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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定性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进行系统调查并分析。结果表明河南原

阳省级湿地公园有植物种类66科222属407种，其中蕨类植物3科4属7种；裸子植物1科1属1种；被

子植物62科217属399种；生活型分析表明，乔木16种，灌木4种，藤本植物1种，草本植物386种，

可以看出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维管植物以草本为主，占比超过94%，其次是乔木3.93%，藤本和灌

木种类稀少；植物区系分析表明，科级层次上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植物群落表现出亚热带气候带的

分布区类型，在属级层面上表现出典型的温带植物区系组成。综合分析表明，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

植物物种组成与区系特征反映出湿地内黄河所涉及的地形、气候、人为干扰及河流自然干扰的综合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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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s along riparian zone of Yuanyang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Xinxiang, Henan Province, the flora characteristic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otal of 407 vascular plants belonging to 222 genera and 66 families were identified, 
among which pteridophyte had 3 families, 4 genera and 7 species; gymnosperm had 1 family, 1 
genus and 1 species; and angiosperm had 62 families, 217 genera and 399 species. There were 16 
species of tree, 4 species of shrub, 1 species of vine, and 386 species of herb. The floristic analysis 
showed the geographical element was complex. For family, cosmopolitan, tropic to temperate 
types were 46.88%, 34.37% and 18.75% of the total families, respectively. For genus, there were 
105 genera belonging to temperature type, 61 genera belonging to tropic type, which showed the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iparian plant.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flora in Yuanyang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Xinxiang, Henan Province were influenced by to-
pography, climate, human disturbance and natural change of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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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地是地球上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蓄洪防旱、控制土壤

侵蚀、调节气候、美化环境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1]。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以下简称“原

阳湿地公园”)总面积 3977.54 hm2，可划分为永久性河流湿地和洪泛平原湿地 2 种湿地类型，湿地面积

3048.99 hm2，占总面积的 76.66%，原阳湿地公园在资源类型和生态功能上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对保护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涵养水源具有重要作用。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世代延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母亲河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在我国生态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

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原阳湿地公园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河生态屏

障的重要区段，生态区位非常重要，开展湿地资源的保护和恢复对推动黄河流域加快绿色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植物区系研究从西方国家起步，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相关研究在吴征镒、张宏

达等之后取得较好的成绩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植物区系是指某一地区，或者是某一时期，某一

分类群，某类植被等所有植物种类的总称[3]，它不仅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开展湿地生态系统保

护和恢复的基础，在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和湿地公园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 [5] [6]。
近年来，关于原阳湿地公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滩区生态建设与治理[7] [8] [9]等方面，而植物区系方

面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根据野外植物种类实地调查数据，整理出原阳湿地公园野生种子植物名录，

并对其区系组成、性质及未来植物区系动态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原阳湿地生态系统的

保护和退化湿地的恢复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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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原阳湿地公园东起陡门乡三教堂村，南以原阳行政区界线，西至蒋庄乡 西王屋村，北邻沿黄生态通

道，地处东经 113˚45'49''~114˚12'39''、北纬 34˚53'2''~34˚58'21''之间，共涉及原阳县境内的蒋庄乡、官厂

镇、靳堂乡、大宾镇、陡门乡 5 个乡镇、68 个行政村的滩涂水域及背河洼地。受地引力影响，海拔高程

由 93.5 m 逐步降为 70.3 m (图 1)。研究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平均气温 14.4℃，

年降水量为 700 mm，年蒸发量为 2034 mm，年平均日照在 2324.5 h 左右。湿地公园现有植被类型主要是

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由于当地居民长期频繁的在公园范围从事农业活动，原生植被破坏严重，目前仅在

荒地、河滩、坑塘及盐渍土等局部地段尚存有少量自然植被，其余均为人工林木。其中优势种或群落间

群种主要有柽柳(Tamarix chinensis)、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和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等。 
 

 
Figure 1. Location of Yuanyang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Xinxiang, Henan Province 
图 1. 河南原阳省级湿地公园位置图 

2.2. 研究方法 

在查阅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3 月依据物候期采用样线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实地调查，记录所见植物名称并拍摄照片，辅以标本采集鉴定[10] [11] [12]，建立原阳湿地公园种子

植物名录。利用 Excel 2010 统计所有种子植物科、属、种的数量和比例。 
参考《中国植被》讲调查到的湿地公园植物生活型划分为 4 类，即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四类植

物，参考吴征镒[13]、李锡文[14]划定种子植物的棵、属分布区类型。 
R/T 值分析，在进行地理成分分析的时候，一般用 R/T 值对研究区域的热带性质(2~7) (R)与温带性质

(8~14) (T)进行对比，R/T 值愈小，温带性质愈强；R/T 值愈大，热带性质愈强[15]。 

3. 结果与分析 

3.1. 植物群落物种组成 

3.1.1. 数量组成 
样地资料统计分析表明，原阳湿地公园维管植物 66 科 222 属 407 种，其中蕨类植物 3 科 4 属 7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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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子植物 1 科 1 属 1 种；被子植物 62 科 217 属 399 种。科级水平上占河南省维管植物的 43.42%，在属

级水平上占 24.78%，种级水平上占 13.78% (表 1)。 
 
Table 1. The percentage of families, genus and species along Yuanyang Wetland Park 
表 1. 原阳湿地公园植物群落在河南省科、属、种的比例 

 原阳湿地公园 河南省* 占比 

科 66 152 43.42% 

属 222 896 24.78% 

种 407 2954 13.78% 

*张桂宾. 河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研究[J]. 广西植物, 2004, 24(003):199-206。 

3.1.2. 植物科组成分析 
根据科内种的数量，将所有科划分为大科(大于 20 种)、较大科(10~19 种)、少种科(2~9 科)和单种科

4 类(表 2)。由表 2 可见，单种科、少种科最多，合计 56 科，约占总数的 84.85%。原阳湿地公园 20 种以

上的大科共 5 科，占总数的 7.58%，种树占比 41.52%，分别有蓼科(Polygonaceae，21 种)、藜科

(Chenopodiaceae，23 种)、豆科(Leguminosae，31 种)、菊科(Asteraceae，46 种)、禾本科(Gramineae，48
种)。10 种及以上的较大科共 5 种，占总科数的 7.58%，种数占比 18.18%，分别有十字花科(Brassicaceae，
10 种)、石竹科(Caryophyllaceae，10 种)、唇形科(Labiatae，15 种)、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11 种)、莎

草科(Cyperaceae，19 种)。大科、较大科占总科数的 15.15%，种数占比 59.7%，表明原阳湿地公园植物

的科属较为集中，优势类群现象明显。 
 
Table 2. Statistics of size of families along Yuanyang Wetland Park 
表 2. 原阳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科的大小统计 

类别及比例 单种科 少种科 较大科 大科 合计 

科 19 37 5 5 66 

比例% 28.79 56.05 7.58 7.58 100 

属 19 78 44 81 222 

比例% 8.56 35.13 19.82 36.49 100 

种 19 145 74 169 407 

比例% 4.67 35.63 18.18 41.52 100 

3.1.3.  植物属组成分析 
根据属内种数和属的特性，划分为单型属、单种属、少种属(2~5 种)、多种属(6~10 种)和大属(>10 种) 

(表 3)。 
 
Table 3. Statistics of size of families along Yuanyang Wetland Park 
表 3. 原阳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属的大小统计 

类别及比例 单型属 单种属 少种属 多种属 大属 合计 

属 5 130 81 4 2 222 

比例% 2.25 58.56 36.49 1.8 0.9 100 

种 5 130 214 27 31 407 

比例% 1.23 31.94 52.58 6.63 7.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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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生活型 
原阳湿地公园植物以草本为主(表 4)，占比超过 94%，其次为乔木 3.93%，藤本和灌木种稀少。从物

种组成上看，乔木林以人工种植的杨柳科、蔷薇科为主，具有强烈的人为干扰；以草本植物为主的群落

组成，表明湿地生境对干扰、干旱胁迫或地貌异质性敏感，植被更新迅速。 
 
Table 4. The life-form of vascular plant along Yuanyang Wetland Park 
表 4. 原阳湿地公园植物生活型 

类别及比例 
生活型  

乔木 灌木 草本 藤本 

种 16 4 386 1 

比例% 3.93 0.98 94.84 0.25 

3.2. 地理成分分析 

3.2.1. 科级分布区类型分析 
参考李锡文[14]中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划分，原阳维管束植物科包括 7 个分布型和一个变型

(表 5)。世界分布科 30 科，占总数的 46.88%；热带性质科(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

分布、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22 科，占总科数的 34.37%；温带性质

科(北温带分布、旧世界温带分布、中国特有分布) 12 科，占总科数的 18.75%。从科的地理成分分析看，

原阳湿地公园植物物种组成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地区性质，与湿地公园位于亚热带与温带的气候过渡带，

湿润半湿润的季风性气候直接相关。 
 
Table 5. Statistics of areal-type of vascular plant families along Yuanyang Wetland Park 
表 5. 原阳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统计表 

分布区类型和变型 科 比例% 

世界分布 30 46.88 

泛热带分布 19 29.69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分布 1 1.56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1 1.5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1 1.56 

北温带分布 9 14.06 

旧世界温带分布 2 3.13 

中国特有分布 1 1.56 

总计 64 100 

3.2.2. 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1) 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由表 6 可知，湿地公园 215 属(不包含蕨类植物)划分为 14 个分布型和 8 个变型，表现出较高的属级分

布区类型。其中，世界广布属49属，占总属数的22.69%；热带性质属(2~7，含变型)61属，占总属数的28.22%；

温带性质属 105 属，占总属数的 48.61%；中国特有属 1 属，占总属数的 0.46%。温带性质分布占优势，属

级水平的聚类相比科级水平更能体现出纬度气候相近性，湿地公园介于 N 34˚53'2''~34˚58'21''，属于北温带

(N23.5˚~66.5˚)范围，体现出与气候带相匹配的植物地理成分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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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属的 R/T 值分析 
由表 6 计算出 R/T 为 0.5809 < 1，表明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表现出明显的温带性质，与属的分布区类

型分布特点相一致。 
 
Table 6. Areal-types and sub-types of spermatophyte genus along Yuanyang Wetland Park 
表 6. 原阳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属的分布类型 

分布区类型及其变型 属数 比例% 

1.世界分布 49 22.69 

2.泛热带分布 41 18.98 

2-1.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墨西哥)间断分布 1 0.46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5 2.31 

4.旧世界热带分布 1 0.46 

4-1.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1 0.46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4 1.85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5 2.31 

7.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3 1.39 

8.北温带分布 37 17.13 

8-4.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 7 3.24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2 0.93 

9.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11 5.09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19 8.8 

10-1.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2 0.93 

10-3.欧亚和南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 2 0.93 

11.温带亚洲分布 4 1.85 

12.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7 3.24 

12-3.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1 0.46 

13.中亚分布 1 0.46 

13-1.中亚东部(亚洲中部中)分布 1 0.46 

14.东亚(东喜马拉雅–日本) 6 2.78 

14-1.中国–喜马拉雅 2 0.93 

14-2.中国–日本 3 1.39 

15.中国特有 1 0.46 

汇总 216 100 

4. 讨论 

湿地公园内黄河区域属河南段，在我国已经有超过 3000 年的开垦历史，中华文明也萌芽于此。由于

长期的人为干扰以及黄河不定期的泛滥与改道，使得地带性植被–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以强人工干扰下的农业植被、园林植被以及次生的灌丛、草地和人工林地。从科、属、种三个分类阶

元等级所占比例来看，科级分类单位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属级和种级，湿地公园植物科的数量占河南总

科数的 43.42%，在属级水平不到占河南省级相应水平的 25%，种级数量稍稍超过 10%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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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物种丰富度受到海拔、纬度、经度、地形、土壤湿度、人类活动等多种自然与人工环境的影响

[16]。从植物组成中可以看到经典的沙生植被，如虫实、白茅等，甚至这些植被成为了优势种和建群种。

由于湿地公园范围内黄河底下水位较高，在干旱季节土壤盐分上升，聚集地表，导致湿地范围黄河沿岸

出现不同程度的盐渍化，带来抗盐碱草本植物或泌盐植物的生长，如柽柳、西伯利亚蓼、盐地碱蓬等。 
从过往的研究可以发现，河岸植被一般具有少量的大型科、属，往往不超过 10%的科和属，其种的

比例超过 50% [17]。本研究中，10 种以上的大科、较大科占总科数的 15.15%，科内种数占总种数的 59.7%；

十种以上的大属仅有 2 个，种属却占到 7.62%，都充分体现了湿地公园内植物在河岸带优势科集中分布

的特点。由表 3 可知，湿地公园内有 5 个单型属，130 个单种属，两者占到湿地公园的 60.81%；单型属

具有重要系统学意义，其物种一般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或文化意义，表现出湿地公园内植物群落的复杂、

多样性，与黄河河岸带受到长期、短期的干扰相关，并且湿地公园范围内黄河还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和

黄河频繁的改道的影响，再加上近年来极端气候频繁爆发，区域降水幅度加大，黄河水量变化对湿地公

园河岸带的淹没周期、时间及频率发生变化，公园内难以形成稳定、长期更新的植物群落。 
从湿地公园植物的生活型也可以发现，湿地公园内物种组成以草本植物为绝对优势，占比达 94.84%，

其中禾本科有 48 种，莎草科有 19 种，这种典型的“禾草类”植物，与国内外研究认为河岸带是“禾草

类植物天堂”相吻合。与通常认知及先前研究存在差异的在与本研究发现乔木比例 3.93%超过灌木的

0.98%，可能与近年来湿地公园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退耕还林、炎黄生态林带建设等有关，调查发现湿地

公园内大量的乔木树龄、树型、株行距都表现出典型的人工栽植特征。超高比例的草本植物，高于灌木

的乔木比例，一定程度上表达出湿地公园范围内一方面生境苛刻，变化迅速，难以形成稳定而长期的植

物群落，另一方面收到较多人为干扰。人工植被恢复在持续进行。这样的植物物种组成特征，反映出湿

地公园生境的复杂多样性，有林地、滩涂、沙丘、河心沙洲、水域、支流河口、湖泊、沼泽、盐碱地等。 
研究发现，原阳湿地公园植物区系科级水平较为简单(表 5)，而属级水平较为复杂(表 6)，研究认为，

科是长期地理环境变迁的产物，稳定性较强，对区域气候条件变化反映较好，但属能比科更好划清界限，

能提供更为准确的结构信息和区域植被地理成分信息[18]。原阳湿地公园植物区系与河南特有植物区系

[19]、河南种子植物区系[20]在科属地理成分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原阳湿地公园植物在科的地理成分

以热带植物科占优势，在属的地理成分组成以世界广布为主，温带成分次之的特点。可能与湿地公园位

于黄河河岸带这一特殊的生境有关，黄河河岸带土壤、水分、和养分较为集中，且由于地势较低，临近

高热容量的水域，其温度相较河岸外侧高地更高、变化更小，从而导致更多的热带植物科的出现。同样，

从 R/T 值的分析可知，湿地公园维管植物属表现出明显的温带性质，与研究区所处的北亚热带至温带这

一过渡性气候区的特征，促使温带地理成分占 48.61%的绝对优势。这与梁少民等[15]在黄河河南段沿岸

植物区系在科属地理成分方面的结果一致。 
研究表明，黄河河南段沿岸植物区系[15]与黄河源头[21]、黄河三角洲[22]的植物区系关系较为密切，

与河南东部平原地区植物区系[23]也有较强的相似性，湿地公园植物区系隶属黄河河南段，表现出与黄河

河南段一致的科属地理成分。由此可见，自黄河源头–黄河河南段–黄河河口，黄河沿岸植物区系在纵

向上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在河流纵向上维持较高的相似性，和河流连续统理论的一个证明。这与河流

连续统理论认为沿河纵向生物具有连续性假设相符，虽然近年来沿黄河纵向修建了一系列电站，对河流

纵向连续性产生干扰，导致河流生境破碎化，但从植物区系组成看，虽然对河岸植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干扰，但仍能在区系层面形成连续。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部分植物对环境适应性较强，部分热

带、温带物种扩散本地；二是部分植物种子可继续通过黄河回流自上而下的进行传播，如黄河虫实等，

丰富了原阳湿地公园植物组成及区系地理成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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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原阳湿地公园内维管植物共 66 科 222 属 407 种，蕨类植物 3 科 4 属 7 种；裸子植物 1 科

1 属 1 种；被子植物 62 科 217 属 399 种。从科属组成看，大科 5 个(>20 科)，较大科 5 个(10~19 科)，单

种科和少种科合计 56 科。超过 10 种的 2 个，少种属 81 属，单种属 130 个，单型属 5 属。从生活型看，

以草本植物为主，386 种，乔木 16 种，灌木 4 种，藤本 1 种。区系地理成分分析表明，在科级水平上体

现出湿地公园亚热带气候区的分布区类型，64 科植物 7 个分布型和 1 个变型，其中世界广布、热带性质、

温带性质占绝大部分，分别有 30 科、22 科和 12 科。在属级水平上反映出原阳湿地公园的温带性质，并

具有丰富的属级分布区类型(14 个分布型和 8 个变型)，其中世界广布属 49 属，热带性质属 61 属，温带

性质属 105 属，中国特有属 1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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