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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沿海小型海岛植物丰富度和 β 多样性及其影响
因子

王金旺，魏馨，陈秋夏∗，李效文，杨升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５

摘要：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调查了温州沿海 ２０ 个小型无居民海岛的植物组成，共记录到维管束植物 ３６６ 种，隶属于 ９５ 科 ２４４ 属，其
中草本植物 ２２６ 种，木本植物 １４０ 种。 拟合了五个种—面积关系模型，采用赤池信息量 ＡＩＣ 对模型进行选择，发现种—面积—
生境类型关系模型 ＳＡＨｎＲ 权重系数最大，为 ４０．２６％，两种断点回归种—面积关系模型 ＢＲ－ＳＡＲ 权重系数分别仅为 ６．９４％和

０．４３％，表明基于这 ２０ 个海岛拟合的种—面积关系不存在小岛屿效应。 岛屿植物物种丰富度主要受面积 Ａ 影响，离大陆距离

Ｉｍ对丰富度无显著作用；偏相关分析表明除 Ａ 外，周长 ／面积比 ＰＡＲ 和岛屿生境多样性指数 Ｈｄ显著影响了植物丰富度，其逐步

回归方程分别为：植物总丰富度 Ｓ＝ ７６．７１４＋ １．６９６Ａ－ ０．０４６ＰＡＲ， Ｒ２ ＝ ０．８３９；木本植物丰富度 Ｓ＿ｗｏｏｄｙ ＝ ６．５２５＋ ０．４５５Ａ＋ ２４．５４４Ｈｄ，

Ｒ２ ＝ ０．６９７；草本植物丰富度 Ｓ＿ｈｅｒｂ ＝ ６６．８９９＋ １．２８５Ａ－ ０．０４ＰＡＲ－ ２３．４３４Ｈｄ，Ｒ２ ＝ ０．８６５。 偏最小二乘回归 ＰＬＳ 分析中岛屿空间特

征参数对岛屿物种相似性指数重要性排序为：Ｉｍ（０．６１）＞ Ｉｉ（０．５６） ＞ ＰＡＲ（０．４９） ＞ Ａ（０．２０） ＞ 岸线长度 Ｐｅｒ（０．１４） ＞ 生境类型 Ｈ
（０．０７２）＞ 岛屿高程 Ｅ（０．０６５）＞ 岛屿形状指数 ＳＩ（０．０５）。 由此可见，近岸的小型海岛植物丰富度并不总是由岛屿面积来决定；
隔离度对岛屿植物 β 多样性影响较大。
关键词：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丰富度；种—面积关系；空间特征；小岛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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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面积关系（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Ｒ）定量表达了物种丰富度随取样面积增大而不断增加的变化

趋势［１］，是生态学理论中建立较早的模型之一［２］，其重要性在生物地理学、保护生物学中一直受到高度关

注［３⁃５］。 目前，生态位和中性理论被用来解释种—面积关系的生态学机制：群落的构建是生态位分化和随机

的生态漂变共同作用结果［６］，物种个体空间上的随机分布导致取样面积的增大引起新物种出现的概率增

加［７］，环境筛选和物种极限相似性使得取样面积包含越多的具有异质性的生境类型将导致出现新物种的概

率增加［８⁃９］。
在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中，物种组成的变化会导致岛屿物种丰富度出现动态波动，但岛屿物种丰富度随

时间推移而保持相对稳定，岛屿物种丰富度主要取决于岛屿面积和隔离程度，该理论也指出种—面积关系可

能并不适用于小型岛屿［１０］。 从逻辑上可推出，岛屿面积小到一定程度将仅能够支持极少数物种存在或者由

于动态波动某些时刻这些小型岛屿上将不存在物种［１１］。 但是，越来越多的生物地理和物种多样性研究案例

表明，当岛屿面积小于某个特定阈值时，岛屿物种丰富度将不再符合种—面积关系，即存在小岛屿效应（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Ｅ） ［２，１２］，如 Ｌｏｍｏｌｉｎｏ 和Ｗｅｉｓｅｒ［１３］对包括植物、两栖动物、蚂蚁、甲虫、哺乳动物、爬行动物、蝴蝶、
鸟类等在内的 １０２ 个研究案例进行了对数（ｌｏｇ⁃ｌｏｇ ｍｏｄｅｌ）和半对数（ｓｅｍｉ⁃ｌｏｇ ｍｏｄｅｌ）分析，发现 ５９％的案例存

在小岛屿效应。 然而，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关于小岛屿效应的研究结果也截然不同，以至于有学者对

小岛屿效应的存在提出质疑［１４］。 如 Ｑｉｅ 等人［１５］ 研究马来西亚肯亚湖岛屿上甲壳类昆虫蜣螂的丰富度与岛

屿面积关系时发现，面积小于 ３５．８ ｈｍ２时，蜣螂丰富度不受面积影响，丰富度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表现出明

显的小岛屿效应。 赵庆洋等［１６］研究千岛湖中 １４ 个岛屿和 ２ 个半岛上小型兽类群落多样性时发现，随面积的

增加，物种丰富度并非总是增加，也呈现出明显的小岛屿效应；然而 Ｗａｎｇ 等人［１７］ 对该湖中 ４２ 个岛屿上鸟类

的研究结果却表明不存在小岛屿效应的证据。
由于岛屿物种丰富度主要受岛屿面积和隔离程度的影响，ＳＡＲ 曲线不能清楚的解释生态位和物种扩散

这两个过程在决定岛屿物种丰富度中所起的作用［１８⁃１９］，而 β 多样性能较为直观的反映物种组成在一定时空

尺度和环境中的变化［２０］，在物种丰富度分析中，运用 β 多样性可较好的解释隔离度在影响岛屿物种丰富度中

所起的作用。 物种相似性指数作为一个度量 β 多样性的指标，在解释群落间物种组成差异上具有重要作

用［２１］。 此外，若将岛屿作为一个斑块，斑块大小、斑块形状、斑块隔离程度等空间特征参数对物种多样性均有

显著影响［２２⁃２４］。 基于此，该实验尝试在分析种—面积关系以及岛屿间物种 β 多样性的基础上，探讨岛屿面

积、岛屿离大陆距离等岛屿空间特征参数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浙江沿海岛屿众多，岛屿大小和隔离程度不一，为岛屿生物地理学和物种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场地，

然而在此开展的实验研究鲜见报道。 为此，项目组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先后 ８ 次对温州沿海二十个

小型无居民海岛进行了植物调查，结合岛屿地理资料，试图回答以下问题：（１）温州沿海小型岛屿维管束植物

丰富度主要受何种岛屿空间特征参数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小岛屿效应？ （２）不同岛屿维管束植物 β 多样性

与岛屿空间特征的关系如何？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温州市辖区内海岛南北跨距 １４７．６４ ｋｍ（２７°０５′５４″Ｎ —２８°２２′２６″Ｎ），东西跨距 ７９．５９ ｋｍ（１２１°１５′５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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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２７′４２″Ｅ），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季风明显，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温和湿润，光照充足，热量充沛，全
年多大风，春季多海雾，夏秋多台风常伴有暴雨；海岛年均气温 １５．４—１７．７℃，多年均降水量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ｍｍ，
多年均蒸发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ｍｍ。 多数海岛集中在水深 ２０ ｍ 以内的近岸浅海区域，远岸岛屿相对分散，数量较

少。 近年来，随着连岛工程建设、围（填）海项目实施，部分海岛已“灭失”，温州现有无居民海岛 ３８６ 个，以南

北如链、面上呈群状态不连续地分布在浙南沿海近岸，形成洞头列岛、大北列岛、北麂列岛、南麂列岛四大列岛

和乐清湾诸岛、苍南沿海诸岛两个分布带，其中以瓯江口外的洞头列岛相对集中，数量最多，约占无居民海岛

总数的 ４０％，苍南东部近岸诸岛分布呈南北长链，相对分散［２５］。
１．２　 研究方法

图 １　 调查岛屿区域分布图，底图源自于浙江地图网（审图号浙 Ｓ（２０１０）２８０ 号）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ｂａｓｅ ｍａｐ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ｐｗｏｒｌｄ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ｒｔ ｎｕｍｂｅｒ 浙 Ｓ（２０１０）２８０）

１．２．１　 调查方法

在调查的 ２０ 个海岛中，位于乐清湾的 １ 个，即大乌岛，位于瓯江口外的海岛有 ８ 个（北小门岛岛群，ＢＩｓ），
即鸭屿岛、黄狗盘屿、官财屿、三星礁、黄泥山屿、北小门岛、乌星岛、小乌星岛，位于飞云江口外的海岛有 ６ 个

（王树段—大叉山岛群，ＷＤＩｓ），即大叉山、小叉山、小峙山、王树段岛、王树段儿屿、荔枝山，位于鳌江口外的海

岛有 ５ 个（上头屿—琵琶山岛链，ＳＰＩｓ），即上头屿、琵琶山、外圆山仔屿、长腰山屿、冬瓜山屿，调查岛屿分布情

况见图 １。 其中，面积（ａｒｅａ，Ａ）最小的黄泥山屿仅 ０．２１ ｈｍ２，最大的琵琶山为 ５５．３ ｈｍ２，其中 Ａ ＜ １ ｈｍ２的 ６
个，１ ｈｍ２≦ Ａ ＜ ５ ｈｍ２的 ５ 个，５ ｈｍ２≦ Ａ ＜ ２０ ｈｍ２的 ５ 个，Ａ≧２０ ｈｍ２的 ４ 个。 调查时，对面积小于 ５ ｈｍ２的海

岛进行普查，记录所见植物种类，拍摄照片，采集标本，记录植物出现的生境类型（包括阔叶林、针叶林、灌丛、
草丛和湿地），采用 ＧＰＳ 记录不同生境面积；面积在 ５—２０ ｈｍ２的采用环岛样线和东西向或南北向沿岛屿中部

设置样线的方式踏查，记录样线（样线宽度 １０ ｍ）内所有植物种类，拍摄照片，采集标本，携带 ＧＰＳ 记录踏查

范围，记录样线上出现的生境类型及不同生境的边界点地标，以样线上同一生境的两个边界点之间距离代表

该生境面积；面积大于 ２０ ｈｍ２的分别在南坡和北坡登岛，采用岛屿下部、岛屿中部、岛屿上部设置样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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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调查方式同上。 所采集的植物标本于实验室进行鉴定，存疑类群聘请专家鉴定（标本保存于浙江省亚

热带作物研究所标本室），完成各岛屿植物名录。
１．２．２　 数据处理方法

（１） 岛屿空间特征参数

根据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提供的海岛资料（表 １），岛屿面积（Ａ）、岸线长度（Ｐｅｒ）、离大陆距离（ Ｉｍ）、岛屿

间距离（ Ｉｉ）、岛屿高程（Ｅ）、周长 ／面积比（ＰＡＲ）、形状指数（ＳＩ）等参数来描述调查的岛屿空间特征，其中 Ｉｍ表

示岛屿边缘至大陆的最小直线距离，ＰＡＲ 为岛屿边缘的相对长度，表征岛屿的边界效应［２６］。 ＳＩ 反映岛屿形

状的复杂程度，由公式 ＳＩ ＝ Ｐｅｒ ／ ［２×（π×Ａ） ０．５］计算而得［２７］，其中 Ｐｅｒ 为岛屿岸线长度，Ａ 为岛屿面积。

表 １　 调查岛屿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岛屿名称
Ｉｓｌａｎｄ ｎａｍｅ

面积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生境类型数量
Ｎｏ．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离大陆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 ｋｍ

岸线长度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 ｍ

最大高程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丰富度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大乌岛 １２．７５０７ ５ ２．１７ ２４７３．８１ ８３．４ ９４

北小门岛 ２２．０５２６ ４ ５．４９ ２８３５．３３ ７６．９ １１２

乌星岛 ７．８１８８ ５ ７．１５ １２０７．１１ ４９ ９６

鸭屿 １．８５３１ ３ ５．０５ ８４９．６２ ２８．６ ７４

黄狗盘屿 ０．６８６８ ２ ５．２９ ４２６．３５ ２３．３ １７

官财屿 ０．６７３０ ２ ６．３２ ４５８．０５ １８ ７３

三星礁 ０．３５２４ ２ ７ ２５７．４ １８ ３８

小乌星屿 ０．２７４４ ２ ７．０９ ２１６．７６ １７．３ ３４

黄泥山屿 ０．２０６５ ２ ７．１６ １７４．１９ １２．５ ４４

大叉山岛 ２８．１０１３ ３ ２０．３５ ３０４１．０５ ７４．３ １０６

王树段岛 ２０．３７２４ ３ １６．９３ ２６５８．３２ ５７ ９９

荔枝山岛 １１．０６１３ ３ １７．５４ １６５６．５２ ８２．９ ９８

小峙山岛 １０．７９５８ ４ ２１．２８ ２００９．６６ ５９．２ ７５

小叉山岛 ８．９７９６ ３ １９．９５ １３９１．２８ ３８ ７６

王树段儿屿 １．４７５１ ２ １６．７４ ６１０．４２ １６．５ ７６

琵琶山岛 ５５．２９６８ ５ ０．２９ ４３６６．６８ １４６ １７３

东瓜山屿 ４．７９４５ ３ ４．４１ １２４８．１７ ３４．５ ７６

上头屿 ３．８２１９ ２ ７．９２ ９０５．２４ ５７．９ ５７

长腰山屿 ３．５２５０ ２ ４．６９ ９２７．０８ ２０．５ ８１

外圆山仔屿 ０．７３２３ ２ ４．５ ３１７．４ １６．４ ４７

（２） 种—面积关系的拟合及模型选择

种—面积关系（ＳＡＲ） ［１０］和种—面积—生境关系（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ＡＨＲ） ［２８］ 分别由对数

模型 ｌｏｇＳ＝ ｃ＋ｚｌｏｇＡ 和 ｌｏｇＳ＝ ｃ＋ｚｌｏｇ（ＡＨ）来表述。 断点转换非线形估计用来判断是否存在小岛屿效应，模型为

ＢＲ⁃ＳＡＲ１：ｌｏｇＳ＝ ｃ＋ （ ｌｏｇＡ ＞ Ｔ） ｚ （ ｌｏｇＡ － Ｔ） ［１３］ 和 ＢＲ⁃ＳＡＲ２： ｌｏｇＳ ＝ （ ｌｏｇＡ≤ Ｔ） （ ｃ１ ＋ ｚ１ ｌｏｇＡ） ＋ （ ｌｏｇＡ ＞ Ｔ） （ ｃ２ ＋

ｚ２ ｌｏｇＡ） ［２９］，其中 Ｓ 为物种数，Ａ 为面积，Ｈ 为生境参数，ｃ、ｃ１、ｃ２为截距，ｚ、ｚ１、ｚ２为斜率，Ｔ 为断点值，括号中的逻

辑表达式若真取值为 １，若否取值为 ０。 模型 ｌｏｇＳ＝ ｃ＋ｚｌｏｇ（ＡＨ）中生境参数 Ｈ 分别用 Ｈｎ和 Ｈｄ来表述，Ｈｎ代表

岛屿生境类型数目，Ｈｄ代表岛屿生境多样性指数，即 ＳＡＨｎＲ：ｌｏｇＳ ＝ ｃ＋ｚｌｏｇ（ＡＨｎ），ＳＡＨｄＲ：ｌｏｇＳ ＝ ｃ＋ｚｌｏｇ（ＡＨｄ）。

Ｈｄ的计算借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计算公式 Ｈ ＝－∑
ｎ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来完成［１２］，式中 Ｐ ｉ为岛屿中第 ｉ 个生境面

积占该海岛调查面积的比例，ｎ 为岛屿的生境类型数目。 使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１０．０ 中损失函数（Ｌｏ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ＯＢＳ⁃ＰＲＥＤ） ２）模块进行处理，使用拟牛顿法（Ｑｕａｓｉ⁃Ｎｅｗｔ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进行估计。 使用赤池信息量 ＡＩＣ（Ａｋａｉ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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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来评估模型复杂性及其拟合状况［３０］，ＡＩＣ ＝ ２ｋ－２ｌｎＬ，当模型误差服从正态分布时，ＡＩＣ ＝
２ｋ＋ｎｌｎ（ＳＳＥ ／ ｎ）；在小样本情形下，ＡＩＣｃ ＝ＡＩＣ＋２ｋ（（ｋ＋１） ／ （ｎ－ｋ－１）），其中 ｋ 是参数的数量（包括常数项），Ｌ
是似然函数（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ｎ 为样本数量，ＳＳＥ 为残差平方和。 由上述公式计算得到每个模型的 ＡＩＣ 后，即可得

到 δＡＩＣ（δＡＩＣ＝ＡＩＣ ｉ－ＡＩＣｍｉｎ），其中 ＡＩＣｍｉｎ为不同模型中最小的 ＡＩＣ 值。 δＡＩＣ 可用于判定模型选择的不确定

性，当 δＡＩＣ ＜ ２ 时，支持模型选择［３０］。 借助 δＡＩＣ 可计算模型权重Ｗｉ（ Ｗｉ ＝ ｅ（
－０．５δＡＩＣｉ） ／∑ Ｒ

ｒ－１
ｅ（ －０．５δＡＩＣ） ），模型权

重代表的是模型反映真实情况的概率，即权重越大，模型越接近真实情况，据此可选择最适模型［３０］。
（３） β 多样性指数

采用相似性系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指数（Ｃ ｊ ＝ ｊ ／ （ａ＋ｂ－ｊ））计算了不同岛屿间的 β 多样性［３１］，其中 ｊ 为不同岛屿间共有

的物种数目，ａ 和 ｂ 分别为不同岛屿自身包含的物种数目。 采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１０．０ 偏最小二乘回归（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ＬＳ）对岛屿空间特征参数包括岛屿面积、生境类型数量、岸线长度、高程、周长 ／面积比、形状指

数、离大陆距离、岛屿间距离与岛屿间物种相似性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影响物种相似度指数的参

数的重要性值进行排序。 此外，构建包含了岛屿空间特征的多元线性模型，通过逐步回归判定适合草本和木

本植物丰富度的模型。 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１０．０ 和 ＳＰＳＳ１３．０ 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岛屿物种丰富度、种—面积关系拟合及小岛屿效应判别

调查的 ２０ 个小型海岛共记录维管束植物 ３６６ 种，隶属于 ９５ 科 ２４２ 属，其中蕨类植物 １２ 科 １５ 属 １８ 种

（含种下分类单元），裸子植物 １ 科 １ 属 ２ 种，被子植物 ８２ 科 ２２６ 属 ３４６ 种（含种下分类单元）（附录）。 ３６６ 种

维管束植物中木本植物 １４０ 种，草本植物 ２２６ 种。 岛屿间物种丰富度差异较大，物种最多的岛屿有 １７３ 种，最
少的仅有 １７ 种，物种数 ６０—１００ 的岛屿数量最多（５５％）。

五个种—面积关系拟合结果见图 ２，断点回归模型 ＢＲ⁃ＳＡＲ２ 的相关系数最大，ＳＡＲ 模型相关系数略低于

ＳＡＨｎＲ 但高于 ＳＡＨｄＲ，断点回归模型 ＢＲ⁃ＳＡＲ１ 在调查的岛屿面积取值范围内未出现断点。 由于模型的选择

基于最小的赤池信息量（ＡＩＣｃ），模型 ＳＡＲ、ＳＡＨｎＲ、ＳＡＨｄＲ 的 ＡＩＣｃ均低于两种断点回归模型（表 ２），其中模型

ＳＡＨｎＲ 最低，即 δＡＩＣ＝ ０，两种断点回归模型 δＡＩＣ ＞ ２。 模型 ＳＡＲ、ＳＡＨｎＲ１、ＳＡＨｄＲ 权重系数 Ｗｉ均高于断点回

归模型，ＳＡＨｎＲ 模型权重系数最大，分别为 ＳＡＲ、ＳＡＨｄＲ、ＢＲ⁃ＳＡＲ１ 和 ＢＲ⁃ＳＡＲ２ 的 １．１９、２．１７、５．８０ 和 ９４．０８ 倍。
因此，调查的 ２０ 个小型岛屿植物丰富度不存在小岛效应，ＳＡＨｎＲ 能更好的解释植物丰富度变异情况。 由拟

合的草本和木本植物 ＳＡＨｎＲ 模型相关系数可知，该模型可解释木本植物丰富度 ５８％的变异，低于草本植物的

６５％；由拟合的曲线可知，木本植物 ｚ 值最大（０．２３９），草本植物 ｚ 值最小（０．２０８）（图 ２⁃３）。

表 ２　 基于 ２０ 个小型岛屿维管束植物丰富度拟合的种—面积关系模型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ｄａｔａ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模型 Ｍｏｄｅｌ
参数评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模型选择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１ ｃ２ ｚ１ ｚ２ Ｔ ｋ ｌｏｇＬ ＡＩＣｃ δＡＩＣ Ｗｉ

ｌｏｇＳ＝ ｃ＋ｚｌｏｇＡ １．７０４ － ０．２５１ － － ３ ４１．６４８ －７５．７９６ ０．３５１ ０．３３８
ｌｏｇＳ＝ ｃ＋ｚｌｏｇ（ＡＨｎ） １．６２８ － ０．２１５ － － ３ ４１．８２３ －７６．１４７ ０ ０．４０３
ｌｏｇＳ＝ ｃ＋ｚｌｏｇ（ＡＨｄ） １．６７４ － ０．２２０ － － ３ ４１．０５０ －７４．６０１ １．５４６ ０．１８６

ｌｏｇＳ＝ ｃ＋ （ ｌｏｇＡ ＞Ｔ） ｚ
（ｌｏｇＡ－Ｔ） ０．４１５ － ０．２５１ － －５．０９２ ４ ４１．６４８ －７２．６２９ ３．５１８ ０．０６９

ｌｏｇＳ＝（ ｌｏｇＡ≤Ｔ） （ ｃ１
＋ｚ１ ｌｏｇＡ） ＋（ ｌｏｇＡ＞Ｔ）
（ｃ２＋ｚ２ ｌｏｇＡ）

１．５８０ １．７６１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０ ６ ４２．７５９ －６７．０５７ ９．０８９ ０．００４

２．２　 岛屿空间特征对物种丰富度及 β 多样性的影响

岛屿面积、岸线长度、高程、周长 ／面积比、形状指数和岛屿生境多样性显著影响维管束植物丰富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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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 ２０ 个小型岛屿植物丰富度拟合的种—面积关系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ｎ ２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种—面积模型 ＳＡＲ；ｂ：种—面积—生境类型模型 ＳＡＨｎＲ；ｃ：种—面积—生境多样性模型 ＳＡＨｄＲ；ｄ 和 ｅ：断点回归的种—面积关系模型，断

点回归种—面积关系模型用以判别是否存在小岛屿效应，Ｒ２为回归相关系数

３），随着面积的增大、岸线长度和高程的增加，形状越复杂、生境多样性越高的海岛拥有的植物丰富度越高；
周长 ／面积比，即岛屿边缘效应与物种丰富度显著负相关。 因 ＰＡＲ、ＳＩ 等空间特征参数受岛屿面积的直接影

响（附表 １），将 Ａ 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时发现，岸线长度、高程和形状指数对物种丰富度（包括区分

木本和草本植物）无显著相关性，而 ＰＡＲ 仍显著影响总物种丰富度和草本植物丰富度，木本植物与生境多样

性显著相关（表 ３）。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到的模型分别为：植物总丰富度 Ｓ ＝ ７６．７１４ ＋ １．６９６Ａ － ０．０４６ＰＡＲ，
Ｒ２ ＝ ０．８３９；木本植物丰富度 Ｓ＿ｗｏｏｄｙ ＝ ６．５２５ ＋ ０．４５５Ａ ＋ ２４．５４４Ｈｄ， Ｒ２ ＝ ０．６９７；草本植物丰富度 Ｓ＿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 ６６．８９９
＋ １．２８５Ａ － ０．０４ＰＡＲ － ２３．４３４Ｈｄ，Ｒ２ ＝ ０．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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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草本和木本植物的种—面积—生境类型关系模型拟合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ＡＨｎ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ａ）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ｂ） ｕｓｉｎｇ

表 ３　 岛屿特征与维管束植物丰富度的相关性分析和偏向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维管束植物丰富度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面积

Ａｒｅａ， Ａ ／ ｈｍ２

离大陆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Ｉｍ ／ ｋｍ

岸线长度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Ｐｅｒ ／ ｍ

岛屿高程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Ｅ ／ ｍ

周长 ／ 面积比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ＰＡＲ ／

（ｍ ／ ｈｍ２）

形状指数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Ｉ

生境多样性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ｄ

相关分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物种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０．８７８∗∗ ０．０３２ ０．８９１∗∗ ０．８４９∗∗ －０．７５６∗∗ ０．５４∗ ０．７８７∗∗

木本植物数 Ｗｏｏｄｙ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０．７８４∗∗ ０．０７０ ０．８２２∗∗ ０．８２５∗∗ －０．６６２∗∗ ０．５４４∗ ０．８０２∗∗

草本植物数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０．８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８６６∗∗ ０．７９２∗∗ －０．７６０∗∗ ０．４８８∗ ０．７０５∗∗

偏向关分析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物种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 ０．０３７ ０．３９３ ０．２６４ －０．５４７∗ ０．３２２ ０．２７３
木本植物数 Ｗｏｏｄｙ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 ０．０９３ ０．３９７ ０．４３４ －０．３５０ ０．３３５ ０．４６１∗

草本植物数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 －０．０３０ ０．２６０ ０．０１２ －０．５５７∗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０
　 　 ∗Ｐ ＜０．０５； ∗∗Ｐ ＜ ０．０１

　 图 ４　 岛屿空间特征与岛屿物种相似性指数（Ｃｊ）关系散点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ｊ

δＡ、δＨ、δＰｅｒ、δＥ、δＰＡＲ、δＳＩ、Ｉｉ分别表示两个岛屿之间的面积比、生

境类型数量比、岸线长度比、最大高程比、周长 ／ 面积比的比值、形

状指数比、岛屿之间距离；Ｉ′ｍ表示两岛屿的平均离大陆距离

为解释岛屿空间特征参数对岛屿间物种组成的影

响，对岛屿间物种多样性相似性指数 Ｃ ｊ进行了计算（附
表 ２），采用 ＰＬＳ 迭代计算的 Ｃ ｊ与岛屿空间特征参数关

联性结果见图 ４，在第一主成分轴上包含 Ｉｍ、ＰＡＲ 和 Ｉｉ
三个参数，其中 Ｃ ｊ与 Ｉｍ呈正相关，即岛屿距离大陆越远

岛屿物种组成越相似，β 多样性越低；ＰＡＲ、Ｉｉ与 Ｃ ｊ呈负

相关，表明岛屿之间相距越远物种组成差异越大，岛屿

之间边缘相对长度差异越小物种组成相似性越高，β 多

样性越低。 在第二主成分轴上 ５ 个参数均与 Ｃ ｊ呈负相

关，即岛屿之间若面积、岸线长度、生境类型、形状复杂

程度差异越大，物种组成相似性越低，即 β 多样性越高。
Ｃ ｊ与岛屿空间特征的相关分析表明，Ｃ ｊ与 Ｉｍ显著正相

关，与 ＰＡＲ 和 Ｉｉ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参数无显著相关性

（表 ４）。 岛屿空间特征参数对物种相似性指数 Ｃ ｊ重要

性值排序依次为：Ｉｍ（０．６１） ＞ Ｉｉ（０．５６） ＞ ＰＡＲ（０．４９） ＞
Ａ（０．２０） ＞ Ｐｅｒ（０．１４） ＞ Ｈ（０．０７２） ＞ Ｅ（０．０６５） ＞ 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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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由此可见，岛屿之间的物种组成相似性主要由离大陆距离、岛屿间距离和周长 ／面积比的变化决定，
其他空间特征参数的变化对其无显著影响。 ＰＬＳ 模型中 ８ 个空间特征参数对岛屿物种组成相似性指数的累

计解释仅为 ３６．０８％，其中第一主成分参数对模型的解释贡献为 ３３．５２％。

表 ４　 物种相似性指数 Ｃｊ与岛屿空间特征参数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ｊ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相似性系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指数 δＡ δＨ δＰｅｒ δＥ δＰＡＲ δＳＩ Ｉｍ Ｉｉ
Ｃ ｊ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２ －０．３３０∗ －０．０１８ ０．４０９∗ －０．３７０∗

　 　 δＡ、δＨ、δＰｅｒ、δＥ、δＰＡＲ、δＳＩ、Ｉｉ分别表示两个岛屿之间的面积比、生境类型数量比、岸线长度比、最大高程比、周长 ／ 面积比的比值、形状指数

比、岛屿之间距离；Ｉｍ 表示两岛屿的平均离大陆距离； ∗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种—面积关系模型选择及小岛屿效应判别

岛屿生物地理学预测，岛屿物种丰富度取决于物种迁入速率和灭绝速率间的动态平衡，迁入速率由隔离

度决定，灭绝速率由岛屿面积决定［１０］。 当岛屿面积足够小，岛屿物种丰富度可能不再受面积的影响，存在小

岛屿效应，即存在一个面积阈值，当岛屿面积低于阈值时，某一类或某些生境类型的存在与否是驱动物种丰富

度的主要因子［１３，３２］。 采用的两个种—面积关系断点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模型 ＢＲ－ＳＡＲ１ 在调查的岛屿面

积取值范围内未出现断点值；模型 ＢＲ－ＳＡＲ２ 拟合的面积阈值为 １．２６ ｈｍ２，其相关系数（Ｒ２ ＝ ０．７０５）在 ５ 个模型

中最高，然而其模型权重仅为 ０．４％，反映真实情况的概率太低。 因此，调查的岛屿植物丰富度不存在小岛屿

效应。 种—面积—生境类型关系模型 ＳＡＨＲ１ 权重（４０．２６％）高于种—面积关系 ＳＡＲ（３３．７９％），表明除面积

外，生境在决定物种丰富度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２８］，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等人［１０］也认为若仅用面积来解释物种丰富

度时存在缺陷。 由于每个生境类型中的物种数也会受面积因素的影响，生境多样性这一参数不仅考虑了生境

类型数目，而且考虑了每类生境的面积，从逻辑上讲，种—面积—生境关系中生境因子采用生境多样性应比生

境类型数目更能反映出生境在决定物种丰富度中的作用，然而种—面积—生境多样性关系模型权重反而较低

（１８．５９％），这可能是由于生境多样性指数计算过程中使用的每类生境面积仅为调查的面积，而不是岛屿上每

类生境的真实面积而产生。 因调查的每类生境面积不是等比例的参与到生境多样性指数的计算，导致存在某

些生境面积比例的高估或低估现象。 因此，在未能获得岛屿上所有生境类型真实面积计算生境多样性指数

时，种—面积—生境类型关系模型较种—面积—生境多样性关系模型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Ｔｒｉａｎｔｉｓ 等人［２８］ 在

提出种—面积—生境关系模型时也指出，使用生境类型数目即可表达区域生境多样性与物种丰富度之间的

关系。
３．２　 影响岛屿维管束植物丰富度和岛屿 β 多样性的空间特征参数

在种—面积关系模型中，ｚ 是物种多样性面积效应的体现。 相比大陆，岛屿因缺少有效的生物廊道，植物

扩散较弱，受面积影响更为强烈，ｚ 值常高于大陆［３３⁃３４］。 在岛屿种—面积关系研究中，ｚ 值常稳定在 ０．２—０．５
之间［３５］，也有学者认为，ｚ 值常稳定在 ０．２—０．３ 之间［３６］；在这 ２０ 个小型海岛中，ｚ 值介于 ０．２—０．３ 之间，符合

“种—面积”关系中理论上的预测值，其中草本植物 ｚ 值低于木本植物，可能是由于木本植物受岛屿面积影响

较草本植物更为强烈，其迁移能力较弱，从而导致 ｚ 值较大［３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调查的 ２０ 个小型岛屿植

物丰富度遵循种—面积关系，主要受岛屿面积的影响，但是其他岛屿空间特征参数也一定程度影响了物种丰

富度。 在物种丰富度逐步回归分析中区分植物生长型时，生境多样性指数显著影响草本和木本植物丰富度。
一般而言，物种多样性依赖于生境的异质性，尤其是在纬度较低地区，生境多样性越高，物种丰富度越高［３７］。
此外，周长 ／面积比 ＰＡＲ 显著影响了物种总丰富度和草本植物丰富度。 ＰＡＲ 是边缘效应的反应，通常在边缘

效应带中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与相邻的生态系统内部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拥有较高的多样性［３８⁃３９］。 然而，在
该研究中 ＰＡＲ 越大，物种丰富度越低，这似乎和边缘效应作用通常使得边缘生境生物多样性增高的结果相矛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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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实际上，该处计算 ＰＡＲ 代表的不是不同生境群落交错带，真正体现的是小型岛屿沿岸带岩石裸露区所占

岛屿面积的大小，这就不难理解为何 ＰＡＲ 越大，岛屿物种丰富度就越低。 因此，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解释物

种多样性时，因对象的不同，参数代表的生态学涵义也存在差别。
除面积外，隔离程度也是决定岛屿物种丰富度的主要因子之一［１０］。 该研究使用了离大陆距离 Ｉｍ和岛屿

间距离 Ｉｉ作为隔离度衡量参数，调查的 ２０ 个小型海岛物种丰富度与 Ｉｍ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可能的原因在

于岛屿植物的迁入不存在扩散限制，因这 ２０ 个无居民小型海岛中有 １４ 个距离大陆 １０ ｋｍ 以内，岛屿距离大

陆较近，这种较小的隔离度不足以限制绝大多数物种的扩散［４０］。 在热带森林也有类似结果，如在波多黎各东

北部的木本植物多样性研究中也表明，森林斑块相距越近，群落物种组成相似度越高，一些植物种子扩散尺度

常限制在 １０ ｋｍ 之内［４１］。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隔离度对岛屿植物丰富度没有影响，因为岛屿之间 β 多样性数

据分析表明，隔离度（包括 Ｉｍ和 Ｉｉ）是 ８ 个空间特征参数中对岛屿物种相似性指数影响最大的指标，其中 Ｉｍ重
要性排序高于 Ｉｉ，但二者的生态含义不同，离大陆距离越近岛屿物种相似性指数越大，岛屿间距离越小物种相

似性指数越高。 有学者对千岛湖维管束植物 β 多样性的研究也发现，岛屿距离大陆最小距离与其他空间参数

一起共同决定岛屿植物 β 多样性［４２］。 然而，这也不能真正意义上解释为离大陆距离对物种丰富度的贡献一

定强于岛屿间距离，因调查的岛屿周围存在更大的岛屿，能够为这些小型岛屿提供物种扩散来源，由于缺乏这

些大型岛屿物种数据，不能量化其生态影响。 因此，若回答隔离度（包括离大陆距离和岛屿间距离）在近岸的

岛屿物种丰富度中扮演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岛屿物种距离效应的评估是相当困难的，
而且其分析结果也常常具有不确定性［４３］。

４　 结论

温州沿海小型无居民海岛植物类群以草本为绝对优势，岛屿物种丰富度遵循种—面积关系，不存在小岛

屿效应。 岛屿物种丰富度主要受面积的影响，但岛屿其他空间参数，尤其是考虑植物生长型时，岛屿生境多样

性指数和岛屿边缘效应对物种丰富度具有显著影响。 对小型海岛而言，全面分析海岛空间特征参数的作用有

助于深入理解种—面积关系格局和植物多样性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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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　 调查的 ２０ 个岛屿空间特征参数之间的相关分析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面积

Ａ ／ ｈｍ２
离大陆距离

Ｉｍ ／ ｋｍ
岸线长度
Ｐｅｒ ／ ｍ

最大高程
Ｅ ／ ｍ

周长 ／ 面积比

ＰＡＲ ／ （ｍ ／ ｈｍ２）

离大陆距离 Ｉｍ ／ ｋｍ ０．０１６

岸线长度 Ｐｅｒ ／ ｍ ０．９４５∗∗ ０．１２

最大高程 Ｅ ／ ｍ ０．９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９２１∗∗

周长 ／ 面积比 ＰＡＲ ｍ ／ ｈｍ２ －０．６２９∗∗ －０．３ －０．７７５∗∗ －０．７１９∗∗

形状指数 ＳＩ ０．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６５１∗∗ ０．５３３∗ －０．４６９∗

　 　 ∗Ｐ ＜０．０５； ∗∗Ｐ ＜ ０．０１．

附表 ２　 调查的 ２０ 个岛屿之间的物种组成相似性指数

Ａｔｔｃｈ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２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Ｗ ＢＸＭ ＷＸ ＹＹ ＨＧＰ ＧＣ ＳＸ ＸＷＸ ＨＮＳ ＤＣＳ ＷＳＤ ＬＺ ＸＺＳ ＸＣＳ ＷＳＤＥ ＰＢ ＤＧＳ ＳＴＹ ＣＹＳ

ＤＷ １．００

ＢＸＭ ０．２８ １．００

ＷＸ ０．２４ ０．３８ １．００

ＹＹ 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３１ １．００

ＨＧ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８ １．００

ＧＣ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１１ １．００

ＳＸ ０．１６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１６ １．００

ＸＷＸ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２９ １．００

ＨＮＳ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１３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３０ １．００

ＤＣＳ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１９ １．００

ＷＳＤ ０．１６ ０．３０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４０ １．００

ＬＺ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３４ ０．３７ １．００

ＸＺＳ 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５１ ０．３４ ０．３６ １．００

ＸＣＳ ０．１５ ０．２８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４８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６１ １．００

ＷＳＤＥ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４３ １．００

ＰＢ ０．２２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３ １．００

ＤＧＳ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２６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２９ ０．２７ １．００

ＳＴＹ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２４ ０．４１ １．００

ＣＹＳ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０ ０．４５ ０．４５ １．００

ＷＹＳ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３５

　 　 ＤＷ，大乌岛；ＢＸＭ，北小门岛；ＷＸ，乌星岛；ＹＹ，鸭屿岛；ＨＧＰ，黄狗盘屿；ＧＣ，官财屿；ＳＸ，三星礁；ＸＷＸ，小乌星屿；ＨＮＳ，黄泥山屿；ＤＣＳ，大叉山；ＷＳＤ，王树段岛；

ＬＺ，荔枝岛；ＸＺＳ，小峙山；ＸＣＳ，小叉山；ＷＳＤＥ，王树段儿屿；ＰＢ，琵琶山；ＤＧＳ，冬瓜山屿；ＳＴＹ，上头屿；ＣＹＳ，长腰山；ＷＹＳ，外圆山仔屿

附录

蕨类植物（采用秦仁昌 １９７８ 年系统）：

１．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石松属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

石松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２． 里白科 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芒萁属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Ｂｅｒｎｈ．

芒萁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ｅｄａｔａ （Ｈｏｕｔｔ．） Ｎａｋａｉｋｅ

３． 海金沙科 Ｌｙｇ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海金沙属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Ｓｗ．

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Ｓｗ．

狭叶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Ｄｅｓｖ．

４． 鳞始蕨科 Ｌｉｎｄｓａｅａｃｅａｅ

鳞始蕨属 Ｌｉｎｄｓａｅａ Ｄｒｙ．

团叶鳞始蕨 Ｌｉｎｄｓａｅａ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ｍ．） Ｍｅｔｔ． ｅｘ Ｋｕｎｈｎ

乌蕨属 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ｒｉｓ Ｍａｘｏｎ

阔片乌蕨 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ｒｉｓ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Ｋａｕｌｆ．） Ｔａｇａｗａ

５． 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蕨属 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Ｓｃｏｐ．

蕨（变种） 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 （Ｌｉｎｎ．） Ｋｕｈｎ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Ｄｅｓｖ．）

Ｕｎｄｅｒｗ．

６．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凤尾蕨属 Ｐｔｅｒｉｓ Ｌｉｎｎ．

刺齿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ｄｉｓｐａｒ Ｋｕｎ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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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栏边草 Ｐｔｅｒ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 Ｐｏｉｒ．
７． 中国蕨科 Ｓｉｎ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金粉蕨属 Ｏｎｙｃｈｉｕｍ Ｋａｕｌｆ．
野雉尾 Ｏｎｙｃｈ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Ｋｕｎｚｅ
８． 铁线蕨科 Ａｄｉａｎｔａｃｅａｅ
铁线蕨属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Ｌｉｎｎ．
扇叶铁线蕨 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ｆｌａｂｅｌｌｕｌ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
９． 金星蕨科 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毛蕨属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Ｌｉｎｋ
华南毛蕨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 Ｆａｒｗｅｌｌ
金星蕨属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Ｃｈｉｎｇ
金星蕨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ｇｅｒａ （Ｋｕｎｚｅ） Ｃｈｉｎｇ
１０． 鳞毛蕨科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贯众属 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Ｃ． Ｐｒｅｓｌ
全缘贯众 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ｆａｌｃ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 ｆ．） Ｃ． Ｐｒｅｓｌ
耳蕨属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Ｒｏｔｈ
黑鳞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ｍａｋｉｎｏｉ （Ｔａｇａｗａ） Ｔａｇａｗａ
对马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ｔｓｕｓ⁃ｓｉｍｅｎｓｅ （Ｈｏｏｋ．） Ｊ． Ｓｍｉｔｈ
１１． 肾蕨科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ｄａｃｅａｅ
肾蕨属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Ｓｃｈｏｔｔ
肾蕨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Ｃ． Ｐｒｅｓｌ
１２． 骨碎补科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阴石蕨属 Ｈｕｍａｔａ Ｃａｖ．
圆盖阴石蕨 Ｈｕｍａｔ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ａｎａ （Ｈｏｏｋ．） Ｃ． Ｃｈｒ．

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系统）：
１．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松属 Ｐｉｎｕｓ Ｌｉｎｎ．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Ｌａｍｂ．
黑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Ｐａｒｌ．

被子植物（采用恩格勒系统，科内属、种排序按照首写字母顺序）：
１． 木麻黄科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ｃｅａｅ
木麻黄属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Ａｄａｎｓ．
木麻黄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 Ｆｏｒｓｔ．
２．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化香树属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化香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３．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青冈属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Ｏｅｒｓｔ．
青冈栎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Ｏｅｒｓｔ．
４．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朴属 Ｃｅｌｔｉｓ Ｌｉｎｎ．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ｅｒｓ．
榆属 Ｕｌｍｕｓ Ｌｉｎｎ．
榔榆 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Ｊａｃｑ．
５．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
天仙果 Ｆｉｃｕｓ ｅｒｅｃｔａ Ｔｈｕｎｂ．
薜荔 Ｆｉｃ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ｉｎｎ．
爱玉子（变种） Ｆｉｃ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ｉｎｎ．） ｖａｒ． ａｗｋｅｏｔｓａｎｇ （Ｍａｋｉｎｏ） Ｃｏｒｎｅｒ
珍珠莲（变种） Ｆｉｃｕｓ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ｓ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 ｅｘ Ｓｍｉｔｈ ｖａｒ． ｈｅｎｒｙｉ （Ｋｉｎｇ

ｅｘ Ｏｌｉｖ．） Ｃｏｒｎｅｒ
笔管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ｕｂｐｉｓｏｃａｒｐａ Ｇａｇｎｅｐ．
葎草属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
葎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柘属 Ｍａｃｌｕｒａ Ｎｕｔｔ．
构棘 Ｍａｃｌｕｒ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Ｃｏｒｎｅｒ
柘 Ｍａｃｌｕｒ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Ｃａｒｒ．
６．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苎麻属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Ｊａｃｑ．
海岛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ｙａｔａ
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Ｌｉｎｎ．） Ｇａｕｄ．
青叶苎麻 （ 变种）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 Ｌｉｎｎ．） Ｇａｕｄ． ｖａｒ． ｔｅｎａｃｉｓｓｉｍａ
（Ｇａｕｄ．） Ｍｉｑ．
糯米团属 Ｇ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 Ｔｕｒｃｚ．
糯米团 Ｇ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 ｈｉｒｔａ （Ｂｌ．） Ｍｉｑ．
冷水花属 Ｐｉｌｅａ Ｌｉｎｄｌ．
波缘冷水花 Ｐｉｌｅ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Ｌｅｖｌ．
７．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
火炭母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
酸模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长鬃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ｏｎｇｉｓｅｔｕｍ Ｄｅ Ｂｒ．
何首乌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
刺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ｕｍ （Ｍｅｉｓｎ．）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
酸模属 Ｒｕｍｅｘ Ｌｉｎｎ．
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ａｃｅｔｏｓａ Ｌｉｎｎ．
羊蹄 Ｒｕｍｅ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Ｈｏｕｔｔ．
８．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
狭叶尖头叶藜（亚种）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Ｗｉｌｌｄ． ｓｕｂｓｐ． ｖｉｒｇ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Ｋｉｔａｍ．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Ｌｉｎｎ．
刺藜属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Ｒ． Ｂｒ．
土荆芥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ｅｔ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
碱蓬属 Ｓｕａｅｄａ Ｆｏｒｓｋ． ｅｘ Ｓｃｏｐ．
盐地碱蓬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Ｌｉｎｎ．） Ｐａｌｌ．
９．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牛膝属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Ｌｉｎｎ．
土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ａｓｐｅｒａ Ｌｉｎｎ．
莲子草属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Ｆｏｒｓｋ．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 Ｇｒｉｓｅｂ．
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ｓｅｓｓｉｌｉｓ （Ｌｉｎｎ．） ＤＣ．
苋属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Ｌｉｎｎ．
凹头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ｕｍ Ｌｉｎｎ．
１０． 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商陆属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Ｌｉｎｎ．
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ｉｎｎ．
１１． 番杏科 Ａｉｚｏａｃｅａｅ
番杏属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ｉａ Ｌｉｎｎ．
番杏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ｉａ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Ｐａｌｌ．） Ｋｕｎｔｚｅ
１２．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漆姑草属 Ｓａｇｉｎａ Ｌｉ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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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姑草 Ｓａｇｉ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Ｓｗ．） Ｏｈｗｉ
蝇子草属 Ｓｉｌｅｎｅ Ｌｉｎｎ．
女娄菜 Ｓｉｌｅｎｅ ａｐｒｉｃａ Ｔｕｒｃｚ． ｅｘ Ｆｉｓｃｈ． ｅｔ Ｍｅｙ．
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ｉｓ．
１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Ｌｉｎｎ．
柱果铁线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毛茛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Ｌｉｎｎ．
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Ｔｈｕｎｂ．
１４．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木防己属 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ＤＣ．
木防己 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 ＤＣ．
千金藤属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Ｌｏｕｒ．
千金藤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ｉｅｒｓ
１５．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樟属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ｒｅｗ
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Ｌｉｎｎ．） Ｐｒｅｓｌ
１６．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紫堇属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Ｃ．
异果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ｈｅ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１７．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臭荠属 Ｃｏｒｏｎｏｐｕｓ Ｊ． Ｇ． Ｚｉｎｎ
臭荠 Ｃｏｒｏｎｏｐｕｓ ｄｉｄｙｍｕｓ （Ｌｉｎｎ．） Ｓｍｉｔｈ
萝卜属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Ｌｉｎｎ．
蓝 花 子 （ 变 种 ）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ｉｎｎ． ｖａｒ． ｒａｐｈａｎｉｓｔ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ｋｉｎｏ） Ｍａｋｉｎｏ
１８． 茅膏菜科 Ｄｒｏ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茅膏菜属 Ｄｒｏｓｅｒａ Ｌｉｎｎ．
茅膏菜 Ｄｒｏｓｅｒａ ｐｅｌｔａｔａ Ｓｍｉｔｈ ｅｘ Ｗｉｌｌｄ．
１９．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瓦松属 Ｏ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ＤＣ．） Ｆｉｓｃｈ．
晚红瓦松 Ｏ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Ａ． Ｂｅｒｇｅｒ
景天属 Ｓｅｄｕｍ Ｌｉｎｎ．
东南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ａｌｆｒｅｄｉｉ Ｈａｎｃｅ
圆叶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ｍａｋｉｎｏｉ Ｍａｘｉｍ．
２０． 海桐花科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ａｃｅａｅ
海桐花属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ａｎｋｓ
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Ａｉｔ．
２１．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枫香树属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Ｌｉｎｎ．
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
檵木属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Ｒ． Ｂｒ．
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 （Ｒ． Ｂｒ．） Ｏｌｉｖ．
２２．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樱属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Ｍｉｌｌ．
毛柱郁李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ｐｏｇｏｎｏｓｔｙｌａ （Ｍａｘｉｍ．） Ｙü ｅｔ Ｌｉ
山楂属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Ｌｉｎｎ．
野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ｃｕｎｅａｔ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委陵菜属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Ｌｉｎｎ．
翻白草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Ｂｇｅ．
莓叶萎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ｒａｇ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石斑木属 Ｒｈａｐｈｉｏｌｅｐｉｓ Ｌｉｎｄｌ．

石斑木 Ｒｈａｐｈｉｏｌｅｐ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Ｌｉｎｄｌ． ｅｘ Ｋｅｒ
厚叶石斑木 Ｒｈａｐｈｉｏｌｅｐｉ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ｅ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
蔷薇属 Ｒｏｓａ Ｌｉｎｎ．
硕苞蔷薇 Ｒｏｓ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Ｗｅｎｄｌ．
小果蔷薇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Ｔｒａｔｔ．
软条七蔷薇 Ｒｏｓ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Ｂｏｕｌｅｎｇ．
金樱子 Ｒｏｓａ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 Ｍｉｃｈｘ．
野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光叶蔷薇 Ｒｏｓａ ｗｉｃｈｕｒａｉａｎａ Ｃｒｅｐ．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ｎ．
山莓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Ｌｉｎｎ． ｆ．
插田泡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ｅａｎｕｓ Ｍｉｑ．
蓬蘽 Ｒｕｂｕｓ ｈｉｒｓｕｔｕｓ Ｔｈｕｎｂ．
茅莓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Ｌｉｎｎ．
空心泡 Ｒｕｂｕｓ ｒｏｓａｅｆｏｌｉｕｓ Ｓｍｉｔｈ
三花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ｔ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Ｆｏｃｋｅ
２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合欢属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Ｄｕｒａｚｚ．
山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ｋａｌｋｏｒａ （Ｒｏｘｂ．） Ｐｒａｉｎ
土圞儿属 Ａｐｉｏｓ Ｆａｂｒ．
土圞儿 Ａｐｉｏ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Ｍａｘｉｍ．
猴耳环属 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 Ｍｕｅｌｌ．
亮叶猴耳环 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ｕｃｉｄｕｍ （Ｂｅｎｔｈ．） Ｎｉｅｌｓｅｎ
羊蹄甲属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Ｌｉｎｎ．
龙须藤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Ｂｅｎｔｈ．） Ｂｅｎｔｈ．
鸡血藤属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 Ｅｎｄｌ．
网络鸡血藤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Ｂｅｎｔｈ．） Ｓｃｈｏｔ
杭子梢属 Ｃａｎｐｈ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Ｂｇｅ．
杭子梢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Ｂｇｅ．） Ｒｅｈｄ．
刀豆属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ＤＣ．
海刀豆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ｒｏｓｅａ （Ｓｗａｒｔｚ） ＤＣ．
山蚂蝗属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Ｄｅｓｖ．
假地豆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ｏｎ （Ｌｉｎｎ．） ＤＣ．
木蓝属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马棘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Ｍａｔｓｕｍ．
鸡眼草属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ｃｈｉｎｄｌ．
鸡眼草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Ｓｃｈｉｎｄｌ．
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Ｍｉｃｈｘ．
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Ｔｕｒｃｚ．
中华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Ｇ． Ｄｏｎ．
截叶铁扫帚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Ｄｕｍ．⁃Ｃｏｕｒｓ．） Ｇ． Ｄｏｎ
美丽胡枝子（亚种）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 ＤＣ．） Ｎａｋａｉ ｓｕｂｓｐ．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Ｖｏｇ．） Ｈ． Ｏｈａｓｈｉ
铁马鞭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ｐｉｌ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细梗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ＤＣ．
草木樨属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Ｍｉｌｌ．
草木樨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 Ｌａｍ．
葛属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ＤＣ．
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三裂叶野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 （Ｒｏｘｂ．） Ｂｅｎｔｈ．
鹿霍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ｉａ Ｌｏｕｒ．
鹿霍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ｉａ 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 Ｌ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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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菁属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Ｓｃｏｐ．
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Ｒｅｔｚ．） Ｐｏｉｒ．
紫藤属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 Ｎｕｔｔ．
紫藤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ｉｍｓ） Ｓｗｅｅｔ
２４．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酢酱草属 Ｏｘ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
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
２５．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四数花属 Ｔｅｔｒａｄｉｕｍ Ｌｏｕｒ．
吴茱萸 Ｔｅｔｒａｄｉｕｍ ｒｕｔｉｃａｒｐｕｍ （Ａ． Ｊｕｓｓ．） Ｔ． Ｇ． Ｈａｒｔｌｅｙ
楝叶吴萸 Ｔｅｔｒａｄｉｕｍ ｇｌａｂ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Ｔ． Ｇ． Ｈａｒｔｌｅｙ
花椒属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Ｌｉｎｎ．
两面针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Ｒｏｘｂ．） ＤＣ．
野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Ｈａｎｃｅ
２６．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楝属 Ｍｅｌｉａ Ｌｉｎｎ．
苦楝树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Ｌｉｎｎ．
２７． 远志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远志属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Ｌｉｎｎ．
狭叶香港远志（变种）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 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Ｈａｙａｔａ） Ｍｉｇｏ
瓜子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Ｈｏｕｔｔ．
２８．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铁苋菜属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 Ｌｉｎｎ．
铁苋菜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
黑面神属 Ｂｒｅｙｎｉａ Ｊ． Ｒ． ｅｔ Ｇ． Ｆｏｒｓｔ．
喙果黑面神 Ｂｒｅｙｎｉａ 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Ｍｅｒｒ．
大戟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Ｌｉｎｎ．
狼毒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ｊｏｌｋｉｎｉｉ Ｂｏｉｓｓ．
算盘子属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Ｔ． Ｒ． ｅｔ Ｇ． Ｆｏｒｓｔ．
倒卵叶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ｏｂｏｖ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 （Ｌｉｎｎ．） Ｈｕｔｃｈ．
野桐属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Ｌｏｕｒ．
野梧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Ｔｈｕｎｂ．） Ｍｕｅｌｌ．⁃Ａｒｇ．
杠香 藤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ｒｅｐａｎｄｕｓ （ Ｗｉｌｌｄ．） Ｍｕｅｌｌ．⁃Ａｒｇ． ｖａｒ． ｃｂｒｙｓ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ａｍｐ） Ｓ． Ｍ． Ｈｗａｎｇ
叶下珠属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Ｌｉｎｎ．
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ｕｒｉｎ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
乌桕属 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乌桕 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ｓｅ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Ｓｍａｌｌ
２９． 虎皮楠科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虎皮楠属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Ｂｌ．
虎皮楠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Ｈｅｍｓｌ．） Ｒｏｓｅｎｔｈ．
３０． 水马齿科 Ｃａｌｌｉ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水马齿属 Ｃａｌｌｉｔｒｉｃｈｅ Ｌｉｎｎ．
沼生水马齿 Ｃａｌｌｉｔｒｉｃｈｅ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Ｌｉｎｎ．
３１．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盐麸木属 Ｒｈｕｓ Ｌｉｎｎ．
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ｌｌ．
漆属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ｏｕｒｎ．） Ｍｉｌｌ．
野漆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ｕｍ （Ｌｉｎｎ．） Ｏ． Ｋｕｎｔｚｅ
木蜡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ｅ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Ｏ． Ｋｕｎｔｚｅ

３２．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冬青属 Ｉｌｅｘ Ｌｉｎｎ．
全缘冬青 Ｉｌｅｘ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ｈｕｎｂ．
铁冬青 Ｉｌ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ａ Ｔｈｕｎｂ．
３３．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南蛇藤属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Ｌｉｎｎ．
过山枫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 Ｍｅｒｒ．
短梗南蛇藤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ａｎｕｓ Ｌｏｅｓ．
卫矛属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Ｌｉｎｎ．
冬青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Ｔｈｕｎｂ．
海岸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ｔａｎａｋａｅ Ｍａｘｉｍ．
裸实属 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ｉａ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ｒｎ．） Ｂｅｎｔｈ． ｅｔ Ｈｏｏｋ． ｆ．
变叶裸实 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Ｍａｘｉｍ．
３４． 省沽油科 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ｃｅａｅ
野鸦椿属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野鸦椿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Ｋａｎｉｔｚ
３５．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鼠李属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Ｌｉｎｎ．
长叶冻绿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ｃｒｅｎａｔ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雀梅藤属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Ｂｒｏｎｇｎ．
雀梅藤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 （Ｏｓｂｅｃｋ） Ｊｏｈｎｓｔ．
３６．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蛇葡萄属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Ｍｉｃｈａｕｘ
三裂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ｎａ Ｐｌａｎｃｈ． ｅｘ Ｆｒａｎｃｈ．
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Ｗａｌｌ．） Ｍｏｍｉｙａｍａ
异叶蛇葡萄（变种） ｖａｒ．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ｏｍｉｙａｍａ
牯岭蛇葡萄（变种） ｖａｒ． ｋｕ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 Ｍｏｍｉｙａｍａ
葎叶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ｈｕｍ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Ｂｇｅ．
地锦属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Ｐｌａｎｃｈ．
爬山虎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Ｐｌａｎｃｈ．
葡萄属 Ｖｉｔｉｓ Ｌｉｎｎ．
蘡薁 Ｖｉｔｉｓ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Ｂｇｅ．
小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ｓｉｎｏｃｉｎｅｒｅ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３７． 椴树科 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田麻属 Ｃｏｒｃｈｏｒｏｐｓｉ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田麻 Ｃｏｒｃｈｏｒｏｐｓｉ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
扁担杆属 Ｇｒｅｗｉａ Ｌｉｎｎ．
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 Ｇ． Ｄｏｎ
３８．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黄花稔属 Ｓｉｄａ Ｌｉｎｎ．
桤叶黄花稔 Ｓｉｄａ ａｌｎ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３９．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柃木属 Ｅｕｒｙａ Ｔｈｕｎｂ．
滨柃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
柃木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４０． 藤黄科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金丝桃属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地耳草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ｅｘ Ｍｕｒｒ．
密腺小连翘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ｓｅｎｉａｖｉｎｉｉ Ｍａｘｉｍ．
４１．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堇菜属 Ｖｉｏｌａ Ｌｉｎｎ．
戟叶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ｂｅｔｏｎ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Ｓｍ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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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ｇｒｙｐｏｃｅｒａｓ Ａ． Ｇｒａｙ
长萼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ａ Ｂｌ．
４２． 大风子科 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ｃｅａｅ
柞木属 Ｘｙｌｏｓｍａ Ｇ． Ｆｏｒｓｔ．
柞木 Ｘｙｌｏｓｍａ ｃｏｎｇｅｓｔａ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４３．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荛花属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Ｅｎｄｌ．
南岭荛花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Ｃ． Ａ． Ｍｅｙ
４４．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胡颓子属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Ｌｉｎｎ．
蔓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ｇｌａｂｒａ Ｔｈｕｎｂ．
大叶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Ｔｈｕｎｂ．
４５．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桉属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Ｌ． Ｈｅｒｉｔ
赤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ｃａｍａｌｄｕｌｅｎｓｉｓ Ｄｅｈｎｈ．
大叶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Ｓｍｉｔｈ
蒲桃属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Ｇａｅｒｔｎ．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
４６．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野牡丹属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Ｌｉｎｎ．
地菍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ｄｏｄｅｃａｎｄｒｕｍ Ｌｏｕｒ．
４７．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丁香蓼属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Ｌｉｎｎ．
丁香蓼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ｅｐｉｌｏｂｉｌｏｉｄｅｓ Ｍａｘｉｍ．
月见草属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Ｌｉｎｎ．
裂叶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Ｈｉｌｌ
４８． 小二仙草科 Ｈａｌｏｒａｇ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二仙草属 Ｇｏ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ｈｕｎｂ．
小二仙草 Ｇｏ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ｓ Ｔｈｕｎｂ．
４９．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楤木属 Ａｒａｌｉａ Ｌｉｎｎ．
楤木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常春藤属 Ｈｅｄｅｒａ Ｌｉｎｎ．
常春藤 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Ｋ． Ｋｏｃｈ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ｏｂｌ．） Ｒｅｈｄ．
鹅掌柴属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Ｊ．Ｒ． Ｆｏｒｓｔ． ｅｔ Ｇ． Ｆｏｒｓｔ．
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Ｌｉｎｎ．） Ｆｒｏｄｉｎ
５０．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积雪草属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Ｌｉｎｎ．
积雪草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Ｕｒｂａｎ
水芹属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Ｌｉｎｎ．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Ｂｌ．） ＤＣ．
前胡属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
滨海前胡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窃衣属 Ｔｏｒｉｌｉｓ Ａｄａｎｓ．
小窃衣 Ｔｏｒｉｌ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Ｈｏｕｔｔ．） ＤＣ．
５１．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杜鹃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ｎｎ．
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 Ｐｌａｎｃｈ．
越桔属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Ｌｉｎｎ．
乌饭树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５２．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紫金牛属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ｗ．

朱砂根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 Ｓｉｍｓ
多枝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Ｍｉｑ．
５３．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琉璃繁缕属 Ａｎａｇａｌｌｉｓ Ｌｉｎｎ．
琉璃繁缕 Ａｎａｇａｌｌｉ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珍珠菜属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Ｌｉｎｎ．
星宿菜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Ｍａｘｉｍ．
滨海珍珠菜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ｍａｕｒｉｔｉａｎａ Ｌａｍ．
５４． 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山矾属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Ｊａｃｑ．
华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Ｄｒｕｃｅ
白檀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ｉｑ．
５５．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梣属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Ｌｉｎｎ．
苦枥木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Ｈｅｍｓｌ．
女贞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ｉｎｎ．
小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Ｌｏｕｒ．
５６．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络石属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ｅｍ．
络石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ｄｌ．） Ｌｅｍ．
５７．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匙羹藤属 Ｇｙｍｎｅｍａ Ｒ． Ｂｒ．
匙羹藤 Ｇｙｍｎｅｍａ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ｅ （Ｒｅｔｚ．） Ｓｃｈｕｌｔ．
球兰属 Ｈｏｙａ Ｒ． Ｂｒ．
球兰 Ｈｏｙａ ｃａｒｎｏｓａ （Ｌｉｎｎ． ｆ．） Ｒ． Ｂｒ．
黑鳗藤属 Ｊａｓｍｉｎａｎｔｈｅｓ Ｂｌ．
黑鳗藤 Ｊａｓｍｉｎａｎｔｈｅｓ 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 （Ｂｌａｎｃｏ） Ｗ． Ｄ．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ｅｔ Ｐ． Ｔ． Ｌｉ
５８．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马蹄金属 Ｄｉｃｈｏｎｄｒａ Ｊ． Ｒ． ｅｔ Ｇ． Ｆｏｒｓｔ．
马蹄金 Ｄｉｃｈｏｎｄｒ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Ｕｒｂａｎ
番薯属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Ｌｉｎｎ．
厚藤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ｅｓ⁃ｃａｐｒａｅ （Ｌｉｎｎ．） Ｒ． Ｂｒ．
圆叶牵牛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ｉｎｎ．） Ｒｏｔｈ
５９．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紫珠属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Ｌｉｎｎ．
光叶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ｌｉｎｇｉｉ Ｍｅｒｒ．
上狮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ｓｉｏｎｇｓａｉｅｎｓｉｓ Ｍｅｔｃ．
大青属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Ｌｉｎｎ．
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ｕｒｃｚ．
海州常山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Ｔｈｕｎｂ．
豆腐柴属 Ｐｒｅｍｎａ Ｌｉｎｎ．
豆腐柴 Ｐｒｅｍｎ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Ｔｕｒｃｚ．
牡荆属 Ｖｉｔｅｘ Ｌｉｎｎ．
牡荆（变种）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Ｌｉｎｎ． ｖａｒ． ｃａｎｎａｂｉｆｏｌｉａ （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山杜荆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Ｌｏｕｒ．） Ｗｉｌｌ．
单叶蔓荆 Ｖｉｔ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ｆ．
６０．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广防风属 Ａｎｉｓｏｍｅｌｅｓ Ｒ． Ｂｒ．
广防风 Ａｎｉｓｏｍｅ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Ｋｕｎｔｚｅ
风轮菜属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Ｌｉｎｎ．
风轮菜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Ｂｅｎｔｈ．） Ｋｕｎｔ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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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芝麻属 Ｌａｍｉｕｍ Ｌｉｎｎ．
野芝麻 Ｌａｍ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绣球防风属 Ｌｅｕｃａｓ Ｒ． Ｂｒ．
滨海白绒草 Ｌｅｕｃａ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ｔｚ．） Ｒ． Ｂｒ．
石荠苧属 Ｍｏｓｌ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 ｅｘ Ｍａｘｉｍ．
长苞荠苧 Ｍｏｓｌａ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Ｃ． Ｙ． Ｗｕ）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Ｈ． Ｗ． Ｌｉ
石荠苧 Ｍｏｓｌａ ｓｃａｂ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Ｃ． Ｙ． Ｗｕ ｅｔ Ｈ． Ｗ． Ｌｉ
鼠尾草属 Ｓａｌｖｉａ Ｌｉｎｎ．
南丹参 Ｓａｌｖｉａ ｂｏｗｌｅｙａｎａ Ｄｕｎｎ
黄芩属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
印度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６１．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红丝线属 Ｌｙｃｉａｎｔｈｅｓ （Ｄｕｎａｌ） Ｈａｓｓｌ．
红丝线 Ｌｙｃｉ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ｕｒ．） Ｂｉｔｔｅｒ
枸杞属 Ｌｙｃｉｕｍ Ｌｉｎｎ．
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ｌｌ．
酸浆属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
苦蘵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
毛苦蘵 （变种）ｖａｒ．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Ｂｏｎａｔｉ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
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Ｌｉｎｎ．
６２．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松蒿属 Ｐｈｔｈｅｉ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Ｂｕｎｇｅ ｅｘ Ｆｉｓｃｈ． ｅｔ Ｍｅｙ．
松蒿 Ｐｈｔｈｅｉ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Ｋａｎｉｔｚ
６３． 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野菰属 Ａｅｇｉｎｅｔｉａ Ｌｉｎｎ．
野菰 Ａｅｇｉｎｅｔ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６４．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爵床属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Ｌｉｎｎ．
爵床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Ｌｉｎｎ．
６５．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属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Ｌｉｎｎ．
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ｉｎｎ．
６６．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拉拉藤属 Ｇａ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猪殃殃 Ｇａｌｉｕｍ ｓｐｕｒｉｕｍ Ｌｉｎｎ．
栀子属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Ｅｌｌｉｓ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
耳草属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Ｌｉｎｎ．
金毛耳草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 （Ｐａｌｉｂ．） Ｍｅｒｒ．
肉叶耳草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ｓｔｒｉｇｕｌｏｓａ （Ｂａｒｔｌ． ｅｘ ＤＣ．） Ｆｏｓｂｅｒｇ
巴戟天属 Ｍｏｒｉｎｄａ Ｌｉｎｎ．
羊角藤（亚种） Ｍｏｒｉｎｄａ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 ｓｕｂｓｐ． ｏｂｏｖａｔａ Ｙ． Ｚ． Ｒｕａｎ
玉叶金花属 Ｍｕｓｓａｅｎｄａ Ｌｉｎｎ．
玉叶金花 Ｍｕｓｓａｅｎｄａ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Ａｉｔ． ｆ．
鸡矢藤属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Ｌｉｎｎ．
耳叶鸡矢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Ｌéｖｌ．
鸡矢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毛鸡矢藤（变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Ｂｌ．）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九节属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Ｌｉｎｎ．
蔓九节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ｓｅｒｐｅｎｓ Ｌｉｎｎ．
茜草属 Ｒｕｂｉａ Ｌｉｎｎ．

东南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Ｌｅｖｌ． ｅｔ Ｖａｎｉｏｔ） Ｈａｒａ ｅｘ Ｌ． Ａ． Ｌａｕｅｎｅｒ ｅｔ Ｄ． Ｋ．
６７．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六道木属 Ａｂｅｌｉａ Ｒ． Ｂｒ．
糯米条 Ａｂｅ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 Ｂｒ．
忍冬属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Ｌｉｎｎ．
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６８． 败酱科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败酱属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Ｊｕｓｓ．
白花败酱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Ｊｕｓｓ．
６９．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盒子草属 Ａｃｔｉ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Ｇｒｉｆｆ．
盒子草 Ａｃｔｉ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ｔｅｎｅｒｕｍｃ Ｇｒｉｆｆ．
７０．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蓝花参属 Ｗａ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ａ Ｓｃｈｒａｄ． ｅｘ Ｒｏｔｈ
蓝花参 Ｗａ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Ａ． ＤＣ．
７１．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藿香蓟属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
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ｉｎｎ．
茵陈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 Ｔｈｕｎｂ．
滨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ｆｕｋｕｄｏ Ｍａｋｉｎｏ
牡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矮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ｎｃｅａ Ｖａｎｔ．
野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 ＤＣ．
猪毛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Ｗａｌｄｓｔ． ｅｔ Ｋｉｔ．
紫菀属 Ａｓｔｅｒ Ｌｉｎｎ．
普陀狗娃花 Ａｓｔｅｒ ａｒｅｎａｒｉｕｓ （Ｋｉｔａｍ．） Ｎｅｍｏｔｏ
马兰 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
琴叶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ｐａｎｄｕｒａｔｕｓ Ｎｅｅｓ ｅｘ Ｗａｌｐ．
狭叶裸菀 Ａｓｔｅｒ ｓｉｎｏ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ｒｏｕｉｌｌｅｔ， Ｓｅｍｐｌｅ ｅｔ Ｙ． Ｌ． Ｃｈｅｎ
三 脉 紫 菀 （ 亚 种 ） Ａｓｔｅｒ ｔｒｉｎｅｒｖｉｕｓ Ｄ． Ｄｏｎ ｓｕｂｓｐ．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Ｔｕｒｃｚ．） Ｇｒｉｅｒｓｏｎ
陀螺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ｕｓ Ｓ． Ｍｏｏｒｅ
鬼针草属 Ｂｉｄｅｎｓ Ｌｉｎｎ．
大狼把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Ｌｉｎｎ．
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ｉｎｎ．
菊属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Ｌｉｎｎ．
野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甘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Ｔｒａｕｔｖ．） Ｍａｋｉｎｏ
蓟属 Ｃｉｒｓｉｕｍ Ｍｉｌｌ．
蓟 Ｃｉｒｓ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ＤＣ．
野茼蒿属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ｌｕｍ Ｍｏｅｎｃｈ
革命菜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
假还阳参属 Ｃｒｅｐｉ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Ｎａｋａｉ
黄瓜假还阳参 Ｃｒｅｐｉｄｉａｓｔｔｒｕｍ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Ｈｏｕｔｔ．） Ｐａｋ ｅｔ Ｋａｗａｎｏ
假还阳参 Ｃｒｅｐｉ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Ｈｏｕｔｔ．） Ｎａｋａｉ
尖裂假还阳参 Ｃｒｅｐｉ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ａｘｉｍ．） Ｐａｋ ｅｔ Ｋａｗａｎｏ
芙蓉菊属 Ｃｒｏｓｓｏｓｔｅｐｈｉｕｍ Ｌｅｓｓ．
芙蓉菊 Ｃｒｏｓｓｏｓｔｅｐｈ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 Ｍａｋｉｎｏ
鳢肠属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Ｌｉｎｎ．
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Ｌｉｎｎ．
一点红属 Ｅｍｉｌｉａ Ｃ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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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红 Ｅｍｉｌｉａ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ＤＣ．
飞蓬属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Ｌｉｎｎ．
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
野塘蒿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小蓬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苏门白酒草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Ｒｅｔｚ．
大吴风草属 Ｆａｒｆｕｇｉｕｍ Ｌｉｎｄｌ．
大吴风草 Ｆａｒｆｕｇ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Ｋｉｔａｍ．
鼠麴草属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宽叶鼠麹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ｄｎａｔｕｍ （Ｗａｌｌ． ｅｘ ＤＣ．） Ｋｉｔａｍ．
鼠麴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Ｄ． Ｄｏｎ
细叶鼠麹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匙叶鼠麴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ｐｅ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ｃｕｍ Ｗｉｌｌｄ．
多茎鼠麴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ｐｏｌｙｃａｕｌｏｎ Ｐｅｒｓ．
小苦荬属 Ｉｘ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 Ｇｒａｙ） Ｔｚｖｅｌ．
小苦荬 Ｉｘｅｒｉｄｉｕｍ ｄｅｎｔ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Ｔｚｖｅｌ．
褐冠小苦荬 Ｉｘｅｒｉｄｉｕｍ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ｕｍ （Ｂｌ．） Ｐａｋ ｅｔ Ｋａｗａｎｏ
苦荬菜属 Ｉｘｅｒｉｓ Ｃａｓｓ．
苦荬菜 Ｉｘｅｒｉｓ ｐｏ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Ｃａｓｓ．ｅｘ ＤＣ．
翅果菊属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Ｌｉｎｎ．
台湾翅果菊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Ｍａｘｉｍ．
翅果菊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卤地菊属 Ｍｅ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Ｒｏｈｒ
卤地菊 Ｍｅ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Ｈｅｍｓｌ．） Ｗ． Ｌ． Ｗａｇｎｅｒ ｅｔ Ｈ． Ｒｏｂ．
裸柱菊属 Ｓｏｉｉｖａ Ｒｕｉｚ ｅｔ Ｐａｖｏｎ．
裸柱菊 Ｓｏｌｉｖａ ａｎｔｈｅｍｉｆｏｌｉａ （Ｊｕｓｓ．） Ｒ． Ｂｒ．
苦苣菜属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Ｌｉｎｎ．
续断菊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ａｓｐｅｒ （Ｌｉｎｎ．） Ｈｉｌｌ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ｉｎｎ．
联毛紫菀属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Ｎｅｅｓ
钻叶紫菀 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Ｍｉｃｈｘ．） Ｇ． Ｌ． Ｎｅｓｏｍ
苍耳属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Ｌｉｎｎ．
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Ｌｉｎｎ．
黄鹌菜属 Ｙｏｕｎｇｉａ Ｃａｓｓ．
黄鹌菜 Ｙｏｕ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ＤＣ．
７２． 香蒲科 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
香蒲属 Ｔｙｐｈａ Ｌｉｎｎ．
狭叶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７３．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竹亚科 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 Ａ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Ｇｒａｅｂｎ
刚竹属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灰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ｎｕｄａ ＭｃＣｌｕｒｅ
禾亚科 Ａｇｒｏｓｔ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Ｋｅｎｇ ｅｔ Ｋｅｎｇ ｆ．
剪股颖属 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Ｌｉｎｎ．
华北剪股颖 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ｃｌａｖａｔ Ｔｒｉｎ．
看麦娘属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Ｌｉｎｎ．
看麦娘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Ｓｏｂｏｌ．
荩草属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Ｂｅａｕｖ．
荩草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
芦竹属 Ａｒｕｎｄｏ Ｌｉｎｎ．
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Ｌｉｎｎ．
燕麦属 Ａｖｅｎａ Ｌｉｎｎ．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Ｌｉｎｎ．
拂子茅属 Ｃａｌａｍ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Ａｄａｎｓ．
拂子茅 Ｃａｌａｍ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ｅｐｉｇｅｉｏｓ （Ｌｉｎｎ．） Ｒｏｔｈ
细柄草属 Ｃａｐｉｌｌｉｐｅｄｉｕｍ Ｓｔａｐｆ
细柄草 Ｃａｐｉｌｌｉｐｅｄｉ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Ｒ． Ｂｒ．） Ｓｔａｐｆ
狗牙根属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Ｒｉｃｈ．
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
马唐属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Ｈａｌｌ．
升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ｃｉｌｉａｒｉｓ （Ｒｅｔｚ．） Ｋｏｅｌ．
稗属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Ｂｅａｕｖ．
光头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ｏｌ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 Ｌｉｎｋ
属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Ｇａｅｒｔｎ
牛筋草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Ｇａｅｒｔｈ．
披碱草属 Ｅｌｙｍｕｓ Ｌｉｎｎ．
日本纤毛草 （变种） Ｅｌｙｍｕｓ ｃｉｌｉａｒｉｓ （ Ｔｒｉｎ． ｅｘ Ｂｕｎｇｅ） Ｔｚｖｅｌｅｖ ｖａｒ．
ｈａｃｋｅｌｉａｎｕｓ （Ｈｏｎｄａ） Ｇ． Ｚｈｕ ｅｔ Ｓ． Ｌ． Ｃｈｅｎ
柯孟披碱草 Ｅｌｙｍｕｓ ｋａｍｏｊｉ （Ｏｈｗｉ） Ｓ． Ｌ． Ｃｈｅｎ
画眉草属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Ｗｏｌｆ
乱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Ｔｒｉｎ．
白茅属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ｉｒｉｌｌｏ
大白茅（变种）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Ｒａｅｕｓｃｈｅｌ ｖａｒ． ｍａｊｏｒ （Ｎｅｅｓ）
Ｃ． Ｂ． Ｈｕｂｂ．
鸭嘴草属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Ｌｉｎｎ．
毛鸭嘴草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ａｎｔｈｅｐｈｏｒｏｉｄｅｓ （Ｓｔｅｕｄ．） Ｍｉｑ．
有芒鸭嘴草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
细毛鸭嘴草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ｃｉｌｉａｒｅ Ｒｅｔｚ．
淡竹叶属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Ｂｒｏｎｇｎ．
淡竹叶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Ｂｒｏｎｇｎ．
芒属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ｄｅｒｓｓ．
五节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Ｌａｂ．） Ｗａｒｂ． ｅｘ Ｓｃｈｕｍ． ｅｔ Ｌａｕｔ．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ｅｒｓｓ．
黍属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铺地黍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Ｌｉｎｎ．
雀稗属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Ｌｉｎｎ．
双穗雀稗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Ｌｉｎｎ．
长叶雀稗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ｏｘｂ．
圆果雀稗 （ 变种）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ｓｃｒｏ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 ｖａｒ．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ｅ （ Ｇ．
Ｆｏｒｓｔ．） Ｈａｃｋ．
雀稗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Ｋｕｎｔｈ ｅｘ Ｓｔｅｕｄ．
束尾草属 Ｐｈａｃｅｌｕｒｕｓ Ｇｒｉｓｅｂ．
束尾草 Ｐｈａｃｅｌｕｒｕｓ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Ｓｔｅｕｄ．） Ｏｈｗｉ
芦苇属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ｄａｎｓ．
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Ｃａｖ．） Ｔｒｉｎ． ｅｘ Ｓｔｅｕｄ．
棒头草属 Ｐｏｌｙｐｏｇｏｎ Ｄｅｓｆ．
棒头草 Ｐｏｌｙｐｏｇｏｎ ｆｕｇａｘ Ｎｅｅｓ ｅｘ Ｓｔｅｕｄ．
长芒棒头草 Ｐｏｌｙｐｏｇｏｎ ｍｏｎｓｐ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Ｄｅｓｆ．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Ｂｅａｕｖ．
大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ｆａｂｅｒｉ Ｈｅｒｒｍ．
棕叶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ａｌｍｉｆｏｌｉａ （Ｋｏｅｎ．） Ｓｔａｐｆ
金色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ｐｕｍｌｉａ （Ｐｏｉｒｅｔ） Ｒｏｅｍ． 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ｉｎｎ．） Ｂｅａｕｖ．
米草属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Ｓｃｈｒ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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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ｅｌ．
鼠尾粟属 Ｓｐｏｒｏｂｏｌｕｓ Ｒ． Ｂｒ．
鼠尾粟 Ｓｐｏｒｏｂｏｌ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 （Ｓｔｅｕｄ．） Ｃｌａｙｔｏｎ
结缕草属 Ｚｏｙｓｉａ Ｗｉｌｌｄ．
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Ｓｔｅｕｄ．
中华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Ｈａｎｃｅ
７４．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 Ｌｉｎｎ．
健壮薹草（亚种） Ｃａｒｅｘ ｗａｈｕｅｎｓｉｓ Ｃ． Ａ． Ｍｅｙ． ｓｕｂｓｐ．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 Ｔ． Ｋｏｙａｍａ
克拉莎属 Ｃｌａｄｉｕｍ Ｒ． Ｂｒ．
华克拉莎 Ｃｌａｄ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Ｎｅｅｓ
莎草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Ｌｉｎｎ．
砖子苗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ｃｙｐｅｒ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Ｋｕｎｔｚ．
畦畔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ｈａｓｐａｎ Ｌｉｎｎ．
碎米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ｒｉａ Ｌｉｎｎ．
飘拂草属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Ｖａｈｌ
两歧飘拂草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Ｌｉｎｎ．） Ｖａｈｌ
少穗飘拂草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ｓｃｈｏｅｎｏｉｄｅｓ （Ｒｅｔｚ．） Ｖａｈｌ
锈鳞飘拂草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Ｍｉｑ． ｅｘ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
双穗飘拂草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ｓｕｂｂｉｓｐｉｃａｔａ Ｎｅｅｓ ｅｔ Ｍｅｙｅｎ
水蜈蚣属 Ｋｙｌｌｉｎｇａ Ｒｏｔｔｂ．
水蜈蚣 Ｋｙｌｌｉｎｇａ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 Ｒｏｔｔｂ．
扁莎属 Ｐｙｃｒｅｕｓ Ｐ． Ｂｅａｕｖ．
球穗扁莎 Ｐｙｃｒｅｕｓ ｆｌａｖｉｄｕｓ （Ｒｅｔｚ．） Ｔ． Ｋｏｙａｍａ
多穗扁莎 Ｐｙｃｒｅｕｓ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ｕｓ （Ｒｏｔｔｂ．） Ｂｅａｕｖ．
珍珠茅属 Ｓｃｌｅｒｉａ Ｂｅｒｇ．
毛果珍珠茅 Ｓｃｌｅｒｉａ ｌｅｖｉｓ Ｒｅｔｚ．
７５．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天南星属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Ｍａｒｔ．
灯台莲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ｂｏｃｋｉｉ Ｅｎｇｌ．
半夏属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ｎｏｒｅ
半夏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Ｔｅｎｏｒｅ ｅｘ Ｂｒｅｉｔ．
７６．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鸭跖草属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Ｌｉｎｎ．
鸭跖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ｉｎｎ．
７７． 灯心草科 Ｊｕｎｃａｃｅａｅ
灯心草属 Ｊｕｎｃｕｓ Ｌｉｎｎ．
翅茎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ａｌａｔｕ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ａｔ．

星花灯芯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ｄｉａ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 Ｂｕｃｈ．
野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ｓｅｔｃｈｕｅｎｓｉｓ Ｂｕｃｈ．
７８．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粉条儿菜属 Ａｌｅｔｒｉｓ Ｌｉｎｎ．
粉条儿菜 Ａｌｅｔｒｉｓ ｓｐｉｃ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Ｆｒａｎｃｈ．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薤白 Ａｌｌ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 Ｂｕｎｇｅ
天门冬属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Ｌｉｎｎ．
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山菅属 Ｄｉａｎｅｌｌａ Ｌａｍ．
山菅 Ｄｉａｎｅｌｌａ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Ｒｅｄｏｕｔé
百合属 Ｌｉ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野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 Ｅ． Ｂｒｏｗｎ ｅｘ Ｍｉｅｌｌｅｚ
百合 （变种）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
山麦冬属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Ｌｏｕｒ．
阔叶山麦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ｍｕｓｃａｒｉ （Ｄｅｃｎｅ．） Ｌ． Ｈ． Ｂａｉｌｅｙ
山麦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ｓｐｉｃ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Ｌｏｕｒ．
菝葜属 Ｓｍｉｌａｘ Ｌｉｎｎ．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ｎｎ．
光叶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ｇｌａｂｒａ Ｒｏｘｂ．
７９．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文殊兰属 Ｃｒｉｎｕｍ Ｌｉｎｎ．
文殊 兰 （ 变 种 ） Ｃｒｉｎｕｍ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 ｖａｒ． ｓｉｎｉｃｕｍ （ Ｒｏｘｂ． ｅｘ
Ｈｅｒｂ．） Ｂａｋｅｒ
石蒜属 Ｌｙｃｏｒｉｓ Ｈｅｒｂ．
石蒜 Ｌｙｃｏｒｉｓ ｒａｄｉａｔａ （Ｌ′Ｈｅｒ．） Ｈｅｒｂ．
换锦花 Ｌｙｃｏｒｉｓ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 Ｃｏｍｅｓ ｅｘ Ｂａｋｅｒ
８０．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薯蓣属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Ｌｉｎｎ．
黄独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福州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ｆｕｔｓｃｈａｕｅｎｓｉｓ Ｕｌｉｎｅ ｅｘ Ｒ． Ｋｎｕｔｈ
日本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细柄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ｔｅｎｕｉｐｅ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
８１．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射干属 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 Ａｄａｎｓ．
射干 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ＤＣ．
８２．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山姜属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Ｒｏｘｂ．
艳山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ｚｅｒｕｍｂｅｔ （Ｐｅｒｓ．） Ｂｕｒｔｔ． ｅｔ Ｓｍ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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