叶蚊母树 (D isty lium bux ifolium )、中华蚊母树

(D isty lium ch inesess)和水团花 (Ad ina pilu lifera)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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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种的生活型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n life form of vascular p lants of wetland in Hubei

生活型
L ife form

常绿乔木
EA

落叶乔木
DA

常绿灌木
ES

落叶灌木
DS

草质藤本
HL

一年生草本
AH

多年生草本
PH

总计
Total

种数
Num. of species 3 18 3 15 17 328 625 1009

占总种数 ( % )
% of total species 0. 3 1. 78 0. 3 1. 49 1. 68 32. 51 61. 94 100

Notes: EA: Evergreen arbor; DA: Defoliation arbor; ES: Evergreen shrub; DS: Defoliation shrub; HL: Herbage liana; AH: Annual herb; PH: Perennial herb.

要生活在河岸带湿地 ; 15 种落叶灌木如密蒙花

(B udd leja off icina lis)、苎麻 (B oehm eria n ivea)和水麻

(D ebregeasia orien ta lis)等 ; 17种藤本植物均是草质

藤本 , 如南赤瓟 ( Th lad ian tha nud if lora )、野大豆

(Glycine soja )和鸡矢藤 ( Paederia scandens)等 ;在

953种草本植物中 ,一年生草本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32151% ,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61194% ,可见 ,二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构成了湖北

省湿地维管植物区系的主体。王荷生认为多年生草

本植物在温带植物区系中占优势 [ 18 ] ,本区系丰富的

多年生植物说明该区系与温带植物区系的广泛联系。

此外 ,本区系也有不少珍稀濒危植物 ,如水杉、

疏花水柏枝 (M yrica ria lax iflora)、野大豆 ( Glycine so2
ja)、裸蒴 ( Gym notheca ch inensis)、马蹄芹 (D ick insia

hydrocoty loides)、黄花鸢尾 ( Iris w ilson ii)和狭叶瓶尔

小草 (O ph iog lossum therm ale)等 [ 19 ]。

2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地理成分统计与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共有 96科

337属 1009种 ,其中野生维管植物共有 94科 328属

955种 ,下面仅对湖北省野生湿地维管植物地理成

分进行统计与分析。

2. 1　科的地理成分统计与分析

参考吴征镒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

统 [ 20 ]
,将湖北省野生湿地维管植物 94科划分为 8

个分类型和 2个变型 (见表 4) ,归并为世界分布科、

热带分布科和温带分布科。

2. 1. 1　世界分布科

世界分布科共有 51 个 ,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54126% ,蕨类植物如水韭科 ( Isoetaceae)、满江红科

( Polypodiaceae )、槐叶苹科 ( Salviniaceae )、苹科

(Marsileaceae)、铁角蕨科 (A sp leniaceae)、铁线蕨科

(Adiantaceae)和紫萁科 (O smundaceae)等 ,被子植

物如莎草科、禾本科、菊科、蓼科、唇形科、玄参科、堇

菜科、豆科、伞形科、十字花科、报春花科和龙胆科等

均是含 20种以上的湿生植物大科 ,此外 ,还有柳叶

菜科 (Onagraceae)、眼子菜科 ( Potamogetonaceae)、毛

茛科 ( Ranunculaceae)、睡莲科 (Nymphaeaceae)、茨

藻科 (Najadaceae)、泽泻科 (A lismataceae)、水鳖科

(Hydrocharitaceae)、狸藻科 (Lentibulariaceae)、金鱼

藻科 ( Ceratophyllaceae)、水马齿科 ( Callitrichaceae)

和小二仙草科 ( Haloragidaceae)等均是典型的湿生

植物科。该世界分布科共包含 262属 795种 ,分别

占该区系总属数 79188% (野生维管植物总属数 ,下

同 )和总种数的 83125% (野生维管植物总种数 ,下

同 ) ,可见世界分布科在该区系占主导地位 ,也显示

了湿地植物的隐域性。

2. 1. 2　热带分布科

热带分布科共有 27 个 ,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62179% (不包括世界分布 ,下同 ) ,其中 ,绝大多数

是泛热带分布科 (见表 4)。泛热带分布科共有 23

个 ,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53148%。常见的有谷精草

科 ( Eriocaulaceae)、鸭跖草科 (Commelinaceae)、雨久

花科 ( Pontederiaceae)、荨麻科 (U rtiaceae)凤仙花科、

里白科 ( Gleicheniaceae)、凤尾蕨科 ( Pteridaceae)、水

蕨科 ( Parkeriaceae)和鸢尾科 ( Iridaceae)等 ,这些科

是重要的湿地植物资源。

2. 1. 3　温带分布科

温带成分科共有 16 个 ,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37121% ,主要是北温带分布科。北温带分布科共有

13个 ,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30123% ,本类型在湖北省

湿地维管植物区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含有许多湿地

植被的建群种或优势种 ,如百合科 (L iliaceae)、忍冬

科 (Cap rifoliaceae)、黑三棱科 ( Sparganiaceae)、灯心

草科 (Juncaceae)、茅膏菜科 (D roseraceae)和牻牛儿

苗科 ( Geraniaceae) ,而杨柳科 ( Salicaceae)、胡桃科

(Juglandaceae )、桦木科 ( Betulaceae )、金缕梅科

(Hamamelidaceae)和杉科 ( Taxodiaceae)是少有的湿

地木本植物科。

从科级水平看 ,热带成分的科数占优势 ,表明本

区系与热带植物区系的亲缘关系 ,这与吴钲镒的中

国亚热带地区植物区系有着很大热带亲缘的观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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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 17 ]。

2. 2　属的地理成分统计与分析

依据《中国植物志 》第一卷 [ 21 ]有关蕨类植物属

分布区类型和吴征镒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

型划分系统 [ 20 ]
,将湖北省野生湿地维管植物 328属

划分为 13个类型和 12个变型 (见表 4) ,归并为世界

分布属、热带分布属、温带分布属和中国特有分布属。

2. 2. 1　世界分布属

世界分布属共有 79 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24109% ,其中水韭属 ( Isoetes)、木贼属 ( Equ isetum )、

蹄盖蕨属 (A thyrium )、苹属 (M arsilea )、槐叶苹属

(Sa lvin ia)和满江红属 (A zolla)等蕨类植物是构成林

下和林缘湿地植被的重要组成成分 ;被子植物如苔

草属、蓼属、堇菜属、珍珠菜属、碎米荠属、藨草属、莎

草属、灯心草属、酸模属、毛茛属 ( Ranuncu lus)等在

该区系中都是含 10种以上的大属。浮叶植物如睡

莲属 ( N ym phaea )、莕菜属 ( N ym phoides )、浮萍属

(L em na)、紫萍属 (S pirodela ) ,以及沉水植物如眼子

菜属、茨藻属 (N a jas)、金鱼藻属 (Cera tophyllum )和

角果藻属 ( Zann ichellia)等均是该区系重要的植物。

表 4　湖北省野生湿地维管植物科、属、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4　Statistics of areal2types of fam ilies, genera and species in the flora of vascular p lants in the wetland of Hubei

分布区类型
A real2types of fam ilies, genera and species

科数
Num. of
fam ily

占总科数 ( % )
% of total

fam ily

属数
Num. of
genera

占总属数 ( % )
% of total

genera

种数
Num. of
species

占总种数 ( % )
% of total

species

1.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51 79 67

2. 泛热带分布 Pantrop ic 22 51. 15 62 24. 90 24 2. 70

221.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Trop. A sia, Australasia & S. Amer. disjuncted 4 1. 61

222. 热带亚洲、非洲和美洲间断分布
Trop. A sia, Trop. Afr. & C. to S. Amer. disjuncted 1 2. 33 2 0. 80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rop. A sia & Trop. Amer. disjuncted 2 4. 65 4 1. 61 6 0. 68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O ld World Trop. 1 2. 33 15 6. 02 14 1. 58

421. 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Trop. A sia, Africa & Australasia disjuncted 2 0. 80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rop. A sia to Trop. Australasia 1 2. 33 7 2. 81 33 3. 72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rop. A sia to Trop. Africa 5 2. 01 10 1. 13

7. 热带亚洲分布 Trop. A sia 9 3. 61 103 11. 60

721. 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分布 　Java, H i2
malaya to S. , SW. China disjuncted or diffused 1 0. 40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3 6. 98 27 10. 84 40 4. 50

821. 北极 2高山 A rctic2A lp ine 1 0. 40

822.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North Temperate & South Temperate disjuncted 10 23. 25 37 14. 86 7 0. 79

823. 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
Eurasia & Temp. Soth Amer. disjuncted 4 1. 61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A sia & N. America disjuncted 1 2. 33 12 4. 82 9 1. 01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 World Temp. 2 4. 65 23 9. 24 86 9. 68

1021. 地中海区、西亚 (或中亚 )和东亚间断分布
Mediterranean. W. A sia ( or C. A sia) & E. A sia
disjuncted

1 0. 40 6 0. 68

1022. 欧亚和南非间断分布
Eurasia & S. Africa disjuncted 4 1. 61

11. 温带亚洲分布 Temp. A sia 4 1. 61 85 9. 57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Mediterranean,W. A sia to Central A sia

1221.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 ,大洋洲和南美洲间
断分布 　Mediterranea to Temp., Trop. A sia, with
Australasia and /or S. N. to S. Amer. disjuncted

1 0. 40

13. 中亚分布 Central A sia

1321. 西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
C. A sia to H imalaya & S. W. China 1 0. 11

14. 东亚分布 East A sia 10 4. 02 53 5. 97

1421. 中国 2喜马拉雅 Sino2H imalaya ( SH). 38 4. 28

1422. 中国 2日本 Sino2Japan ( SJ) . 7 2. 81 109 12. 27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ina 7 2. 81 264 29. 73

　　　　合　计　Total 94 100 328 100 9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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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布型以草本被子植物为主 ,是水生或沼生环境

中极为常见的种类 ,也是重要的湿地植物资源。

2. 2. 2　热带分布属

热带分布属共有 111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44157% (不包括世界分布 ,下同 ) ,以泛热带分布属

和旧世界热带分布属为主 ,其次是热带亚洲分布属

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

泛热带分布属共有 68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27131%。常见的有母草属 ( L indern ia )、苦草属

(V a llisneria)、扁莎属 ( Pycreus)、丁香蓼属 (L udw i2
g ia)、稻属 (O ryza)、鸭跖草属 ( Comm elina)、水蕨属

(Cera topteris)、水车前属 (O ttelia )、芦苇属 ( Phrag2
m ites)、穗扁莎属 ( Pycreus)、碗蕨属 (D ennstaed tia )、

小二仙草属 (Halorag is)、冷水花属和凤仙花属等 ,这

些分布在湖北省湿地中的属不是典型的热带属 ,其

中大部分属在我国向北扩展到亚热带 ,广泛分布于

西南、华中到华东 [ 22 ]。

旧世界热带分布属共有 17属 ,占该区系总属数

的 6182% ,包括水筛属 (B lyxa)、水竹叶属 (M urdan2
n ia )、雨久花属 (M onochoria )、石龙尾属 ( L im 2
noph ila)、楼梯草属、水鳖属 ( Hydrocharis)和爵床属

(R ostellu laria)等 ,其中水鳖属和爵床属为热带亚

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属。

热带亚洲分布属共有 10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4101% , 分别是芋属 ( Colocasia )、小苦荬菜属

( Ixerid ium )、河八王属 (N arenga )、金发草属 ( Pogo2
na therum )、石荠苧属 (M osla )、赤瓟属 ( Th lad ian2
tha)、苦荬菜属 ( Ixeris)、蚊母树属 (D isty lium )和鸡矢

藤属 ( Paederia) ,其中蚊母树属为爪哇、喜马拉雅和

华南、西南星散分布属。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共有 7个 ,占该

区系总属数的 2181% ,分别是通泉草属 (M azus)、蜈

蚣草属 ( E rem och loa)、胡麻草属 ( Cen tran thera)、伪针

茅属 ( Pseudoraph is)、大豆属 ( Glycine)、假耳草属

(N eanotis)和水蜡烛属 (D ysophylla)。

此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共有 5个 ,占

该区系总属数的 2101% ,分别是芒属 (M iscan thus)、

苎麻属 (D ebregeasia )、假楼梯草属 (L ecan thus)和香

茶菜属 (R abdosia)。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属共有 4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1161% ,分别是芒

萁属 (D icranopteris)、鳞盖蕨属 (M icrolepia )、地榆属

(S angu isorba)和过江藤属 ( Phyla)。

2. 2. 3　温带分布属

该区系温带成分丰富 ,温带分布属共有 131个 ,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52162% ,以北温带分布属和旧

世界温带分布属为主 ,其次是旧世界温带分布属以

及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属。

北温带分布属共 69 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27171% ,在湖北省湿地植物区系中占重要地位 ,含

有许多湿地植被的建群种或优势种 ,如拂子茅属

(Ca lam agrostis)、羊胡子草属 ( E riophorum )、瓶尔小

草属 (O phiog lossum )、睡菜属 (M enyan thes)、菖蒲属

(A corus)、杨属 ( Popu lus)、黑三棱属 ( Spargan ium )、

泽泻属 (A lism a)、柳属 ( Sa lix )、水毛茛属 (B a trach i2
um )和柳叶菜属 ( Epilobium )等。

旧世界温带分布属共有 28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

的 11125% ,如菱属、水柏枝属 (M yricaria )、萱草属

(Hem eroca llis)、益母草属 (L eonurus)、草木樨属 (M e2
lilotus)、沼泽蕨属 ( Thelypteris)和黑藻属 ( Hydrilla )

等。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属共有 12个 ,如菰属

( Z izan ia)、菖蒲属 (A corus)、莲属 (N elum bo)、乱子草

属 (M uhlenberg ia)和三白草属 ( Sau rurus)等。徐仁

指出“在始新世以前 ,中国和北美植物区系以及和

中亚、西亚和欧洲之间不存在海洋和高山的阻隔 ,它

们之间可以有效地传播 ”,“始新世以后 ,中国失去

了北美成分并迅速现代化 ”。“许多东亚、特别是中

国与北美呈孤立和间断分布属是曾广布于北半球的

古老植物残遗 ”[ 22 ]。这不仅说明了华中植物区系与

北美植物区系的联系 ,同时也说明本类型应多是始

新世以前的白垩 2老第三纪古老成分。

东亚分布属共有 17 个 ,占该区系总属数的

6183% ,如芡属 ( Eurya le)、刚竹属 ( Phyllostachys)、

蕺菜属 ( Houttuyn ia )、茶菱属 ( Trapella )、玉簪属

(Hosta)、半夏属 ( P inellia)和荻属 ( Triarrhena)等 ,其

中茶菱属、玉簪属、半夏属和荻属等 7属为中国 2日
本分布 ,没有中国 2喜马拉雅分布 ,说明湖北省湿地

维管植物区系更接近于日本植物区系而疏远于喜马

拉雅植物区系 ,也支持吴征镒将本区划为中国 2日本

森林植物亚区的观点。在地史上 ,日本诸岛直到上

新世还与我国陆地相连 ,第四纪海平面的升降使日

本与东亚大陆曾几度相连 ,这些地史上的联系使两

地植物成分得以相互交流 ,因而 ,地处华中的湖北省

湿地维管植物区系也有中国 2日本成分的存在 [ 23 ]。

2. 2. 4　中国特有分布属

中国特有分布属在湖北省湿地植物区系中十分

匮乏 ,仅有 7属 ,即水杉属、马蹄芹属、虾须草属、四

棱草属 ( Schnabelia )、裸蒴属、翼蓼属和毛药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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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strychan thera)。水杉为古老的第三纪孑遗植物 ,

被称为“活化石 ”,现分布在渝 (川 )东 2鄂西山地温

暖湿润地带 ;马蹄芹属、裸蒴属为古特有类群 ,而四

棱草属、毛药花属为新特有类群 [ 16 ]。湖北省东部为

江汉平原 ,地势低平 ,多为长江冲积平原 ,为古云梦

泽 ,湿地资源丰富 ,但由于长江切三峡改向东流的时

间相对较晚 ,地史上相对年轻 [ 23 ]
,生境不是特别复

杂 ,这些都是植物区系特有成分贫乏的原因。

该区系属的分布类型多样 ,表明与世界植物区

系有着丰富的地理联系 ;温带成分占微弱优势 ,热带

成分比较丰富 ,且在热带成分中以泛热带分布为主 ,

表明本区系的亚热带性质和过渡性 ,并与热带成分

有着广泛联系。

2. 3　种的地理成分统计与分析

参照吴征镒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的划分系统 [ 20 ]
,将湖北省野生湿地维管植物区系

955种划分为 13个类型和 5个变型 (见表 4) ,归并

为世界分布种、热带分布种、温带分布种和中国特有

分布种。

2. 3. 1　世界分布种

世界分布种共有 67 个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7102% ,如篦齿眼子菜 ( Potam ogeton pectina tus)、泽

泻 (A lism a plan tagoaqua tica)、香附子 ( Cyperus rotun2
dus)、水毛花 ( Scirpus triangu la tus)、藨草 ( Scirpus

triqueter)、酸膜 (Rum ex acetosa)、灯心草 (Juncus effu2
sus)、水马齿 ( Ca llitriche stagna li)、莼菜 ( B rasen ia

schreberi)、千屈菜 (L y thrum sa lica ria)、金鱼藻 ( Cera2
tophyllum dem ersum )、穗状狐尾藻 (M yriophy llum spi2
ca tum )和铁线蕨 (A d ian tum capillusveneris)等。该类

型都是草本植物 ,大都是湖北湿地植被中重要的优

势种或建群种。

2. 3. 2　热带分布种

热带分布种共有 190个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21141% ,主要是热带亚洲分布种 (见表 4)。热带亚

洲分布种共有 103个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11160% ,

如河八王 (N a renga porphyrocom a)、透明鳞荸荠 ( He2
leocharis pellucida)、水竹叶 (M urdann ia triquetra)、圆

瓣冷水花 ( P ilea angu la ta )、尼泊尔酸模 ( Rum ex ne2
pa lensis)、圆叶节节菜 ( R ota la rotund ifolia )、獐牙菜

(Sw ertia bim acu la ta )、石龙尾 ( L im noph ila sessilif lo2
ra)、半边莲 (L obelia ch inensis)和溪边凤尾蕨 ( P teris

excelsa)等。

2. 3. 3　温带分布种

该区系温带成分比较丰富 ,温带分布种共有

434个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48186% ,主要是东亚分

布。东亚分布种共有 200 个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22152% ,如扁穗莎草 ( Cyperus com pressus)、灰化苔

草 (Ca rex cinerascens)、毛脉柳叶菜 ( Epilobium am u2
rense)、芡实 ( Eurya le ferox)、水金凤 ( Im patiens noli2
tangere)、水麻 (D ebregeasia orien ta lis)、冷水花 ( P ilea

nota ta)、菱 ( Trapa bispinosa )和水皮莲 (N ym phoides

crista tum )等 ;自白垩纪以来 ,东亚气候相对稳定 ,没

有经历第四纪大陆冰川毁灭性侵袭 ,一方面保留了

很多第三纪残遗植物 ,同时为植物区系的演化创造

了条件 ,使得东亚植物区系成为泛北极植物区系中

植物种类最丰富、最古老的地区 [ 22 ]。

该区系热带成分种数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而

且大部分种为热带亚洲分布 ;典型的温带成分不多 ,

而具有过渡性质的东亚分布种数最多 ,是该区系最

重要的成分 ,表明了本区系的过渡性。

2. 3. 4　中国特有分布种

中国特有分布种共有 264个 ,根据它们在我国

的地理分布及其生态特点 ,将其分为 16个亚型 (见

表 5)。

从表 5中可以看出 , B～E 4个亚型为湖北省湿

地维管植物区系与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共有种 ,在性

质上属于温带分布 ,共有 27种 ,占该区系中国特有种

总数的 10123% ,如华北剪股颖 (A grostis clava ta )、长

柄鸢尾 ( Iris hen ry i)、冬瓜杨 ( Popu lus purdom ii)、铁

扫帚 ( Ind igofera bungeana)、狭苞斑种草 (B othriosper2
m um kusnezow ii)和中华蹄盖蕨 (A thyrium sinense)等。

F、G为该区系与中国 2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

以及青藏高原植物亚区的共有种 ,共有 20种 ,占该

区系中国特有种总数的 7158% ,表明湖北省湿地植

物区系成分与中国 2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以及青

藏高原植物亚区成分联系较少。由于青藏高原隆

起、古地中海消失 ,导致这里气候条件恶劣 ,致使适

应这种环境的种类急剧减少 ,一些种类向南、向东、

向北延伸 ,从而形成目前中部、东部与西部的微弱联

系 [ 23 ]。如近蕨苔草 (Carex subfilicinoides)、多花灯心

草 (Juncus m odicus)、松荫蓼 ( Polygonum pinetorum )、

短柱梅花草 ( Parnassia brevisty la)、裂距凤仙花 ( Im 2
pa tiens f issicorn is)和四川堇菜 (V iola m oupinensis)等。

H、I、J为该区系与西南至华南、华中、华东分布

的共有种 , 共有 74种 , 占该区系中国特有种总数的

28103% ,主要是西南至华中分布 ,如三棱秆藨草

(Scirpus m attfeld ianus)、湖北枫杨 ( P terocarya hupe2
hensis)、马蹄芹 (D ick insia hyd rocoty loides)、中华天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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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湖北省野生湿地维管植物中国特有种分布亚型
Table 5　D istribution subtypes of species endem ic to

China in the wetland of Hubei

分布亚型
D istribution subtypes

种数
Num. of
Species

占本区系中国
特有种总数
百分比 ( % )

Percentage

A. 中国广布
A ll over China 21 　7. 95

B. 东北、华北、西北
North, Northeast, Northwest China 10 3. 79

C. 华北
North China 6 2. 27

D. 东北、华北、华东
North, Northeast, East China 4 1. 52

E. 华北、华东
North, East China 7 2. 65

F. 青藏高原、西北、华北
Tibetan Plateau, North, Northwest China 11 4. 17

G. 中国 2喜马拉雅至华中
Sino2H imalaya, Central China 9 3. 41

H. 西南至华中
Central, Sorthwest China 42 15. 91

I. 西南、华南、华中、华东
Central, South, Sorthwest, East China 30 11. 36

J. 西南、华中、华东
Central, Southwest, East China 2 0. 76

K. 华南、华中、华东
Central, South, East China 16 6. 06

L. 古热带、西南、华南、华东
Paleotrop ic Kingdom s; Southwest, South,
East China

30 11. 36

M. 古热带、华南、华东
Paleotrop ic Kingdom s; South, East China 11 4. 17

O. 华中、华东
Central, East China 15 5. 68

N. 华中
Central China 40 15. 15

P. 湖北省湿地特有
Endem ic to W etland of Hubei 10 3. 79

　　　总计　Total 264 100

荽 (Hydrocoty le ch inensis)和虾须草 ( Sheareria nana )

等。

K、L、M为该区系与古热带至华南、西南、华中、

华东分布的共有种 ,共有 57种 ,占该区系中国特有

种总数的 21159% ,如台湾剪股颖 (A grostis can ina

var. form osana)、滴水珠 ( P inellia corda ta )、裸蒴、毛

药花 (B ostrychan thera deflexa )、江南山梗菜 (L obelia

david ii)和琴叶紫菀 (A ster pandura tus)等。

H、I、J、K、L、M亚型在性质上属于亚热带分布 ,

分布中心多在西南至华中地区 ,正是中国特有属分

布的中心区域。在本区系中 ,由古热带至华南、西南

延伸到华中的种类最丰富 ,湖北省水湿条件较好 ,水

环境比较稳定 ,这些热带成分尤其是草本植物 ,通过

不同的适应方式 ,能够向北延伸 ,也构成了本区系与

热带的广泛联系。

O、N为该区系与华中、华东分布的共有种 ,共

有 55种 ,占该区系中国特有种总数的 20183% ,主

要是华中分布 ;如湖北眼子菜 ( Potam ogeton hubeien2
sis)、华中碎米荠 ( Cardam ine urban iana )、中华蚊母

树 (D isty lium ch inense)、巫山堇菜 (V iola henry i)、川

鄂紫菀 (A ster m oupinsensis)和中华水韭 ( Isoetes sinen2
sis)等。渝 (川 )东 2鄂西是我国植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 ,又处于中国 2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腹

地 ,自白垩纪以来 ,东亚气候相对稳定 ,没有经历第

四纪大陆冰川侵袭 ,因此该地区既保留了很多第三

纪残遗、古老种类 ,同时也为植物区系演化创造了优

越条件 ,使该地区成为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

该区系中国特有种的分析表明 ,本区系与我国

南部、东南和西南联系广泛 ,说明这些热带性质的种

通过不同途径向北延伸 ,但青藏高原区和中亚、亚洲

荒漠区共有种少 ,说明其与本区系的联系微弱。

3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区系的特点

3. 1　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湖北省湿地植物物种比较丰富 ,有维管植物 96

科 337属 1009种 ,其中蕨类植物 22科 30属 41种 ,

裸子植物 2科 4属 6种 ,被子植物 72科 303属 962

种 ,以禾本科、莎草科、唇形科、菊科、玄参科、伞形

科、蓼科、柳叶菜科、眼子菜科、菱科和十字花科等科

种类最多。

3. 2　草本植物发达

该区系主要是由草本植物构成 ,草本植物共有

953种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94145% ,如果再考虑到

草质藤本 ,则多达 96113% ;乔木、灌木仅占该区系

总种数的 3187% ,而草本植物无论在属的数量还是

在种的数量上都占绝对优势地位。草本植物多生长

在河漫滩、沼泽和浅水湖泊环境中 ,构成湿地植物的

主体。

3. 3　分布区类型多样 ,地理成分复杂

该区系分布类型多样 ,在科级水平上有 8个类

型和 2个变型 ,在属级水平上有 13个类型和 12个

变型 ,在种级水平上有 13个类型和 5个变型 ,说明

该区系地理成分复杂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区系同

全国及其世界其它植物区系有着广泛的联系。

3. 4　温带成分占优势

该区系从科的水平上看 ,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

比为 27∶16,热带成分占优势 ;从属的水平上看 ,热

带成分与温带成分比为 111∶131,温带成分略占优

势 ;从种级水平看 ,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比为 190∶

434,温带成分占优势。因此 ,湖北省湿地植物区系

为温带性质占微弱优势。虽然湖北省地处亚热带北

973　第 4期 　　　　　　　　　　　　　　厉恩华等 :湖北省湿地维管植物区系研究



缘 ,但热带成分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表现出其从亚热

带到温带过渡的区系特点。湿地的水、热环境比陆

地环境相对稳定 ,使湿生植物常常比陆生植物有更

大的分布区 ,也是湿地植被隐域性的体现。

3. 5　特有现象不突出

该区系虽然种类较丰富 ,但中国特有属仅有 7

属 (华中地区中国特有属 91属 ,华东地区中国特有

属 58属 ) ;中国特有种只有 264种 ,占该区系总种数

的 2612% ,远低于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区系中国特

有种的水平 (7411% ; 5014% ) [ 19 ]。湖北湿地特有种

共有 10种 ,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1105% ,占该区系中

国特有种总数的 3179%。特有属能较好地反映所

在地域植物区系在起源方面的特征。特有属匮乏 ,

表明湖北湿地维管植物区系的个性特征不明显 ,也

说明了湿生植被的隐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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