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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黄河湿地位于黄河中下游，由西向东随地势变化，动植物物种组成及多样性变化复杂。 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对三门

峡市、洛阳市以及焦作市的黄河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和哺乳动物进行了全面调查，比较分析了三个区域间动植物多样性的差

异，采用非趋势对应分析和聚类分析对物种组成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结果显示：（１）三门峡、洛阳和焦作黄河湿地维管植物分

别有 １３０ 科、４９３ 属、１１２８ 种及变种，１２８ 科、４７０ 属、１０４９ 种及变种，９０ 科、２９０ 属、５４２ 种及变种；三门峡黄河湿地哺乳动物有 ６
目、１５ 科、４８ 种，洛阳黄河湿地哺乳动物有 ７ 目、１８ 科、６１ 种，焦作黄河湿地哺乳动物有 ６ 目、１１ 科、３４ 种；（２）从三门峡黄河湿

地经洛阳黄河湿地再到焦作黄河湿地，维管植物多样性降低；（３）三门峡黄河湿地维管植物多样性和哺乳动物多样性与洛阳黄

河湿地差异不显著，与焦作黄河湿地差异显著。 研究结果丰富了河南黄河湿地保护区植物和动物多样性研究资料，同时也为保

护区的保护管理和科研监测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境异质性；物种多样性；黄河湿地；物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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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是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具有较高的生态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物生产力［１⁃５］。 研究

湿地动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组成对于湿地生态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６⁃８］。
黄河河滨湿地的生物种类极其丰富，在我国整体的生态系统的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

类干扰等因素直接导致了黄河湿地的面积锐减，影响了湿地物种多样性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９⁃１０］。 探究黄

河河滨湿地动植物物种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制定及生态系统的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黄河湿地生物多样性变化一直是生态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孙海群等［１１］研究发现三江源湿地的高寒环

境对植被具有重要影响；刘凯等［１２］研究发现土壤全氮含量和 ｐＨ 值是影响湿地植被分布的主要因素；张天举

等［１３］研究发现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群落分布与土壤盐分显著相关；徐洋以及罗先香等［１４⁃１５］ 研究发现黄河口

植被分布格局主要受地貌特征和水文环境的影响。 黄河出陕西潼关进入河南省，横贯三门峡、洛阳、焦作、郑
州、新乡、开封、濮阳等市。 黄河河南段河滨湿地作为沿黄河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 针

对河南沿黄湿地的研究，主要有黄河湿地格局的变化［１６］、黄河湿地生态环境状况［１７⁃１８］、黄河下游林业发展的

对策［１９］局部湿地植被多样性［２０］等。 有关河南黄河中游河滨湿地动植物组成以及空间分布特征还不明确。
本文基于河南黄河中游三门峡湿地保护区、洛阳湿地保护区、焦作湿地保护区，对湿地维管植物、哺乳动

物群落及其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旨在探究河南黄河中游湿地动植物物种组成和空间分布特征。 希望本研究

对黄河沿岸湿地珍稀动植物保护、湿地资源保护和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数据和参考。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黄河自三门峡进入河南，经洛阳到焦作，再经郑州桃花峪进入黄河下游。 黄河中游河南段气候以暖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由于地貌特征复杂，形成了具有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的多元气候。
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地处中纬度内陆区，坐标在 ３４°３３′５９″—３５°０５′０１″ Ｎ，１１０°２１′４９″—１１２°４８′１５″ Ｅ

之间［２１］，面积 ２８５００ ｈｍ２。 ２０ 世纪过渡的开发与围垦、污染加剧、湿地植被遭到破坏，湿地面积锐减、生物多

样性衰退，湿地动植物种类数量明显减少［２２］。 目前保护区已被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湿

地资源。 该区湿地类型主要有永久性河流湿地、洪泛平原湿地、草本沼泽湿地、蓄水区湿地。 保护区内物种繁

多，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具有重要的生态学价值。
河南洛阳黄河湿地保护区地理坐标介于 ３４°４７′３４″—３５°０４′１６″ Ｎ，１１１°５７′５３″—１１２°４８′１６″ Ｅ 之间，面积

２４０００ ｈｍ２。 位于亚热带和温带的过度地带，季风环流影响明显［２３］。 此前，由于中上游地区大量取水，曾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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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多次断流，过度采伐导致森林大面积减少，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有效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与水热

条件，保护区年平均降水量 ７００—１１００ ｍｍ，年日照 ２０８３—２２４６ ｈ，年平均气温 １２．１—２７．３ ℃，孕育了丰富的湿

地资源和多样的生态环境。 该区湿地类型主要有永久性河流湿地、洪泛平原湿地、蓄水区湿地、运河、输水河

湿地、淡水养殖鱼塘。
河南焦作黄河湿地保护区地理坐标在 ３４°４８′４６＂—３５°００′１８＂ Ｎ，１１２°３７′４２＂—１１３°２８′４８＂ Ｅ 之间，面积

１４０８６ ｈｍ２。 保护区地处黄沁河冲洪扇边缘，属于太行山南麓的褶皱斜坡与黄沁河冲积扇接触垫带的凹地平

原，可细分为洪积冲积平原、沙丘及丘间沙地、河漫地、岗地、洼地五种微地貌类型［２４］。 由于近年土地资源紧

缺，黄河滩区开发形式多样，使本区典型黄河湿地植被及湿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该区

湿地类型主要有永久性河流湿地、洪泛平原湿、运河、输水河湿地、淡水养殖鱼塘。 丰富多样的微地貌变化，适
宜湿地草甸、浮水植物，水生植物等生态植被的生长发育。

图 １　 研究区域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采集

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采用样线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区域湿地维管植物、哺乳动物进行了系统的

调查。
（１）线路调查：沿黄河两岸分嫩滩、老滩和保护区边界三条线自西向东调查，调查沿线的植被类型、优势

植物种类，对国家、省级野生保护植物进行记录、测量和拍照，记录调查区的植被现状［２５］。
（２）样方调查：在线路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段上分布的群落类型设置不同的样方。 共设置调查样

方 ２４０ 个（其中三门峡保护区 ９６ 个，洛阳保护区 ８４ 个，焦作保护区 ６０ 个）；乔木调查样方为 １０ ｍ×１０ ｍ，灌木

调查样方为 ５ ｍ×５ ｍ，高度超过 １００ ｃｍ 的草本样方面积为 ２ ｍ×２ ｍ，高度在 １００ ｃｍ 以下草本样方面积为

１ ｍ×１ ｍ［２６］。
对大、中型兽类的调查主要采用路线法进行。 根据大、中型兽类喜于早、晚活动，在早晨和傍晚利用交通

工具进行驱车调查，观察公路沿线及小径上的兽类实体。 其次，通过望远镜观察大湖泊附近兽类实体，发现国

家 Ｉ、ＩＩ 级重点保护动物时，用 ＧＰＳ 进行定位；对部分大中型兽类还采用访问法。 两次调查发现或记录兽类实

体或痕迹。 小型兽类调查采用夹日法，根据外形不能判定其种类的小型兽类标本在实验室鉴定［２７］。
２．２　 数据处理

利用 Ｒ 语言数据处理软件对三个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和哺乳动物的科属种概况以及组成进行柱状图差

异比较；为探究不同湿地保护区间维管植物以及哺乳动物种分布差异，采用 Ｖｅｎｎ 图进行详细比较；采用

ｈｃｌｕｓｔ 函数对三个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哺乳动物组成进行聚类分析；采用非趋势对应（ＤＣＡ）分析对三个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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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区维管植物、哺乳动物组成进行排序分析。

表 １　 河南黄河中游湿地维管植物主要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主要科
Ｍａｊ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三门峡 菊科　 １１２
豆科　 ８３
蔷薇科 ７０
莎草科 ６４

洛阳　 菊科　 １０６
禾本科 ８２
豆科　 ６８
蔷薇科 ５６

焦作　 禾本科 ５８
菊科　 ５６
豆科　 ５２
莎草科 ３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黄河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与哺乳动物物种组成

通过对三个河南黄河中游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系

统调查，共发现维管植物 １１９３ 种，分属 １３５ 科、５０７ 属

（表 Ｓ１）。 含 １００ 种以上的科分别为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禾本 科 （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 豆 科 （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 蔷 薇 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其中，三门峡黄河湿

地有菊科植物 １１２ 种，豆科植物 ８３ 种，蔷薇科植物 ７０
种，莎草科植物 ６４ 种；洛阳黄河湿地有菊科植物 １０６
种，禾本科植物 ８２ 种，豆科植物 ６８ 种，蔷薇科植物 ５６
种；焦作黄河湿地有禾本科植物 ５８ 种，菊科植物 ５６ 种，
豆科植物 ５２ 种，莎草科植物 ３０ 种（表 １）。

三个湿地保护区草本植物丰富度均高于木本植物，
三门峡黄河湿地、洛阳黄河湿地、焦作黄河湿地草本植

物占维管植物总数的比例分别是：７５．８％、７６．５％、８０．３％。 三门峡黄河湿地木本植物主要组成属有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蛇葡萄属 （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杨属 （ Ｐｏｐｕｌｕｓ） 等，草本植物主要组成属有蒿属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薹草属（Ｃａｒｅｘ）等；洛阳黄河湿地木本植物主要组成属分别为胡枝子属（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蛇葡萄属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卷柏属（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草本植物主要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薹草属（Ｃａｒｅｘ）等；焦作

黄河湿地木本植物主要组成属有蛇葡萄属（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胡枝子属（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等，草本植物主要组成属有蒿

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苋属（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灯心草属（Ｊｕｎｃｕｓ）等（表 ２）。

表 ２　 河南黄河中游湿地木本、草本植物主要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木本植物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 草本植物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主要属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ｎｕｓ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主要属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ｎｕｓ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三门峡 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８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２２

蛇葡萄属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８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１７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８ 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 １７

洛阳 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８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２２

蛇葡萄属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８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１７

卷柏属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７ 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 １５

焦作 蛇葡萄属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６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８

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５ 苋属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８

柳属 Ｓａｌｉｘ ４ 灯心草属 Ｊｕｎｃｕｓ ７

调查发现三个黄河湿地保护区哺乳动物共有 ６５ 种，分属 １１ 目、２１ 科（表 Ｓ２）。 含有 １０ 种以上的目分别

为啮齿目（Ｒｏｄｅｎｔｉａ）、翼手目（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ａ）、食肉目（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食虫目（Ｉｎｓｅｃｔｉｖｏｒａ），三门峡黄河湿地与洛阳黄

河湿地均有啮齿目动物 ２４ 种，翼手目动物分别为 ８ 种、１３ 种；焦作黄河湿地有啮齿目动物 ２１ 种，食虫目动物

４ 种。 在科水平上，三门峡黄河湿地与焦作黄河湿地哺乳动物主要科均为鼠科 （ Ｍｕｒｉｄａｅ） 和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洛阳黄河湿地哺乳动物主要科为蝙蝠科（Ｖｅｓｐｅｒｔ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和鼠科（Ｍｕｒｉｄａｅ）（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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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河南黄河中游湿地哺乳动物主要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主要目
Ｍａｊｏｒ ｏｒｄｅｒｓ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主要科
Ｍａｊ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三门峡 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２４ 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 ９

翼手目 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ａ ８ 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 ７

洛阳　 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２４ 蝙蝠科 Ｖｅｓｐｅｒｔ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１０

翼手目 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ａ １３ 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 １０

焦作　 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２１ 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 ９

食虫目 Ｉｎｓｅｃｔｉｖｏｒａ ４ 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 ６

３．２　 黄河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与哺乳动物丰富度

三门峡黄河湿地维管植物种类最多，洛阳黄河湿地哺乳动物种类最多，焦作黄河湿地维管植物以及哺乳

动物种类最少。 其中，三门峡黄河湿地维管植物有 １３０ 科、４９３ 属、１１２８ 种，洛阳黄河湿地有 １２８ 科、４７０ 属、
１０４９ 种，焦作黄河湿地 ９０ 科、２９０ 属、５４２ 种。 三门峡黄河湿地有哺乳动物 ６ 目、１５ 科、４８ 种；洛阳黄河湿地哺

乳动物 ７ 目、１８ 科、６１ 种，焦作黄河湿地哺乳动物 ６ 目、１１ 科、３４ 种（图 ２）。 维管植物丰富度随着地势由高到

低的转变逐渐减小；洛阳黄河湿地哺乳动物丰富度最高，三门峡黄河湿地次之，焦作黄河湿地保护区最小。

图 ２　 河南黄河中游湿地维管植物、哺乳动物丰富度差异

Ｆｉｇ．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ｍａｌ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３　 黄河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与哺乳动物分布差异

在种水平上，三个湿地保护区植物特有种数目，三门峡＞洛阳＞焦作，分别为 １０９、４５、１１。 三门峡黄河湿地

保护区、洛阳黄河湿地保护区以及焦作黄河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总种数 １１９３ 种，其中三个湿地共有种 ４９８
种，占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４１．７％，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与洛阳黄河湿地保护区共有种 ９９５ 种，占维管植物总

种数的 ８１．４％，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与焦作黄河湿地保护区共有种 ５２２ 种，占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４３．７％，洛
阳黄河湿地保护区与焦作黄河湿地保护区共有种 ５０７ 种，占维管植物总种数的 ４２．５％（图 ３）。

三个湿地保护区哺乳动物在种的总数方面来看，洛阳＞三门峡＞焦作，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特有哺乳动

物 ２ 种，洛阳黄河湿地保护区特有哺乳动物 １７ 种；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洛阳黄河湿地保护区以及焦作湿

地保护区共有哺乳动物 ３２ 种，洛阳湿地保护区与三门峡湿地保护区共有哺乳动物 ４４ 种，洛阳湿地保护区与

焦作湿地保护区共有哺乳动物 ３２ 种，焦作湿地保护区与三门峡湿地保护区共有哺乳动物 ３４ 种（图 ３）。
３．４　 黄河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与哺乳动物聚类和排序分析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三门峡黄河湿地与洛阳黄河湿地之间的距离较近，说明三门峡黄河湿地与洛阳黄河

湿地的植物以及动物物种差异性不显著。 三门峡黄河湿地、洛阳黄河湿地与焦作黄河湿地之间的距离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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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河南黄河中游湿地植物、哺乳动物分布差异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说明三门峡黄河湿地、洛阳黄河湿地与焦作黄河湿地之间的植物和哺乳动物物种差异性显著（图 ４）。
ＤＣＡ 分析显示，三门峡黄河湿地与洛阳黄河湿地的距离较近，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与洛阳黄河湿地保

护区的植物物种组成有较高的相似性。 而三门峡黄河湿地、洛阳黄河湿地二者与焦作黄河湿地的距离较远，
表示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洛阳黄河湿地保护区与焦作黄河湿地保护区动植物物种组成相似性较低

（图 ５）。

图 ４　 河南黄河中游湿地维管植物、哺乳动物种聚类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５　 河南黄河中游湿地维管植物、哺乳动物物种组成 ＤＣＡ 分析

Ｆｉｇ．５　 ＤＣ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ｍｍ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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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河南黄河中游湿地保护区维管植物及哺乳动物系统调查发现，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是河南黄河中游湿地保护区植物

优势科，包含植物物种超过 １００ 种；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薹草属（Ｃａｒｅｘ）为优势属，这与前人对

于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２８⁃２９］的植物资源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啮齿目（Ｒｏｄｅｎｔｉａ）为河南黄河中游湿地哺

乳动物的优势目，鼠科（Ｍｕｒｉｄａｅ）为优势科。
三个湿地保护区草本植物丰富度均高于木本植物。 木本植物主要组成属有胡枝子属（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蛇葡萄

属（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草本植物主要组成属有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薹草属（Ｃａｒｅｘ）。 洛阳黄河湿地

哺乳动物丰富度最高，三门峡黄河湿地哺乳动物丰富度次之，焦作黄河湿地哺乳动物丰富度最低，哺乳动物丰

富度没有随着保护区自西向东位置转变而产生明显变化趋势。 这可能与本研究的传统调查方法有关，后期黄

河湿地动物的监测将增加红外相机等现代设备［３０］，使黄河湿地动物的监测研究更加科学。
三门峡黄河湿地有维管植物 １１２８ 种，洛阳黄河湿地有维管植物 １０４９ 种；焦作黄河湿地有维管植物 ５４２

种。 处于黄河中游河漫滩植物有种子植物 ８１８ 种［３１］；位于黄河下游的河南中牟雁鸣湖风景旅游区有种子植

物 ６７１ 种［３２］；郑州黄河湿地现有种子植物 ５９８ 种［２８⁃２９］。 这一结果表明维管植物物种丰富度与黄河湿地保护

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三门峡黄河湿地与洛阳黄河湿地地处暖温带南部，南面为伏牛山、西部为秦岭，北部

为太行山，东部为华北平原，位于几大区系的交汇点。 另外，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区地形、地貌独特，既包含有

水域、河漫滩，也包括两岸的山坡、丘陵、黄土塬和河谷盆地等［２８⁃２９］。 而焦作黄河湿地大致有河床，河漫滩、邻
河洼地、黄河冲积平地等微地貌，整体上属于负地形，可能导致了维管植物多样性低于三门峡黄河湿地和洛阳

黄河湿地［３０］。
１９９４ 年河南黄河湿地保护区建立，河南省林业厅调查发现，河南黄河湿地保护区有维管植物 ８０ 科 ２８５

属 ５９８ 种［３３］，其中木本植物有 ３８ 种，草本植物 ５６０ 种，哺乳动物 ２２ 种。 至 ２０１５ 年三门峡、洛阳、焦作三个黄

河湿地保护区共发现维管植物 １１９３ 种，分属 １３５ 科、５０７ 属；哺乳动物 ６５ 种［２５⁃２７］。 通过比较说明湿地保护区

的建立为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境，有利于提高动植物丰富度，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建立固定监测样地开展长

期的监测，以探究黄河湿地保护区动植物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
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得到了河南黄河中游湿地动植物组成和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结果丰富了河南黄河

湿地保护区植物以及哺乳动物多样性的基础研究资料，同时也为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科研监测提供依据。 本

研究只是从大尺度上比较分析了河南黄河中游湿地动植物多样性，未能直接量化地形因子、土壤理化性质等

环境因素对湿地动植物多样性和分布的影响，非生物环境因素对黄河湿地动植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影响将是

未来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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