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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是植物宝库，在不同海拔区间有不同类型的球根植物分布。 采用线路调查法，对浙

江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海拔 ３３０—１ ２３０ ｍ 范围内的球根植物进行了调查。 主要结果如下：（１）在海拔 ３３０—
１ ２３０ ｍ范围内共发现 ２４ 种球根植物，隶属 １１ 科。 其中单子叶植物共 ８ 科 ２１ 种，双子叶植物共 ３ 科 ３ 种；（２）随着

海拔高度的升高，球根植物的类型明显减少，而部分物种种群数量增加；（３）在海拔 ３３０—５３０ ｍ 范围内，共分布球

根植物 ２０ 种，其中百合科植物为优势种；（４）海拔 ５３０—１ ２３０ ｍ 范围内，共分布植物 １０ 种，其薯蓣科、天南星科为

优势种。 根据以上结果，同时结合球根植物的生长习性与观赏价值，认为调查发现的天目山球根植物中共 １４ 种可

用于园林绿化，其中部分植物也是重要的切花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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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山是国家级森林植物和野生动物的自然

保护区，面积约 １ ０００ ｈｍ２，位于杭州临安；地理位

置为东经 １１９° ２４′１１″—１１９° ２８′２１″，北纬 ３０° １８′
３０″—３０°２４′５５″。 天目山地理位置独特，有季风性

强、气候温和、光照适宜、雨量充沛的气候特点。
西天目山植被覆盖率高，共汇集植物 ２ ０００ 种

以上。



球根植物是指根或茎变态膨大的植物［１］，常见的

球根植物有郁金香（Ｔｕｌｉｐａ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ｎａ）、卷丹（Ｌｉｌｉｕｍ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马蹄莲（Ｚａｎｔｅｄｅｓｃｈｉａ 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ｃａ）、唐菖蒲

（Ｇｌａｄｉｏｌｕｓ ｇａｎｄａｖｅｎｓｉｓ Ｖａｎｉｏｔ Ｈｏｕｔｔ）等。 根据根茎的

类型可将球根植物分为 ５ 种类型，即块茎、球茎、鳞
茎、根状茎、块根［２］。 球根植物大部分为单子叶植物，
如荞麦叶大百合［Ｃａｒｄｉｏｃｒｉｎ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ｕｍ （Ｗｉｌｓ ）
Ｓｔｅａｒｎ］、水仙（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 ｔａｚｅｔｔａ Ｌ．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ｏ⁃
ｅｍ．）、马蹄莲、唐菖蒲等；少数为双子叶植物，如葛

根 ［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 Ｗｉｌｌｄ ） Ｏｈｗｉ ］、 地 榆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大丽花（Ｄａｈｌ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Ｃａｖ．）等。 野生球根植物种类丰富，花色泽鲜艳，是
园林布置中应用较多的一类植物，同时也有一定的

食用和药用价值。 如野百合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ｌｏｒａ
Ｌ．），花朵洁白芳香，花型呈漏斗状，可以用于花坛、
园林等作为观赏栽培；蝴蝶花（ Ｉ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花色蓝

色或蓝紫色，优雅清新，可作为盆栽种植或用于花

坛周围、林下栽培［３］；蝴蝶花（ Ｉ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也具有

一定的药用价值，主治小儿发烧，消肿解毒等［４］；中
国石蒜（Ｌｙｃｏｒ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ｒａｕｂ）含有石蒜碱，具有镇

定、抗炎、催吐等作用［５］。
聂甲玥等研究发现，在 ８ 月，西天目山从海拔

３０２ ｍ升高到 １ １００ ｍ 时，温度从 ２９ ２ ℃ 降到了

２１ ８ ℃ ［６］。 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光照强度、湿度

等指标的变化，就会引起不同球根植物的分布差

异。 如蝴蝶花适宜在阴生条件下生长，不耐寒，则
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树林边，光线较弱的地

方［３］；而日本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适合

于向光的地方生长，喜欢凉爽的环境，有一定的耐

寒性，所以主要分布在海拔稍高的向阳山坡［４］。 有

调查表明，西天目山藤本植物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

其种类不断减少［７］；蕨类植物的分布种类以及密集

程度随着西天目山海拔高度的升高都会明显降

低［６］；还有研究发现，西天目山随着海拔高度的增

加，野生蔬菜的物种和数目显著降低［８］。 从以上研

究可以发现，西天目山植物的分布与海拔高低有着

密切联系。 然而关于西天目山球根植物有何分布

特征，这些植物类型又是如何随着海拔变化而发生

变化，目前鲜有报道。 探明西天目山不同海拔高度

球根植物的分布特征，不仅有利于丰富西天目山物

种多样性知识，同时对球根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有着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采用线路调

查法，对西天目山大部分范围内的球根植物进行了

调查，同时对其在园林绿化上的应用进行了深入

分析。

１　 调查时间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方法及路径信息

本次调查时间是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选择采用路线调查法进行调查。 确认调

查路线后，用 ＧＰＳ 来定位记录海拔高度，统计道路 ２
侧的球根植物分布种类及其密集程度，及时记录。

本次西天目山球根植物调查，共用时间 ５ ｄ，在
海拔 ３０３—１ １４９ ｍ 范围内共调查了 ６ 条路线。 表 １
为 ６ 条调查路线的基本信息，介绍了起始位置和终

止位置与起始海拔和终止海拔。 在调查过程中，都
以龙峰仙居为起点，分别在去禅源寺、朱陀岭水库

附近、红庙后山、西游村、主景区开山老殿的路途左

右 ２ 旁进行球根植物的调查。

表 １　 调查路线信息

路线编号 起始位置 终止位置 起点海拔 ／ ｍ 终点海拔 ／ ｍ
１ 龙峰仙居 禅源寺 ４６５ ３３２
２ 龙峰仙居 朱陀岭水库附近 ４５３ ３９５
３ 龙峰仙居 红庙后山 ４５２ ４８２
４ 龙峰仙居 西游村 ４５５ ３３０
５ 龙峰仙居 博物馆 ３０３ ４４５
６ 龙峰仙居 开山老殿 ４４５ １ １４９

１．２　 物种鉴定

在线路调查的过程中，如果当场可以确定球根

植物种名的球根植物，则当场记录；若某种植物无

法当场确定其种名，则拍照并进行标本采集。 若为

小型植物则采集整株；若株型较大植物，则带回有

明显识别特征的器官。 采集带回后借助《天目山植

物志》和电子版《中国植物志》查询鉴定。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对记录数据进行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海拔范围内球根植物科及种的公布

在调查过程中，共发现 ２４ 种球根植物。 如表 ２
所示，在海拔 ３３０—４３０ ｍ 范围内分布植物共有 １３
种，隶属于 ７ 科。 其中荞麦叶大百合和兔儿伞

［Ｓｙｎｅｉｌｅｓｉｓ ａｃｏｎｉｔｉｆｏｌｉａ （Ｂｇｅ ） Ｍａｘｉｍ．］分布数目较

多。 在海拔 ４３０—５３０ ｍ 范围内共有 １３ 种球根植

物，隶 属 于 ７ 科， 其 中 绵 枣 儿 ［ Ｓｃｉｌｌａ ｓｃｉｌｌｏ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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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ｄｌ ） Ｄｒｕｃｅ］、中国石蒜和蝴蝶花为优势种。 在

海拔 ５３０—１ ２３０ ｍ 范围内，共有植物 １０ 种，其中日

本薯蓣、天南星（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Ｂｌｕｍｅ）为优

势种。

表 ２　 西天目山不同海拔球根植物的分布

海拔范围 ／ ｍ 种数 分布植物

２３０—３３０ １ 蝴蝶花∗∗

３３０—４３０ １３
兔儿伞∗∗；百部（Ｓｔｅｍｏ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多花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ｙｒｔｏｎｅｍａ）∗；蝴蝶花∗∗；
天南星∗；荞麦叶大百合∗∗∗；野百合∗∗；中国石蒜∗∗；地榆∗；黄精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万寿竹
［Ｄｉｓｐｏｒｕｍ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ｅ （Ｌｏｕｒ ） Ｍｅｒｒ］∗；木防己［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Ｌ ） ＤＣ］∗

４３０—５３０ １４
野百合∗∗；菝葜∗；野葛（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黄精∗；蝴蝶花 ∗∗；玉竹（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绵枣儿∗∗∗；天南星∗；山麦冬［Ｌｉｒｉｏｐｅ ｓｐｉｃ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 Ｌｏｕｒ．］∗；兔儿伞∗；中国石蒜；姜花（Ｈｅｄｙ⁃
ｃｈｉｕｍ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 Ｋｏｅｎ）∗；土茯苓（Ｓｍｉｌａｘ ｇｌａｂｒａ）∗

５３０—６３０ ６ 黄独（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Ｌ．）∗； 日本薯蓣∗； 菝葜∗； 兔儿伞∗； 一把伞南星 ［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 Ｗａｌｌ ）
Ｓｃｈｏｔｔ］∗；天南星∗

６３０—７３０ ３ 日本薯蓣∗；黄独∗；菝葜∗

７３０—８３０ ３ 日本薯蓣∗；黄独∗；菝葜∗

８３０—９３０ ２ 黄独∗；日本薯蓣∗

９３０—１ ０３０ ４ 日本薯蓣∗∗；黄独∗；东北南星（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ｅ Ｍａｘｉｍ．）∗；菝葜∗

１ ０３０—１ １３０ ４ 一把伞南星∗；黄独∗；日本薯蓣∗∗∗∗∗； 木防己∗

１ １３０—１ ２３０ ７ 菝葜∗；荞麦叶大百合∗；一把伞南星∗；日本薯蓣∗∗∗；东北南星∗；野葛∗；黄独∗

　 　 ∗代表 １—１０ 株； ∗∗代表 １０—５０ 株；∗∗∗代表 ５０—１００ 株；∗∗∗∗代表 １００—１５０；∗∗∗∗∗代表 ２００ 株以上。

表 ３　 西天目山不同海拔植物科分布以及所占比例

海拔范围 ／ ｍ 分布科 优势科
占本海拔范围内植

物科总数的百分比 ／ ％

３３０—４３０ ７ 百合科 ４６ １５

４３０—５３０ ７ 百合科 ３８ ４６

５３０—６３０ ４ 薯蓣科 ／ 天南星科 ３３ ３３

６３０—７３０ ２ 薯蓣科 ６６ ６７

７３０—８３０ ２ 薯蓣科 ６６ ６７

８３０—９３０ １ 薯蓣科 １００ ００

９３０—１ ０３０ ３ 薯蓣科 ５０ ００

１ ０３０—１ １３０ ３ 薯蓣科 ５０

１ １３０—１ ２３０ ４ 天南星科 ／ 薯蓣科 ２８ ５７

２．２　 不同类群球根植物种数及所占比例

经调查发现，西天目山球根植物隶属 １１ 个科

２４ 种。 其中单子叶植物分布较多，共 ８ 科 ２１ 种，占
８７ ５％；双子叶植物较少，共 ３ 科 ３ 种，占 １２ ５％。
由表 ４ 可以看出，单子叶植物中百合科植物较多，共
有 １０ 种，占 ４１ ６７％，分别为野百合、荞麦叶大百合、
菝葜、绵枣儿、山麦冬、黄精、多花黄精、玉竹、万寿

竹和土茯苓。 单子叶植物的防己科、百部科、鸢尾

科等科植物种类较少，都为单科单种。 双子叶植物

均为单科单种，如蔷薇科、豆科。
　 　 由表 ３ 可以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植物科的数

目逐渐减少且不同海拔的优势科也有明显的变化。
在海拔 ４３０—５３０ ｍ 和 ３３０—４３０ ｍ 范围内，共分布

有植物 ７ 科，分布数最多；在海拔 ８３０—９３０ ｍ 范围

表 ４　 西天目山球根植物科类群以及种数与所占比例

编号 单 ／ 双子叶 科名 种数 比例 ／ ％
１ 百合科 １０ ４１ ６７
２ 天南星科 ４ １６ ６７
３ 薯蓣科 ２ ８ ３３
４ 石蒜科 １ ４ １７
５ 单子叶植物 姜科 １ ４ １７
６ 鸢尾科 １ ４ １７
７ 防己科 １ ４ １７
８ 百部科 １ ４ １７
９ 蔷薇科 １ ４ １７
１０ 双子叶植物 豆科 １ ４ １７
１１ 菊科 １ ４ １７

内，共分布 １ 科，分布数目最少。 在海拔 ３３０—
５３０ ｍ范围内， 百合科较占优势； 在海拔 ５３０—
１ ２３０ ｍ范围内，薯蓣科和天南星科较占优势。
２．３　 不同海拔范围内不同类型球根植物的分布

在西天目山球根植物调查过中共发现了 ４ 种类

型的球根植物，分别为块根、块茎、鳞茎和根状茎。
由表 ５ 可以发现，在海拔 ３０３—１ １４９ ｍ 范围内分布

的球茎植物中，根状茎共有 ８ 种，占 ３３ ３３％，分布较

占优势；鳞茎植物共 ４ 种，占 １６ ６７％，为弱势种。
由图 １ 所示，在海拔 ３３０—５３０ ｍ 范围内，根状

茎植物分布占优势。 随着海拔的增高，根状茎植物

的分布减少，块茎植物的优势逐渐增加。 这说明根

状茎适宜海拔较低即海拔 ３３０—５３０ ｍ 范围内的环

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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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球根类型植物的分类

球根类型 种数 所占比例 ／ ％ 植物　 　 　 　

根状茎 ８ ３３ ３３ 菝葜；兔儿伞；姜花；土茯苓；黄精；多花黄精；蝴蝶花；玉竹

块茎 ６ ２５ ００ 日本薯蓣；黄独；天南星；半夏；一把伞南星；东北南星

鳞茎 ４ １６ ６７ 荞麦叶大百合；中国石蒜；野百合；绵枣儿

块根 ６ ２５ ００ 地榆；山麦冬；百部；野葛；万寿竹；木防己

图 １　 不同类型的球根植物分布图

图 ２　 不同球根植物在不同海拔范围内的出现频率

２．４　 不同球根植物种的出现频率

不同的球根植物分布的范围不同。 如图 ２ 所

示，菝葜、日本薯蓣、黄独分布范围最为广泛，占
１２ ５０％，即在 １０ 个海拔区间内，７ 个区间都有其

分布，这说明这 ３ 种植物的适应能力较强。 此外，
有 １２ 种球根植物分布在 ２ 个海拔区间至 ４ 个海拔

区间内，占 ５０％。 如黄精等。 ９ 种球根植物只出现

在某个海拔区间内，分布范围较为狭窄，约占总数

的 ３７ ５０％。 如绵枣儿、玉竹等。 这进一步说明这

些球根植物的生长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大，生

长环境较为固定，只适合于某一地区的特定温度

与气候。

３　 球根植物在园林绿化上的应用分析

球根植物的大部分可作为花卉，具有很大的

观赏价值。 通常被用于盆栽观赏或作为切花材

料，也经常被应用于假山、岩石、花境、林缘、花
坛、地被等作为园林观赏。 根据不同球根植物的

特征，对其在园林绿化方面的应用分析见表 ６，如
绵枣儿花淡雅清香，小巧玲珑，常被作为切花材

料或应用于花境、花坛等作为装饰材料；兔儿伞

花色艳丽；中国石蒜等具有伞形花序，花型优美；
姜花淡雅清香；万寿竹花紫色或花白色，似灯笼

状，具有较高观赏价值，主要被用作盆栽、庭院观

赏，也应用于花坛、花境等园林观赏；地榆花色艳

丽；蝴蝶花清香典雅，通常被用于修饰花境、花坛

或作为林下地被，也应用于道路两旁等 ；菝葜为

攀缘性藤本植物，因此常被用来装饰假山，山石

等；野百合、荞麦叶大百合花乳白色，花朵淡雅清

香，通常应用于花坛、花境或林缘等或用来装饰

假山等环境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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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球根植物的性状以及在园林绿化方面的应用

序号 物种 性状 园林应用

１ 野百合 鳞茎球形；叶散生；花喇叭形，有香气，乳白色；蒴果 种植于庭院、花坛等

２ 荞麦叶大百合 鳞茎；除基生叶外其余散生；花狭喇叭形，乳白色或淡绿色；蒴果 花坛栽培和庭院绿化

３ 黄精 根状茎；圆柱状叶轮生；花序伞形状，花被乳白色至淡黄色；浆果 花坛、花境周边栽培

４ 蝴蝶花 根状茎；总状聚伞花序，花淡蓝色或蓝紫色；蒴果 盆栽或修饰花坛边缘

５ 姜花 根状茎；叶片长圆状披针形或披针形；穗状花序顶生 盆栽或庭院、路边种植

６ 木防己 块根；叶片纸质至近革质；聚伞圆锥花序；核果 用于拱门、山石、廊柱等绿化

７ 中国石蒜 鳞茎；叶带状，顶端圆；伞形花序，花黄色；蒴果 花园周边栽培

８ 地榆 块根；短柄小叶；紫红色花瓣；果实包藏萼筒内 栽培于庭院、花园周围

９ 兔儿伞 根状茎短；叶片盾状圆形，掌状深裂；头状花序多数；瘦果 盆栽、花坛、花园、花境栽培

１０ 多花黄精 根状茎肥厚；叶互生；伞形花序，花被黄绿色；浆果 装饰花境、花坛、草坪周围

１１ 山麦冬 块根；总状花序，具多数花 盆栽或者作为地被

１２ 菝葜 根状茎；叶纸质；伞形花序 用于攀附岩石 、假山

１３ 万寿竹 根状茎；叶披针形至狭椭圆状披针形，纸质；伞形花序，花紫色；浆果。 盆栽或作为花境、花台的装饰

１４ 绵枣儿 鳞茎；基生叶狭带状；花被片近椭圆形，总状花；果近倒卵形 种植林间、坡地、草地群植、或作为切花材料

４　 讨论

通过 ５ ｄ 的调查，共发现了 ２４ 种球根植物，隶
属于 １１ 科。 随着海拔的升高，球茎植物的种类明显

减少。 其中绵枣儿、玉竹、半夏、多花黄精等球根植

物不耐强光，适宜在弱光的条件下生长，因此主要

分布在海拔较低，光照较弱林下等地方，在园林栽培

或盆栽种植时应选择光照较弱的林下或采取一定的

遮荫处理［９⁃１３］。 而日本薯蓣喜欢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生长，故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地方［１４］。 野葛的适宜生

长温度较高，但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也可以缓慢生

长［１５］，所以在海拔 ４３０—５３０ ｍ 和 １ １３０—１ ２３０ ｍ 范

围内都有分布。 日本薯蓣较为耐寒［１４］，所以在海拔

较高时也有分布。 东北天南星适宜生长的温度较

低［１６］，所以主要在 ９３０—１ ２３０ ｍ 范围内分布。 绵枣

儿、半夏适宜生长的土壤含水量较低［１２，１７］，所以分布

在海拔范围较低的山坡等区域。 在种植绵枣儿和半

夏时，应防止土壤水分过多或积水，对植物造成损害。
而东北南星［１６］、日本薯蓣、天南星适宜在湿润的地方

生长，所以它们主要在海拔较高的地方生长［１４，１８］。
植物生长由阳光、水分、温度等条件决定，园林应用栽

培时应根据观赏价值选择和提供适宜的环境才会达

到园林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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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赵明明，熊海蓉，李　 霞，等．石蒜属植物中石蒜碱的研究进展

［Ｊ］ ． 河南化工， ２０１０， ２７（１９）：２５⁃２７．
［６］ 　 聂甲玥，许亚波，沈　 杰，等．西天目山不同海拔高度蕨类植物

资源调查与分析［Ｊ］ ． 福建林业科技，２０１７，４４（２）：９５⁃９９，１２８．
［７］ 　 冯有为，何妍之，刘　 丽，等．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藤本植

物垂直分布特征分析［Ｊ］ ． 浙江林业科技，２０１６，３６（６）：３０⁃３５．
［８］ 　 张小惠，朱忆文，李之音，等．西天目山野生蔬菜的垂直分布特

征及其利用［Ｊ］ ． 江苏林业科技，２０１７，４４（５）：２２⁃２６，３１．
［９］ 　 邹世慧，田　 中．百子莲在重庆地区的引种栽培［ Ｊ］ ． 南方农

业，２０１４，８（１３）：２７⁃２８．
［１０］ 梁　 丽．绵枣儿引种驯化及繁殖技术的研究［Ｄ］． 合肥：安徽农

业大学，２００９．
［１１］ 晏春耕，曹瑞芳  玉竹的研究进展与开发利用［ Ｊ］ ． 中国现代

中药，２００７（４）：３３⁃３７．
［１２］ 陈　 韵．光照和土壤水分对半夏生长和品质的影响［Ｄ］．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１３．
［１３］ 樊艳荣，陈双林，杨清平，等．毛竹材用林林下植被群落结构对

多花黄精生长的影响［Ｊ］ ． 生态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６）：１４７１⁃１４８０．
［１４］ 李飞飞，黄佳斌，陈　 珍，等．日本薯蓣的组培快繁及块茎诱导

［Ｊ］ ． 台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６）：３２⁃３５．
［１５］ 武素琳，朱邦长．葛藤繁殖方法的研究［Ｊ］ ． 草业科学，１９９３，１０

（４）：１⁃６，３３．
［１６］ 张德胜，孙成良，于永焱．东北天南星无性繁殖技术［ Ｊ］ ． 中国

林副特产，２０００（２）：２９．
［１７］ 原英东．绵枣儿种子繁殖及抗旱性的相关研究［Ｄ］． 哈尔滨：东

北林业大学，２０１２．
［１８］ 潘春彩，董东平．禹州市天南星的生态学特性及繁殖技术研究

［Ｊ］ ． 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０８（８）：１１９⁃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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