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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半枝莲群落的区系成分与物种多样性,为药用植物半枝莲的科学栽植和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方法]采用样
地调查法,对半枝莲群落的物种组成、区系成分和物种多样性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半枝莲群落共有被子植物 10 科 14 属 15 种,双
子叶植物占优势。 半枝莲群落植物科的区系成分以世界性成分为主,占总科数的 60. 00%,属的区系分布主要以温带性成分为主,世界
性成分和热带性成分的比例也较大。 半枝莲群落各样地间的多样性指数具有一定的差异,测度群落物种多样性时,各种多样性指数基本
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样地 1>样地 4>样地 3>样地 2。 [结论]半枝莲群落物种组成不丰富、区系成分较简单、物种多样性指数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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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clarify
 

flora
 

geography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y
 

features,and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lti-
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edicinal
 

plant
 

Scutellaria
 

babarta. [Method]Using
 

the
 

method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ata
 

query,species
 

composi-
tion,flora

 

analysis
 

and
 

species
 

diversity
 

of
 

Scutellaria
 

babarta
 

community
 

were
 

analyzed. [Result]The
 

species
 

composition
 

in
 

Scutellaria
 

barbata
 

community
 

consisted
 

of
 

10
 

families,14
 

genera
 

and
 

16
 

species
 

of
 

angiosperm,the
 

advantage
 

group
 

was
 

Dicotyledons. The
 

worldwide
 

element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floristic
 

element
 

of
 

family,accounting
 

for
 

60. 0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families. The
 

floristic
 

distribution
 

of
 

the
 

genus
 

mainly
 

temperate
 

element,the
 

worldwide
 

element
 

and
 

tropical
 

element
 

took
 

a
 

bigger
 

proportion.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Scutellaria
 

babarta
 

community
 

had
 

some
 

differences
 

among
 

plots. The
 

variation
 

patterns
 

of
 

species
 

diversity
 

of
 

Scutellaria
 

babarta
 

community
 

were
 

similar
 

whichever
 

the
 

index
 

was
 

used. Generally,the
 

order
 

of
 

the
 

magnitude
 

of
 

species
 

diversity
 

in
 

4
 

plots
 

was
 

plot
 

1>
 

plot
 

4>
 

plot
 

3>
 

plot
 

2. [Conclusion]The
 

species
 

compo-
sition

 

of
 

Scutellaria
 

babarta
 

community
 

is
 

not
 

abundant,the
 

floristic
 

element
 

is
 

relatively
 

simple,and
 

the
 

species
 

diversity
 

is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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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枝莲(Scutellaria
 

babarta)为唇形科(Lamiaceae)黄芩

属(Scutellaria
 

)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美洲,在我国主

要分布于江西、江苏、福建、广东等南方各省区,生长于水田

边、溪边或较湿润的杂草地[1-2]
 

。 半枝莲全草入药,植物体含

有黄酮类、多糖和挥发性物等多种化合物,具有抗肿瘤、抗氧

化和增强免疫等多种药理活性,常用于治疗肺癌、消化系统

癌症、乳腺癌等[3-6] 。 由于半枝莲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已成

为近些年来国内外研究抗肿瘤药材的热点之一,人们对于其

栽培技术也研究较多[7-8] ,但是对于其野生群落的生物多样

性等研究仍鲜见报道。 鉴于此,笔者采用典型取样方法,以
江西省吉安市粮库边草地和井冈山大学附近荒地分布的药

用植物半枝莲群落为研究对象,对其物种组成、区系成分和

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以期为药用植物半枝莲的科学栽植和

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吉安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地处南

岭山地罗霄山脉中段(25°58′~27°57′N,113°46′~ 115°56′E),
全市国土面积 1

 

330
 

km2 [9] 。 吉安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温热多雨,年均气温为 18. 3
 

℃ ,年平均降雨量 1
 

487
 

mm;
土壤类型主要为丘陵红壤[9] 。 半枝莲是分布在潮湿丘陵地

的一种常见药用草本植物。

1. 2　 方法　 采用典型取样方法在吉安市吉安粮库边草地和

井冈山大学附近荒地设置 4 个 1
 

m×1
 

m 的样地。 调查记录

每个样地中草本植物的名称、植物株数(或株丛)、高度和盖

度。 群落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的确定根据李锡文[10] 和吴

征镒[11]的标准进行划分。 群落草本层重要值和物种多样性

的计算采用邓贤兰等[12]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群落物种组成　 半枝莲群落样地调查资料统计结果表

明,半枝莲群落有被子植物 10 科 14 属 15 种。 其中,单子叶

植物有 2 科 3 属 3 种,双子叶植物有 8 科 11 属 12 种。 从以

上统计的数据来看,群落物种组成多样性较低,双子叶植物

占优势。 在群落 10 科中,分布 1 种的科有 6 科,占总科数的

60. 00%,即苋科(Amaranthaceae)、茜草科(Rubiales)、大戟科

(Euphorbiaceae)、车前科(Plantaginaceae)、莎草科(Cyperace-
ae)和伞形科(Umbelliferae)。 分布 2 种的科有 3 科,占总科

数的 30. 00%,即禾本科(Poaceae)、蝶形花科(Papilionaceae)
和菊科( Asteraceae)。 分布 3 种的科有 1 科,占总科数的

10. 00%,即唇形科。 群落中,除鬼针草属(Bidens) 分布有

2 种外,其他的 13 属均分布 1 种,如黄芩属(Scutellaria)、莲
子草属(Alternanthera)、车前属(Plantago)和茜草属(Rubia)。
2. 2　 群落区系分析　 半枝莲群落植物 10 科可分为 3 个分

布区类型;14 个属分为 4 个分布区类型 3 个变型。 从科级统

计来看,世界分布有 6 科,占总科数的 60. 00%,如菊科、唇形

科、车前科、禾本科等。 热带性分布科(2-7
 

类型)有 3 科,占
总科数的 30. 00%,其中全是泛热带分布科,即蝶形花科、茜
草科、大戟科。 温带性分布科(8- 14

 

类型)比较少,只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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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为伞形科,占总科数的 10. 00%。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科 的区系分布主要以世界分布科为主。

表 1　 半枝莲所在群落物种组成

Table
 

1　 Species
 

composition
 

in
 

Scutellaria
 

babarta
 

communities

类型
Type

科数
No. of

 

family
科数比例

Percentage∥%
属数

No. of
 

genus
属数比例

Percentage∥%
种数

No. of
 

species
种数比例

Percentage∥%
单子叶植物 Monocots 2 20. 00 3 21. 43 3 20. 00
双子叶植物 Dicotyledons 8 80. 00 11 78. 57 12 80. 00
总数

 

Total 10 100 14 100 15 100

　 　 半枝莲群落世界分布属有 5 属,占总属数的 35. 71%,如
黄芩属、车前属、鬼针草属等。 热带性分布属(2-7

 

类型)有 3
个属,占总属数的 21. 43%,全为泛热带分布属,如莲子草

属、铁苋菜属(Acalyphaaustralis)、狗牙根属(Cynodon)。 温

带性分布属(8-14
 

类型)有 6 属。 其中北温带分布属及其

变型最多,有 3 属,占总属数的 21. 43%,为风轮菜属(Cli-

nopodium)、夏枯草属(Prunella)、茜草属;其次是旧世界温

带分布属及其变型有 2 属,占总属数的 14. 28%,如窃衣属

(Torilis)等;而东亚分布中,中国-日本分布属有 1 属,占总

属数的 7. 14%,为鸡眼草属(Kummerowia)。 从以上的分析

来看,属的区系分布主要以温带性成分为主,世界分布属的

比例也较大。

表 2　 半枝莲群落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

Table
 

2　 The
 

family
 

and
 

genus
 

distribution
 

types
 

of
 

vascular
 

plants
 

in
 

Scutellaria
 

babarta
 

communities

序号
Code

分布区类型及其变型
Areal

 

types
 

and
 

their
 

variants
科数

No. of
 

family
占总科数

   

Percentage
 

of
total

 

family∥%
属数

No. of
 

genus
占总属数

Percentage
 

of
total

 

genus∥%
1 1. 世界分布 6 60. 00 5 35. 72
2 2. 泛热带分布 3 30. 00 3 21. 43
3 8. 北温带分布 1 10. 00 2 14. 29
4 8-4. 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 1 7. 14
5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1 7. 14
6 10-1. 地中海、西亚至东亚间断分布 1 7. 14
7 14-2. 中国-日本 1 7. 14
8 总计 10 100 14 100

2. 3　 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　 从半枝莲群落样地物种多样性 指数图(图1)可知,群落中的各种物种多样性指数较低,群

图 1　 半枝莲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

Fig. 1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of
 

Scutellaria
 

babarta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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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物种丰富度、Simpson 指数、Shannon-wiener 指数和 Pielou
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6. 75、0. 739、2. 325 和 0. 8678。 半枝莲

群落各样地间的多样性指数具有一定的差异,测度群落物种

多样性时,各种多样性指数基本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样

地 1>样地 4>样地 3>样地 2,如样地 1 的物种丰富度、Simpson
指数、Shannon - wiener 指数和 Pielou 指数分别为 10. 000、
0. 807、2. 820 和 0. 966,而样地 2 的物种丰富度、Simpson 指

数、Shannon-wiener 指数和 Pielou 指数分别为 5. 000、0. 596、
1. 760 和 0. 755;这说明物种多样性的大小与样地中各物种

重要值的大小及均衡度有关,尤其是优势种的重要值大小,
重要值越大说明半枝莲的种优势越大,对样地群落的多样性

指数影响也就越大。
3　 结论

(1)半枝莲群落共有被子植物 10 科 14 属 15 种,群落物

种组成多样性较低,双子叶植物占优势。
(2)半枝莲群落植物区系成分较简单,科的区系成分以

世界性成分为主,占总科数的 60. 00%,属的区系分布主要以

温带性成分为主,世界性成分和热带性成分的比例也较大。
(3)半枝莲群落各种物种多样性指数较低,群落各样地

间的多样性指数具有一定的差异,测度群落物种多样性时,
各种多样性指数基本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样地 1>样地 4>
样地 3>样地 2,物种多样性的大小与样地中各物种重要值的

大小及均衡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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