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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辽东栎群落区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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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吴征镒、王荷生区系分析方法, 对秦岭区和陕北区辽东栎群落植物区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秦

岭北坡辽东栎群落共有 31 科 60 属 67 种,陕北区共有 27科 42 属 51 种。秦岭区辽东栎群落与陕北区相比,物种组

成较丰富, 层次和层片结构较复杂,两地群落相似性不高, 这与两地群落的生境条件关系密切。从属和种的区系成

分分析来看, 两地辽东栎群落的区系性质是温带的;两地群落中的中国特有种占各自群落中总种数的一半或偏多;

地理联系较为广泛, 尤其与华北区系联系较为密切,与日本区系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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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observa tions and comparison study of Quercus liaotungensis com munit y flor a in Qinling

Mt . and nor thern par t of Shaanxi P rovince. T he result s a re as follows. There ar e 67 species of plant s belonging to 31 families

and 60 genera in Quercus liaotungensis community in Qinling M t. and 51 species of plants belonging to 27 families and 42

genera in Quercus liaotungensis community in nor thern part of Shaanxi Province , Quercus liaotungensis community of Qinling

Mt . ar e m ore comparative r ich and complex than that of nor thern par t of the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florist ic component ,

stra tification and struct ur e of synusia . T he similar ity of flor istic component in two communities ar e low. According t o

geographical element s of genera and species analyses result s, north temperat 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lor a Quercus

liaotungensis community, t he flor a in two communities is widely r elated to other area (N. China and Ja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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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栎(Quercus liaotungensis)群落是暖温带落叶阔叶

林北部地区较普遍分布的森林植物群落 ,出现于辽东半岛北

部丘陵地区、河北北部和西部的山地、山西、恒山以南的山

地、陕西和甘肃的黄土高原以及秦岭等地。此外, 河南西部山

地与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的南部和内蒙古草原东部的山地也

有零星分布, 但纯林较少[1, 2]。

辽东栎林在秦岭主要分布在北坡海拔 1 500～2 200 m

左右, 多集中在西段, 至中段已渐减少, 东段多呈个体出现。

成片林已很少见, 上下限自西向东逐渐升高。南坡很少, 仅见

于西段。该林在秦岭的上限主要受低温限制, 年均温在 6℃

以上, 低于 6℃则完全绝迹[ 1～3]。

辽东栎林在陕北黄土高原上, 分布在安塞和志丹的南

部, 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大多属黄土丘陵山地和黄土丘

陵沟壑地形, 海拔 1 000～1 600 m ,相对高差一般不超过 200

m。气温和降水自南向北逐渐降低, 南部年平均温度约 9～

10℃,年降雨量约 600～650 mm;北部年均温度约 8～9℃,

年降雨量约 550～570 mm。由于上述自然因素的影响,辽东

栎林在黄土高原自南向北呈现有规律的分布[ 1～3]。

关于辽东栎群落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群落结构、物种

多样性、群落动态、种间关系等方面[3～16] ,而关于辽东栎群落

区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是在调查的基础上, 对秦岭区

和陕北区辽东栎群落区系进行了比较研究, 旨在为该群落物

种多样性保护、经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同时为黄土高原地

区植被恢复提供参考。

1　调查方法

秦岭区 (秦岭北坡)辽东栎群落植物区系等资料来源于

文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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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黄土高原区辽东栎群落植物区系等资料来源于调

查。根据辽东栎林在本区的分布, 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

点进行常规的群落学调查。样地面积为 20 m×20 m。

2　区系分析方法

植物种分布型的划分是以种的现代地理分布为依据, 并

考虑影响这种分布的主要可能因素如气候、地形、种的生态

习性和可能的迁移路线等。在两地辽东栎群落维管植物分布

型的划分中非中国特有部分, 采用吴征镒( 1991)分布类型系

统的名称和标准,中国特有种部分,参考王荷生( 1999)种的

划分方法[ 17, 18]。另外,根据于顺利等 ( 1999)另列出东北亚-

华北分布[ 19]。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不同区域辽东栎群落植物科、属、种的组成

据统计(表 1) ,秦岭北坡辽东栎群落共有 31 科 60属 67

种, 其中蕨类植物有 2 科 2 属 2 种,裸子植物 1 科 1 属 2 种,

被子植物 28 科 57 属 63 种(双子叶植物 26 科 50 属 56 种,

单子叶植物 2 科 7 属 7 种) ;陕北黄土高原区共有 27 科 42

属 51 种,其中裸子植物 1 科 1属 1种, 被子植物 26 科 41 属

50种(双子叶植物 24科 36 属 45种 ,单子叶植物 2 科 5 属 5

种)。显然,两地辽东栎群落在科、属、种组成上差异较大, 秦

岭北坡辽东栎群落物种组成最为复杂。

表 1　不同区域辽东栎群落植物科、属、种的统计

植物类型
秦岭区

科数 属数 种数

陕北区

科数 属数 种数

蕨类植物 2 2 2 0 0 0

裸子植物 1 1 2 1 1 1

双子叶植物 26 50 56 24 36 45

单子叶植物 2 7 7 2 5 5

总　　计 31 60 67 27 42 51

3. 2　不同区域辽东栎群落科、属、种组成的相似性

两地辽东栎群落科、属、种的相似性是指组成两地辽东

栎群落共同拥有的科、属、种数量分别占两地辽东栎群落总

科、属、种数的百分比(表 2)。

表 2　不同区域辽东栎群落科、属、种组成的相似性

共有科 总科数 比例 /% 共有属 总属数 比例/ % 共有种 总种数 比例/ %

秦- 陕北区 19 39 48. 72 14 88 15. 91 10 108 9. 26

3. 2. 1　科的相似性

两地辽东栎群落共有科接近 50% (表 2) , 可见两地科的

相似性较高。共有科中种数较多的有蔷薇科( Rosaceae )、蝶

形花科( Fabaceae)和禾本科。其它共有科中多为 1～2 个种,

如松科( Pinaceae)、桦木科( Betulaceae)、壳斗科(Fagaceae )、

槭 树 科 ( Aceraceae )、山 茱 萸 科 ( Cornaceae )、榛 科

( Corylaceae )、小 檗 科 ( Berber idaceae )、鼠 李 科

( Rhamnaceae)、忍冬科( Capr ifoliaceae)、菊科( Compocitae )、

莎草科 ( Cypera ceae )、桔梗科 ( Campanulaceae )、伞形科

( Umbelliferae )、玄 参 科 ( Scrophla ria ceae )、毛 茛 科

(Ranunculaceae)和百合科(Liliaceae)等。

3. 2. 2　属的相似性

两地的辽东栎群落共有属小于 20% (表 2) ,可见两地属

的相似性较低。共有属如下:松属( P inus)、杨属 (Populus)、

栎属 ( Quercus)、桦木属 (Betula )、槭属 ( Acer )、绣线菊属

( Sp ir aea )、小蘖属 ( Berber is)、忍冬属 (Lonicera )、鼠李属

( Rhamnus)、苔草属 ( Carex )、紫苑属 ( Aster )、山萝花属

( Melampyrum )、黄 精 属 ( P olygonatum ) 和 沙 参 属

(Ad enop hora P anicula ta)等。

3. 2. 3　种的相似性

两区域辽东栎群落共有种仅有 9. 26% (表 2) , 种的相似

性很小, 两地物种差异较大。共有种为: 辽东栎 (Quercus

liaotungensis )、槲 栎 ( Quercus aliena )、山 杨 ( Pop ulus

d avid iana )、油 松 ( P inus tabula eformis )、华 北 绣 线 菊

( Spir aea f r itschiana va r . angulata )、冻 绿 ( Rhamnus

g lobosus )、三 褶 脉 紫 苑 ( Aster agera toid es )、玉 竹

(P olygona tum of f icina le )、山萝花 ( Melampyrum Roseum)、

大披针苔(Carex lanceola ta)等。

综上所述,秦岭北坡与陕北黄土高原区两地的辽东栎群

落在科、属、种组成上均有差异, 尤其在种的组成上差异最

大,共有种仅为 5%左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两

地在气候上的差异所引起的,秦岭辽东栎群落是栎林带的上

限,分布带内年均温度 6. 5～7. 5℃, 降水量 800～1 000 mm ,

陕北黄土高原区辽东栎群落是夏绿林的北限, 分布区内年均

温度 8. 5～10℃, 降水量 550～650 mm。

3. 3　不同区域辽东栎群落区系特征

根据呈征镒( 1991)的划分标准[ 17] , 将 2 个群落种子植

物的各个属划分为 11个分布区类型(表 3)。统计结果表明:

秦岭区辽东栎群落植物属的分布类型以北温带分布为最高

( 52. 73% ) ,其次是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10. 91% )及旧世界

温带分布 ( 10. 91% ) ;陕北黄土高原区辽东栎群落植物属的

分布类型也以北温带分布为最高( 61. 76% ) , 其次为旧世界

温带分布( 14. 71% )。按分布区的性质进行温带成分的归并

统计, 秦岭区、陕北黄土高原区辽东栎群落属的分布区温带

分布比例分别为 83. 63%、91. 17%。以上表明,从属的区系

成分分析来看,两地辽东栎群落的区系性质是以北温带成分

为主的温带性质。

表 3　不同区域辽东栎群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

分布区类型
秦岭区 陕北区

属数 比例/ % 属数 比例/ %

世界分布 世界分布 5 - 8 -

泛热带分布 4 7. 27 1 2. 94

热带分布 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1 1. 81 0 0

热带亚洲 1 1. 81 1 2. 94

北温带分布 29 52. 73 21 61. 76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6 10. 91 1 2. 94

温带分布
旧世界温带分布 6 10. 91 5 14. 71

温带亚洲分布 1 1. 81 2 5. 88

中亚分布 0 0 1 2. 94

东亚分布 4 7. 27 1 2. 94

中国特有分布 中国特有分布 3 5. 45 1 2. 94

除世界分布总计 55 100 34 100

　　植物种分布型的划分是以种的现代地理分布为依据,并

考虑影响这种分布的主要可能因素如气候、地形、种的生态习

性和可能的迁移路线等。在两地辽东栎群落维管植物分布型

的划分中,非中国特有部分, 采用吴征镒( 1991)分布类型系统

的名称和标准[ 17] , 中国特有种部分,参考王荷生 ( 1999)种的

划分方法[18]。另根据于顺利( 1999)等[19]列出东北亚- 华北分

布型。根据以上种分布型划分的原则和方法,将两地辽东栎群

落中植物分别归入 7 个种分布型和 15 个种分布亚型(秦岭

区)、5 个种分布型和 13 个种分布亚型(陕北区) , 见表 4、表

5, 秦岭区辽东栎群落植物种的分布类型以中国特有分布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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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49. 25% ) ,其次是中国 - 日本分布( 23. 88% ) ;陕北黄土

高原区辽东栎群落植物种的分布类型也以中国特有分布为最

高( 52. 94% ) , 其次是中国—日本分布( 27. 45% )。其中中国

特有分布型中大多数都是分布或主要分布在北方的种, 加上

两地其他分布型(均属于温带成分)的种,显然, 从种的区系成

分分析来看,两地辽东栎群落的区系性质是温带性质。

表 4　秦岭北坡辽东栎群落植物种的分布

区系成分

(总数,百分数)
植 物 名 称 生活型

水杨梅 Geum aleppicm 草本

北温带 野豌豆 Vicia sep ium 草本

( 4 种, 5. 97% ) 异变青木香 Saussu rea mur abilis 草本

玉叶韭 Allium f unckiaef olium 草本

玉竹 Polygonatum off icinale 草本

茜草 Rubia cord if olia 草质藤本

旧世界温带 野菊 Chrysanthemum lavand ulaef olium 草本

( 6 种, 8. 96% ) 狭花橐吾 Ligularia stenocephala 草本

下延叶棱子芹 Pleur ospermum decurrens 草本

大叶福三草 Prenanthes macr ophylla 草本

红升麻Astilbe chinensis 草本

亚洲温带 三褶脉紫苑 Aster trinervius 草本

( 4 种, 5. 97% ) 异叶回芹 Pimpinella diversif olia 草本

苔草 Car ex siderosticta 草本

东北亚- 华北 荠尼 Ad enophora remotif lora 草本

( 2 种, 2. 98% ) 白芷 Angelica migueliana 草本

东亚( 1 种, 1. 49% ) 山杨 Pop ulus david iana 乔木

辽东栎 Quercus liaotungensis 乔木

槲栎Quercus aliena 乔木

千金榆Carpinus cordata 乔木

华北绣线菊 Spiraea f ritschiana 灌木

青荚叶 Helwing ia japonica 乔木

冻绿 Rhammus g lobosus 灌木

索骨丹 Rodgersia aesculif olia 草本

中国—日本 山萝花 Melampyr um roseum 草本

( 16 种, 23. 88% ) 草芍药 Paeohia obovata 草本

兔儿伞 Syneilesis aconitif lera 草本

野山菊 Dioscorea mipp onica 草本

细辛 Asarum himalaicum 草本

大披针苔草 Car ex lanceolata 草本

鹿药 Smilacina japonica 草本

日本金星蕨 Parathelyp tersi nipp onica 草本

蹄盖蕨Athyrium sinense 草本

中国特有( 33 种, 49. 25% )

华北特有 油松 Pinus tubalaef ormis 乔木

( 2 种, 2. 98% ) 六道木 Abelia dielsis 灌木

区系成分

(总数,百分数)
植 物 名 称 生活型

珍珠梅 Soboria arborea 灌木
东北—华北

( 3种, 4. 48% )
石沙参Adenop hora p olyantha 草本

律叶蛇葡萄 Ampelep sis bodinieri 木质藤本

西北—华北

( 1种, 1. 49% )
大瓣铁线莲 Clematis macropetala 木质藤本

蜀五加Acahthoparax setchuenensis 灌木

西南—西北—华北 刚毛忍冬 Lonicera hispida 灌木

( 4种, 5. 97% ) 黄蘖刺 Berberis dielsiana 灌木

宽叶美活 Notoptery gium f or besii 草本

华中- 西北- 华北 红毛五加 Acanthop anax giraldii 灌木

( 2种, 2. 98% ) 淫羊霍 Ep imed ium br evicor um 草本

西南- 华中- 西北- 华北 华山松 Pinus armandi 乔木

( 2种, 2. 98% ) 山梅花 Philad elp hus pekinensis 灌木

西南- 华中- 西北- 华北- 华东

( 1种, 1. 49% )
假升麻 Aruhcus sy lvester 草本

西南- 华中- 西北- 华北- 东北 南蛇藤 Celastr us or biculalus 木质藤本

( 2种, 2. 98% ) 藜芦 Veratrum nig rum 草本

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华南-西北

( 1种, 1. 49% )
漆树 Rhus vernicif lua 乔木

红桦 Betula albo- sinensis 乔木

西南- 华中- 华北( 3种, ) 托柄菝葜 Smilax discotis 灌木

细弱草莓 Fragar ia nilger rensis 草本

西南- 东北( 2种, 2. 98% )
霸王菅 Themeda triandra 草本

湖北山楂 Crataegus hupehensis 灌木

西南- 西北( 1种, 1. 49% ) 紫花卫矛Evohymus porphyrea 灌木

西北特有 秦岭漏斗菜 Aquilegia incur vata 草本

( 2种, 2. 99% ) 秦岭花楸 Sorbus tsinling gensis 乔木

西南- 华北

( 5种, 7. 46% )

青皮槭 Acer her sii 乔木

木姜子 Litsea p uhgers 乔木

桦叶荚迷 Viburhum betulif oliwm 灌木

红柄白鹊梅Ex och ord a g ir aldii 灌木

马蹄香 Sar uma henryi 草本

西南—华中—西北

( 3种, 4. 48% )

毛花槭 Acer erianthum 乔木

华桔竹 Far gesia spathacea 灌木

玉簪叶韭 Allium f umckiaef olium 草本

3. 4　两地辽东栎群落各层片的区系分析

3. 4. 1　秦岭区辽东栎群落各层片的区系分析

( 1)乔木层植物区系分析。在 13 种乔木中, 东亚分布 1

种, 中国- 日本 3种, 中国特有分布有 8 种( 6 种分布或主要

分布在北方) ,温带种占 76. 92%。建群种辽东栎为中国- 日

本分布型, 也为温带性质。

( 2)灌木层植物区系分析。在 15种灌木中,东北亚—华

北 1种, 中国- 日本 2 种,中国特有成分 12 种( 10 种分布或

主要分布在北方) ,温带种占 86. 67%。

( 3)草本层植物区系分析。在 35 种草本植物中,北温带

4 种,旧世界温带5 种, 亚洲温带4 种, 东北亚- 华北2 种, 中

国 - 日本 10 种, 中国特有成分 10 种( 7 种分布或主要分布

在北方) ,温带种占 91. 43%。

( 4)层间植物区系分析。藤本植物共 4 种, 其中木质藤本

3 种, 全为中国特有分布;草质藤本 1 种, 为旧世界温带分

布。区系性质为温带。

3. 4. 2　陕北黄土高原区辽东栎群落各层片区系分析

( 1)乔木层植物区系分析。在 11 种乔木中, 亚洲温带 1

种,东亚分布 1 种, 中国- 日本 3 种 ,中国特有分布有 6 种,

区系性质为温带。

( 2)灌木层植物区系分析。在 18 种灌木中, 亚洲温带 2

种,中国—日本 4 种,中国特有成分 12 种( 10 种分布或主要

分布在北方) , 温带种占 88. 89%。

( 3)草本层植物区系分析。在 22 种草本植物中, 旧世界

温带 1 种,亚洲温带 4 种, 中国- 日本 8种 ,中国特有成分 9
种( 7 种分布或主要分布在北方) ,温带种占 90. 91%。

4　结论与讨论

( 1)秦岭和黄土区辽东栎林在各自分布区都是顶极群

落,但其物种组成极不相同, 秦岭区辽东栎群落与陕北黄土

高原区相比,物种组成较丰富, 层次和层片结构较复杂, 两地

群落相似性不高, 这与两地群落的生境条件关系密切, 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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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偏冷湿条件, 黄土区是偏温干条件, 两地在水分、温度、 光照、土壤等生境条件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表 5　陕北黄土高原辽东栎群落植物种的分布

区系成分

(总数,百分数)
植 物 名 称 生活型

旧世界温带( 1种, 1. 96% ) 玉竹 Polygonatun of f icinale 草本

亚洲温带

( 7 种, 13. 73% )

白桦 Betula p latyphyla 乔木

牛奶子(秋胡颓子) Elaeagnus umbellate 灌木

歪头菜 Vivia unij uga 草本

大油芒 Spobiop ogon sibiricus 草本

三褶脉紫苑 Aster ag eratoides 草本

达乌里胡枝子 Lespedeza dahur 灌木

芦草 Phr agmites communis 草本

东亚( 1种, 1. 96% ) 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乔木

侧柏 Platy cladus or ientalis 乔木

辽东栎 Quercus liaotung ensis 乔木

槲栎 Quer cus aliena 乔木

北柴胡 Bup leurm f alcatum 草本

山萝花 Melamjpy rum r oseum 草本

荻草 Miscanthus saccharif lorus 草本

中国—日本 华北绣线菊 Spir aea f ritschiana 草本

( 14种, 27. 45% ) 山杏 Prunus davidiana 灌木

小叶悬钩子 Rubus p arvif olius 灌木

冻绿 Rhamnus globosus 灌木

狼尾巴花 Ly simachia barystachys 草本

苦参 Sop hora f lavescens 草本

截叶铁扫帚 Lesp edeza sericea 灌木

大披针苔草Carex Lanceolata 草本

中国特有( 27种, 52. 94% ) 油松 Pihus tubalaef ormis 乔木

华北特有 毛　木 Cormis bretschneider i 乔木

( 4种, 7. 84% ) 虎榛子Dstryp sis d avidiana 灌木

杭子梢 Campylotrop is macr ocarp a 灌木

区系成分

(总数,百分数)
植物 名 称 生活型

茶条戚Acer ginnala 乔木

华北—东北( 3 种, 5. 88% ) 败酱 Patrinia heterop hy lla 草本

细叶沙参 Adenophora paniculata 草本

西南—西北—华北( 1 种, 1. 96% ) 黄蔷薇Rosa hugonis 灌木

西南- 华北

( 5 种, 9. 80% )

山桃 Pr unus david iana 乔木

山丁香 Syr ing a Pekinensis 灌木

山棉花 Anemvne vitiif olia 草本

烂皮袄 Lonicera f erd inar dii 灌木

盘叶忍冬 Lonicer a tr agophylla 灌木

华中- 华北- 华东( 1 种, 1. 96% ) 杜梨 Pylus betulaef olia 乔木

西南- 华北—东北( 1 种, ) 毛樱桃 Pr unus tomentosa 乔木

西南—西北—华北—东北

( 1 种, 1. 96% )
多花胡枝子 Lespedea f lorbuhd a 灌木

西北特有 ( 1 种, 1. 96% ) 甘肃小檗 Ber beris kansuensis 灌木

西北—华北—东北

( 3 种, 5. 88% )

葱皮忍冬 Lonicera f erd inar dii 灌木

防风 Led ebowiela seseloides 草本

铁杆蒿 Artemisia sacr or um 灌木

西南—华中—西北—华北—华东

( 1 种, 1. 96% )
盘叶忍冬 Lonicer a tr agophylla 灌木

草木樨状紫云英 Astr ag alus melilotoides 草本

西北- 华北 西北　子 Cotoneaster zabelli 灌木

( 4 种, 7. 84% ) 糙隐子草 Cleistog enes squarr osa 草本

灯笼花 Adenop hora p etiolata 草本

西南—华中—华北 鹤草 Silence f oif une 草本

( 2 种, 3. 92% ) 火烧兰 Ep ip actis tangutica 草本

　　( 2)从属和种的区系成分分析来看, 两地辽东栎群落的

区系性质是温带的。两地群落中的中国特有种占各自群落中

总种数的一半或偏多(表 4、表 5) , 在中国特有成分中,北方

种占绝大多数, 与西南、华中、华东、东北等地区的共有种较

少,与华北的共有种较多, 显然与华北区系联系较为密切;其

次在非中国特有种中,中国 - 日本成分占有较高比例(表 4、

表 5) , 表明了两地群落与日本有一定的联系;另外旧世界温

带、亚洲温带、北温带也占有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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