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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峡森林公园公路改建工程影响区域
维管束植物资源调查研究

向大兵,李江,李婉瑜,吴思思,李佳玲,冯丹,杜蓉,宗浩

(四川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成都610101)

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对飞龙峡森林公园公路改建工程影响区域维管束植物的种类、生活型、植被类型进行了

初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1)区域内有维管植物62科124属146种,其中,蕨类植物9种,隶属5科5属;裸子植物

8种,隶属5科7属;被子植物129种,隶属52科112属.2)在调查区域内蕨类植物多数科属只含一个物种,表明仅有

少量种类的蕨类植物物种能够在此环境中生存.3)被子植物在科、属、种层次上被子植物所占比例分别为83.38%、

90.32%、88.36%,占绝对优势.4)蕨类植物以世界分布占绝对优势,泛热带分布和北温带分布较少,其他分布类型均

缺乏;种子植物在科的区系组成中呈现出较高的热带性质,在属的区系组成中呈现出温带性质和热带性质.建议飞龙

峡森林公园内公路改建工程施工期间以及工程后期应当采取相应的移栽育苗、迁地保护和植被恢复等措施,减小对

森林公园植物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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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应主要是以森林资源为基础的一个森林地域,区域内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植物种类、较高

的森林覆盖率,构成了一个完整、相对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维持着一片区域内的生态平衡[1].森林公园由地

方政府或公共团体规划,保护和管理较为特别[2].森林公园主要用于教育、开发以精神、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

旅游活动[3].此类活动对该区域内植被覆盖具有一定的影响,故而保护植被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
四川省飞龙峡森林公园内森林面积为2.598万亩,其中天然林1.814万亩,人工林0.784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79.44%.森林公园植被主要为天然马尾松林,组结构以中、近熟林居多;森林公园内的针叶林、阔叶林和

竹林交互生长,形成丰富的混交林;园内还有丰富的主类资源,与针阔叶林交互生长.

1 调查地概况

四川省飞龙峡森林公园地处自贡市区西南部边缘,距城区15km,介于E:104°36'5″~104°41'10″和N:

29°16'30″~29°11'40″之间.属典型的丘陵地貌,地势西北高,东北低,沟谷纵横交错,穿插在丘间.属中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极端最高气温40℃,最低气温-2.8℃,年平均气温17.9℃.森林覆盖率达到79%以上,动植

物生物多样性丰富.

2 调查内容与方法

调查范围:于2017年8、9月对四川省飞龙峡森林公园内自流井区尖环路荣边镇至贡井界连接公路改建

工程项目影响区域(以下简称“影响区域”)进行调查,调查范围以道路沿线为中心,两侧外延不低于1km范

围作为基准范围,调查面积约为70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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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通过设置样线和样方记录相结合的方式,对影响区域内维管植物的种类进行完整和

系统调查统计.以典型抽样原则,在整个影响区域内设置若干条垂直方向、水平方向的和贯穿不同生境的样

线.调查中,沿着设置的若干样线行进,并且依据典型选样原则设置样方,其中乔木样方面积20m×20m、灌
木样方面积10m×10m、草本样方面积1m×1m.设置样线与记录样方,便于记录各样地内不同的植物种

类,对不认识的植物种类,采集标本参考图鉴进行鉴定,从而确保植物种类调查的准确性以及区系分析的系

统性.
区系成分分析:植物物种的鉴定主要参考《四川植物志》[4]《中国高等植物图鉴》[5]《中国植被》[6]等文献

资料.并且根据李锡文[7]、吴征镒[8]等人对中国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标准,对影响区域内植物科、属的

区系地理成分进行统计和分析.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维管束植物的基本组成

根据野外调查结果统计得出,影响区域内共计维管束植物62科124属146种,其中,蕨类植物5科5属

9种、裸子植物5科7属8种、被子植物52科112属129种.由表1可以看出,在科、属、种层次上被子植物所

占比例分别为83.38%、90.32%、88.36%,占绝对优势.
表1 影响区域植物的基本组成统计

植物门类
科

数量 比例/%

属

数量 比例/%

种

数量 比例/%

蕨类植物 5 8.06 5 4.03 9 6.16

裸子植物 5 8.06 7 5.65 8 5.48

被子植物 52 83.88 112 90.32 129 88.36

合计 62 100.00 124 100.00 146 100.00

3.2 维管束植物科属统计分析

3.2.1 蕨类植物科属的多样性分析

蕨类植物是维管束植物中最原始和古老的的一类植物.结合相关参考文献[9-11],以及研究区域内蕨类植

物各科、属所含植物种数的实际状况,对蕨类植物5科5属进行分类(表2、表3).
表2 影响区域蕨类植物科的大小级别分析

级 别 科数 比例/% 种数 比例/%

单种科 3 60 3 33.3

寡种科(2~5种) 2 40 6 66.7

少种科(6~9种) 0 0 0 0

中等科(⩾10种) 0 0 0 0

合计 5 100 9 100

  在科的层次上(表2),含2~5种的寡种科2科,占总科数的40%,分别为凤尾蕨科Pteridaceae(3种)、
木贼科Equisetaceae(3种);单种科3科,占总科数的60%,分别为卷柏科Selaginellaceae、海金沙科Lygodi-
aceae、蕨科Pteridiaceae.该区域内缺少种数在6~9种的少种科和超过10种的中等科,蕨类物种较为单一.

在属的层次上(表3),含2~5种的寡种属2属,占总属数的40%,即木贼属Equisetum(3种)、凤尾蕨属

Pteris(3种);单种属的有3属,占总属数的60%,即卷柏属Selaginella、海金沙属 Lygodium 和蕨属

Pteridium.同样缺少种数在6~9种的少种属和超过10种的中等属.
3.2.2 种子植物科的多样性分析

结合相关参考文献[7,12-13],对影响区域内种子植物(57科119属137种)进行科属的大小级别分析,结
果如表4.

29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年



含10~19种的中等科2科,共28属30种,分别占调查区种子植物总科数的3.51%、总属数的23.53%、
总种数的21.90%,包括禾本科 Gramineae和菊科Compositae.

含6~9种的少种科2科,共9属12种,分别占调查区种子植物总科数的3.51%、总属数的7.56%、总种

数的8.76%.
含2~5种的寡种科27科,共56属69种,分别占调查区域内种子植物总科数的47.37%、总属数的

47.06%、总种数的50.36%.
单种科26科,分别占调查区域内种子植物总科数的45.61%、总属数的21.85%、总种数的18.9%.
区域内种子植物以寡种科与单种科为区系的内优势科,分别占总科数的47.37%与45.61%,植物种数占

总种数的69.34%.
表3 影响区域蕨类植物属的大小级别分析

级别 属数 比例/% 种数 比例/%

单种属 3 60 3 33.3

寡种属(2~5种) 2 40 6 66.7

少种属(6~9种) 0 0 0 0

中等属(⩾10种) 0 0 0 0

合计 5 100 9 100

表4 影响区域种子植物科的数量统计

类型
科

数量 比例/%

属

数量 比例/%

种

数量 比例/%

中等科(⩾10种) 2 3.51 28 23.53 30 21.90

少种科(6~9种) 2 3.51 9 7.56 12 8.76

寡种科(2~5种) 27 47.37 56 47.06 69 50.36

单种科 26 45.61 26 21.85 26 18.98

合计 57 100.00 119 100.00 137 100.00

3.2.3 种子植物属的多样性分析

经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文献[7,13-14],整理统计分析影响区域共有种子植物119属,结果如表5:
表5 影响区域种子植物属的统计

类型 属数 比例/% 种数 比例/%

多种属(⩾10种) 0 0 0 0

中等属(6~9种) 0 0 0 0

寡种属(2~5种) 14 11.76% 32 23.36%

单种属 105 88.24% 105 76.64%

总计 119 100.00% 137 100.00%

  调查区无含10种以上的多种属及含6~9种的中等属.
含2~5种的寡种属14个,包含32个种,占调查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11.76%、总种数的23.36%.
影响区域内种子植物单种属有105个,分别占植物总属数的88.24%、总种数的76.64%.
影响区域内的植物中,主要是寡种属与单种属,以单种属最为居多,占总种数的76.64%.

3.3 维管植物的区系成分分析

3.3.1 蕨类植物科属的区系分析

根据秦仁昌[9-10]、陆树刚[15]对蕨类植物科、属区系分类系统,植物区系的统计分析,对于了解调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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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植物区系的形成、演化过程及植被性质等具有重要作用[16].影响区域内蕨类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结果见表6.调查区域内蕨类植物5科,划分为3种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分布占绝对优势,泛热带分布和北温

带分布较少,均占20.0%,其他分布类型均缺乏.

表6 影响区域蕨类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数 比例/% 属数 比例/%

世界分布 (1)世界分布 3 60 3 60

热带分布 (2)泛热带分布 1 20 1 20

(3)热带亚洲和美洲间断分布 0 0 0 0

(4)旧大陆热带分布 0 0 0 0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0 0 0 0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0 0 0 0

(7)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0 0 0 0

温带分布 (8)北温带分布 1 20 1 20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0 0 0 0

(10)旧大陆温带分布 0 0 0 0

(11)温带亚洲分布 0 0 0 0

(12)地中海分布、西亚至中亚分布 0 0 0 0

(13)中亚分布 0 0 0 0

(14)东亚(喜马拉雅-日本)分布 0 0 0 0

中国特有 (15)中国特有 0 0 0 0

合计 5 100 5 100

3.3.2 种子植物科属的区系分析

根据李锡文和吴征镒等[7-8,17],影响区域内有种子植物57科划分为8种分布区类型(表7).其中:广布

(世界分布)科占40.35%,热带成分(分布类型2~7)的科占35.09%,温带成分(分布成分8~14)的科占

22.81%,中国特有成分的科占1.75%(即银杏科Ginkgoaceae).从科的分布区类型上来看,影响区域内种子

植物区系具有较高的热带分布特点,同时温带分布成分比例高,这与其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环境紧密相关.
参照吴征镒先生[17]关于我国植物属的分布型的划分,可将影响区域种子植物119属划分为13种类型

(表7).调查区共有种子植物119属,世界广布属23种;各热带成分共计46属,占调查区内总属数的

38.66%;各温带成分共计45属,占调查区内总属数的37.82%;中国特有成分5属,占调查区内总属数的

4.20%.从属的分布类型来看,影响区域种子植物属的组成体现了温带性质和热带性质,与区域气候条件相

适应.
3.4 植被类型划分

按照《四川植物志》[4]《中国高等植物图鉴》[5]的分类原则,结合影响区域自然植物种类的组成、外貌、结
构、生态地理特征和动态特征,选取植被型、群系纲、群系组和群系四级分类体系,可将影响区域自然及栽培

植被可分为7个植被型,7个群系纲,11个群系组13个群系(见表8).在调查区内,马尾松群系、青冈林群系、
黄荆马桑灌丛、蕨类及白茅草丛分布较为广泛,为当地优势植被类型.马尾松群系和青冈群系主要是单独分

布和交叉分布并存的分布模式,主要分布在山肩或者山脊;黄荆马桑灌丛主要分布在溪水边与河边上;白茅

群系主要分布在山脚下平坦区域;核桃经济林主要分布于山脚及耕地;该地区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及甘薯等

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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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影响区域蕨类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类型 科数 比例/% 属数 比例/%

世界分布 (1)世界分布 23 40.35 23 19.33

热带分布 (2)泛热带分布 15 26.32 24 20.17

(3)热带亚洲和美洲间断分布 2 3.51 1 0.84

(4)旧大陆热带分布 1 1.75 4 3.36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2 3.51 6 5.04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0 0 6 5.04

(7)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0 0 5 4.20

温带分布 (8)北温带分布 11 19.30 25 21.01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2 3.51 1 0.84

(10)旧大陆温带分布 0 0 7 5.88

(11)温带亚洲分布 0 0 2 1.68

(12)地中海分布、西亚至中亚分布 0 0 0 0

(13)中亚分布 0 0 0 0

(14)东亚(喜马拉雅-日本)分布 0 0 10 8.40

中国特有 (15)中国特有 1 1.75 5 4.20

合计 57 100 119 100

表8 影响区域植被类型的统计

植被型 群系纲 群系组 群系

一.阔叶林 (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1、低山常绿阔叶林 (1)青冈林

(2)桉树林

二.针叶林 (二)亚热带常绿针叶林 2、松林 (3)马尾松林

3、柏木林 (4)川柏木林

三.竹林 (三)亚热带竹林 4、大茎竹林 (5)斑竹林

5、小茎竹林 (6)水竹林

四.灌丛 (四)山地灌丛 6、落叶阔叶灌丛 (7)黄荆马桑灌丛

五.稀树草丛 (五)山地草丛 7、禾草草丛 (8)白茅草丛

8、蕨类草丛 (9)蕨草草丛

六.经济林木 (六)落叶经济林 9、落叶油料林 (10)核桃林

七.作物 (七)粮食作物 10、谷类作物 (11)水稻

(12)玉米

11、薯类作物 (13)甘薯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1)影响区域内维管束植物62科124属146种,调查区域内具有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植物区系结构较

为复杂,分布区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区域内被子植物科、属、种分别占调查区维管植物科、属、种总数的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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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0.32%、88.36%,占据绝对优势.
2)影响区域内蕨类植物共有5科5属9种.其中:少种科2科,单种科为3科;少种属2属,单种属的有

3属.在调查区域内多数科属只含一个物种,表明该区域内仅有少量的蕨类植物物种能够在此环境中生存.
3)影响区域内种子植物从科的层次分析,以单种科与寡种科为主,为明显的优势科,分别占总科数的

47.37%、45.61%;从属的组成分析,单种属在属的层次上表现出明显优势,占总属数的88.24%;在种的层次

上,也表现出优势,所含植物总数占物种总数的76.64%.
4)影响区域种子植物57科划分为8个类型,其中:世界分布科占40.35%,热带成分的科占35.09%,温

带成分的科占22.81%,中国特有成分的科占1.75%,可以说明植物区系组成结构较为复杂.从科的分布类型

来看,影响区域内种子植物区系主要为世界分布类型,并且具有较高的热带性质,同时温带成分比例高,这与

其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环境紧密相关.从属的分布类型来看,影响区域种子植物属的组成体现了温带性质和

热带性质,与区域气候条件相适应.
5)影响区域内种子植物有1科5属为中国特有科属,说明调查区域内的植物具有一定量的中国特有

成分.
4.2 讨 论

根据现场调查,飞龙峡森林公园内由于改建公路,虽然道路沿线无环境遗留问题;道路沿线边坡也无大

面积裸露,基本覆盖有蜈蚣蕨、凤尾蕨、禾草等草本植物及小灌木,但依然应多方面采取措施减小道路运营的

影响,恢复植被等.例如,加强道路运营管理,严禁人为非法砍伐森林别且继续加强现有植被的保护,定期对

道路排水沟进行清理、疏通,保证道路排水条件,建立植被生长的优良环境.结合现目前已有的关于森林公园

建设中植被保护及恢复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相关生态环境的保护指导工作,应该保护物种丰富高多样性高的

植物群系,对稀有濒危植物及时采取必要保护措施,如移栽育苗、就地或迁地保护等策略,并且建立高效、合
理与科学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补偿机制[18],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森林公园具有自然保护和生态调节作用[19],针对森林公园开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在“保护为

先,开发为辅”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保护区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关系[11-12].景区景点尽量少搞或不搞人工建设,
保持原始风貌,保证在开发的同时生态环境得以保护[20].翠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开发时发挥自身的特色,采
取对应的开发模式和手段,保证整个生态景区自身形象,采取独特的存在形式,避免千篇一律[21].铜山湖国

家森林公园则尽量依据自然形态而建,不求近但求远,不求直但求弯,尽量不设踏步,减少人工开采的痕迹,
保持自然本色[22].乌龙国家森林公园通过测算环境和游客心理容量,并严格控制游客数量[23].不同地区的森

林公园都坚持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寻找适合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式,合理开发森林公园资源,使得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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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vascularplantresourcesintheareaaffected
bytheroadreconstructionprojectofFeilongxiaForestPark

XiangDabing,LiJiang,LiWanyu,WuSisi,LiJialing,FengDan,DuRong,ZongHao

(Collegeoflifesciences,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Abstract:Withfieldinvestigation,apreliminarystudywasconductedonthespecies,lifeforms,andvegetationtypesof
vascularlplantsintheareaaffectedbytheroadreconstructionprojectofFeilongxiaForestPark.1)Thisareacontains146vas-
cularplantspecies,whichbelongto52familiesand119genera,inwhich9speciesofpteridophytebelongingto5generaand5
families,and8speciesbelongingto7generaand5familiesofgymnosperm,129speciesbelongingto112generaand52fami-
liesofangiosperm.2)Mostofthefernsinthesurveyareacontainonlyonespecies,indicatingthatonlyafewspeciesoffern
speciescansurviveinthisenvironmentoftheFeilongxiaForestPark.3)Theangiospermsareoccupiedatthefamily,genera,

andspecieslevel.Theproportionswererespectively83.38%,90.32%and88.36%,accountingforanabsoluteadvantage.4)

Thedominantspeciesinfernsiswidespread.Thepan-tropicaldistributionandthenorthtemperatedistributionaccountfora
relativelysmallpercentage.Theotherdistributiontypesareallscarce;theseedplantsinthefamilycompositionofthefamily
showahighertropicalnature.Itshowsatemperateandtropicalnatureinitsfloristiccomposition.Amongthevascularplantsin
theinvestigationarea,mostoftheplantsareherbaceous,manyarecommonfarmlandweeds.Itissuggestedthatinthelateand
duringtheperiodofroadreconstructioninFeilongxiaForestPark,weshouldtakesomemeasures,suchastransplantingseed-
lings,ex-situconservationandvegetationrestorationtomitigatethedamagetotheplantsan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for-
estpark.

Keywords:ForestPark;totallandplants;theferns;theseed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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