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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岳西县苔藓植物区系特征

程　 慧ꎬ 陶靖文ꎬ 张　 慧ꎬ 师雪芹①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环境与生态安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ꎬ 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 基于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ꎬ获得了岳西县苔藓植物名录ꎻ对该地区苔藓植物进行地理成分划分ꎬ并与其他

９ 个相邻地区比较ꎬ分析该地区苔藓植物的区系特征ꎮ 结果表明:岳西县共有苔藓植物 ６７ 科 １３９ 属 ３１３ 种ꎬ其中ꎬ
角苔类植物 ２ 科 ２ 属 ２ 种ꎬ苔类植物 ２６ 科 ３７ 属 ７９ 种ꎬ藓类植物 ３９ 科 １００ 属 ２３２ 种ꎻ安徽苔藓植物新记录属 ３ 个ꎬ
新记录种 １１ 个ꎻ优势科 １０ 个ꎬ优势属 １１ 个ꎮ 地理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岳西县苔藓植物以温带成分为主(占比

４５.１％)ꎬ其次是东亚成分(占比 ３８.４％)ꎬ具有东亚成分占比较高、温带成分高于热带成分的特点ꎮ 与其他 ９ 个相邻

地区比较ꎬ岳西县苔藓植物与华东区的西天目山苔藓植物区系相似性最高ꎬ与华北区的庞泉沟自然保护区区系相

似性最低ꎮ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岳西县苔藓植物地理成分与华中区的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似性最高ꎬ与
华北区的云台山相似性最低ꎮ 综上所述ꎬ岳西县苔藓植物物种较为丰富ꎬ区系相似性结果支持将该地区归属于华

东区ꎻ同时ꎬ岳西县苔藓植物与华东区和华中区苔藓植物有密切联系ꎬ具有明显的过渡性ꎬ将岳西县作为华东区与

华中区的过渡地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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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基础ꎬ对维

持全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１]ꎬ保护生物

多样性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２]ꎮ
苔藓植物作为高等植物的第 ２ 大类群ꎬ是全球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３]ꎬ在水土保持、森林更新和全

球碳循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４－６]ꎮ 由于

苔藓植物体型矮小、种类繁多、鉴定困难ꎬ在生物多样

性研究中往往被忽视[７]ꎮ 植物区系是组成植被分布

的基础ꎬ也是物种在形成过程中的空间反映[８]ꎬ其研

究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系统演化信息[９]ꎮ
对苔藓植物区系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全国植物

区系规划和植被划分ꎬ也为中国苔藓植物生态和分布

的研究提供了资料[１０]ꎮ
大别山区为中国 ３５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之一ꎬ属北亚热带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区ꎬ该
区域的植物区系复杂ꎬ过渡性明显ꎬ生物多样性和特

有种丰富[１１]ꎮ 目前对安徽大别山苔藓植物的研究较

少ꎬ仅见对霍山县白马尖[１２] 和金寨县天马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１３]的文献报道ꎬ而同处于大别山腹地的岳

西县尚无苔藓植物的相关报道ꎮ 岳西县为安徽大别

山的核心区域ꎬ森林覆盖率达 ７６％ꎬ区域内四季分

明ꎬ雨量充沛ꎬ河流湖泊众多ꎬ土地类型多样ꎬ动植物

资源十分丰富[１４]ꎮ 该区域不仅有鹞落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还包括妙道山国

家森林公园、驼尖、明堂山、司空山等风景名胜区ꎬ因
此对岳西县开展系统的苔藓植物区系研究十分必要ꎮ

本研究通过对岳西县苔藓植物进行了较全面的

采样调查ꎬ其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弥补岳西县苔藓植物

研究的空白ꎬ还能为整个大别山区及安徽省的苔藓植

物多样性提供本底数据ꎬ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实施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利用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岳西县位于安徽省的西南部 (东经 １１５° ５５′ ~

１１６°３３′、北纬 ３０°３９′~３１°１１′)ꎬ面积为 ２ ３９８ ｋｍ２ꎬ是
大别山区惟一的纯山区县ꎬ其最高峰为和平乡的驼

尖ꎬ海拔 １ ７５１ ｍꎬ其次为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多枝尖ꎬ海拔 １ ７２１ ｍꎮ 岳西县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

风气候区ꎬ气候温和ꎬ光照充足ꎬ雨热同期ꎬ梅雨明显ꎬ
年均气温 １４.５ ℃ꎬ年均降水量 １ １００~２ ３４０ ｍｍꎬ年均

日照时数 ２ ０３４.８ ｈꎮ 该区处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向北亚热带落叶与常绿阔叶林混交林过渡地带ꎬ山地

垂直自然带分布复杂ꎬ地形以中低山地为主体ꎬ沿北、
东、南方向分别分布着河流、盆地、山前丘陵ꎬ土壤类

型主要以黄棕壤和山地棕壤为主[１５]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野外调查与标本采集　 作者及所在实验室成

员于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期间先后 ５ 次对岳西县进行

了苔藓植物采集ꎬ共获得标本 ９９８ 份ꎬ重点调查区域

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大山体和乡村小镇ꎬ同时

兼顾多种生态类型和海拔梯度变化ꎬ标本采集信息见

表 １ꎮ 所有标本均存放于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植物标本馆(ＡＮＵＢ)ꎮ
１.２.２　 标本鉴定与整理　 标本鉴定采用传统的形态

分类学方法ꎬ主要参考«中国苔藓志»(１~１０ 卷)ꎮ 苔

类和 角 苔 类 植 物 的 系 统 排 列 和 学 名 主 要 参 考

Ｓöｄｅｒｓｔｒöｍ 等[１６]的系统ꎻ藓类植物的系统排列和学名

则主要参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１７]ꎮ 地理成分主要

参考吴征镒[１８] 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划分ꎬ相关文

献[１９]统计比较发现该标准总体符合苔藓植物地理成

分组成特征ꎮ
１.２.３　 数据分析 　 无论是哪一种植物区系ꎬ其形成

不可能是独立的ꎬ都会和相邻的区系存在一定关

联[２０]ꎮ 根据 Ｗｕ 等[２１] 对中国苔藓植物的划分ꎬ本文

选取华东区、华中区和华北区中的浙江西天目山[２２]、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３]、江西阳际峰自然

保护区[２４]、福建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５ꎬ２６]、湖北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７]、湘西北[２８]、河北小

五台山[２９]、河南云台山[３０] 和山西庞泉沟自然保护

区[３１]９ 个相邻地区ꎬ获取苔藓植物名录ꎬ统一按照上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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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岳西县苔藓植物标本采集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ｉｎ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采集地点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ｓｉｔｅ

采集时间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ＣＣＹＹ－ＭＭ)

生态类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Ｙａｏｌｕｏｐ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０１６－０７ꎬ２０１９－０８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ꎬ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ꎬ草甸 Ｍｅａｄｏｗ ５００－１ ７００
明堂山 Ｍｉｎｇｔ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１９－０８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ꎬ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５００－１ ４００
川岭村 Ｃｈｕａｎｌ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０２０－０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ꎬ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８００－１ ０００
石佛村 Ｓｈｉｆ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０２０－０８ 茶园 Ｔｅａ ｇａｒｄｅｎꎬ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８００－１ ０００
包家村 Ｂａｏｊｉ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０２０－０８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ꎬ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７００－１ ２００
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Ｇｕ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０２０－１１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ꎬ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４００－１ ４００
驼尖 Ｔｕｏｊ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２１－０５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ꎬ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ꎬ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４００－１ ５００
妙道山 Ｍｉａｏｄ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２１－０５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ꎬ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４００－１ ４００
司空山 Ｓｉｋｏ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２１－０５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ꎬ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ꎬ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２００－１ ２００
河图镇 Ｈｅｔｕ Ｔｏｗｎ ２０２１－０５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２００－３００

述标准校对所有种名、属名和科名ꎬ与岳西县苔藓植

物进行物种丰富度比较、区系相似性比较和地理成分

比较ꎮ
根据公式“物种密度 ＝ Ｓ / ｌｎＡ”比较物种丰富度ꎬ

式中ꎬＳ 为物种数ꎬＡ 为面积[３２]ꎮ 根据公式“相似性系

数＝ ２ｃ / (ａ＋ｂ)×１００％”比较区系相似性ꎬ式中ꎬａ、ｂ 分

别代表两地各自的种(科或属)数ꎬｃ 是两地共同的种

(科或属) 数ꎬ ａ、 ｂ、 ｃ 均不包括世界分布类型的种

类[３３]ꎻ区系相似性越高表示物种起源和性质相似程

度越高ꎬ反之则越低ꎮ 根据公式“植物区系谱比率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ꎬＦＥＲ)＝ (ＦＥ ｉ / Ｔ) ×１００％”计算

某种地理成分在该区系中占有的比率ꎬ式中ꎬＦＥ ｉ指某

区系中第 ｉ 个地理成分的分类群(属或种)数量ꎬＴ 指

某区系中分类群(属或种)总数ꎬＦＥ ｉ和 Ｔ 均不包括世

界分布类型的种类[２０]ꎮ
获得 ９ 个地区的苔藓植物区系谱数据后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统计分析软件中的聚类分析模块ꎬ将得到

的岳西县苔藓植物的地理成分与这 ９ 个地区的 ＦＥＲ
值进行综合聚类ꎬ形成聚类图ꎬ以分析不同地区苔藓

植物地理成分关系的相似程度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特征

通过对野外采集的 ９９８ 份苔藓植物标本的鉴定ꎬ
整理出岳西县苔藓植物名录(见附录Ⅰ)ꎮ 岳西县共

有苔藓植物 ６７ 科 １３９ 属 ３１３ 种(含种下单位ꎬ下同)ꎬ
其中ꎬ角苔类植物 ２ 科 ２ 属 ２ 种ꎬ苔类植物 ２６ 科 ３７
属 ７９ 种ꎬ藓类植物 ３９ 科 １００ 属 ２３２ 种ꎮ 另外ꎬ本研

究发现了 １ 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桧叶白发藓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ｊｕｎｉｐｅｒｏｉｄｅｕｍ (Ｂｒｉｄ.) Ｍüｌｌ. Ｈａｌ.〕以及 １
个濒危物种服部苔〔Ｈａｔｔｏｒｉａ ｙａｋｕ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Ｈｏｒｉｋ.)
Ｒ. Ｍ. Ｓｃｈｕｓｔ.〕 [３４]ꎮ

结果(表 ２)显示:科内种数大于等于 １１ 的科有

１０ 个ꎬ分别为青藓科 (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 ６ 属 ２２
种)、灰藓科 (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 ５ 属 １８ 种)、细鳞苔科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ｃｅａｅ)(８ 属 １５ 种)、提灯藓科(Ｍｎｉａｃｅａｅ)(４
属 １５ 种)、丛藓科(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９ 属 １４ 种)、蔓藓科

(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８ 属 １３ 种)、真藓科(Ｂｒｙａｃｅａｅ)(４ 属

１１ 种)、金发藓科(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４ 属 １１ 种)、白发

藓科 (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 ( ３ 属 １１ 种 ) 和 凤 尾 藓 科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１１ 种)ꎬ共包含 １４１ 种ꎬ占总种

数的 ４５.０％ꎮ 将这 １０ 科定为优势科ꎬ其中ꎬ青藓科、
提灯藓科和丛藓科主要分布于温带、暖温带地区ꎬ灰
藓科、真藓科和金发藓科为广布科ꎬ细鳞苔科、蔓藓

科、白发藓科和凤尾藓科多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ꎮ
含 １ 个种的科有 ２３ 个ꎬ占总种数的 ７.３％ꎮ

属内种数大于等于 ６ 的属有 １１ 个ꎬ分别为凤尾

藓 属 (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Ｈｅｄｗ.) ( １１ 种 )、 青 藓 属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 Ｓ. Ｇ 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Ｓｃｈｉｍｐ.)(１０ 种)、灰
藓属(Ｈｙｐｎｕｍ Ｈｅｄｗ.)(９ 种)、匐灯藓属(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Ｔ. Ｊ. Ｋｏｐ.) (９ 种)、羽苔属〔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Ｄｕｍｏｒｔ.)
Ｄｕｍｏｒｔ.〕(８ 种)、光萼苔属(Ｐｏｒｅｌｌａ Ｌｉｎｎ.) (８ 种)、曲
柄藓属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Ｂｒｉｄ.) ( ７ 种)、真藓属 ( Ｂｒｙｕｍ
Ｈｅｄｗ.)(６ 种)、耳叶苔属(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Ｒａｄｄｉ) (６ 种)、
细鳞苔属(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Ｌｉｂ.) (６ 种)和羽藓属(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Ｓｃｈｉｍｐ.)(６ 种)ꎬ共包含 ８６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２７.５％ꎮ 将这 １１ 属定为优势属ꎬ其中ꎬ真藓属为广布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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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岳西县苔藓植物物种组成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１)

科内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属内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ｕ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１　 　 １０(１４.９％) ５２(３７.４％) １４１(４５.０％) ≥６　 　 　 １１(７.９％) ８６(２７.５％)
６－１０ １２(１７.９％) ３０(２１.６％) ８９(２８.４％) ４－５ 　 １６(１１.５％) ７０(２２.４％)
２－５ ２２(３２.８％) ３４(２４.５％) ６０(１９.２％) ２－３ 　 ３５(２５.２％) ８０(２５.６％)
１ ２３(３４.３％) ２３(１６.５％) ２３(７.３％) １ 　 ７７(５５.４％) ７７(２４.６％)

　 １)括号内百分数为占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属ꎬ青藓属、灰藓属、匐灯藓属和羽藓属主要分布于温

带地区ꎬ凤尾藓属、光萼苔属、曲柄藓属和耳叶苔属主

要分布于温带至热带地区ꎮ 优势属多来自于优势科ꎬ
优势科中苔类仅有 １ 个细鳞苔科ꎬ而优势属中苔类有

４ 个属ꎮ 含 １ 个种的属较多ꎬ共 ７７ 个ꎬ占总种数的

２４.６％ꎮ
另整理发现ꎬ该地区不同地点的苔藓植物物种丰

富度存在差异ꎬ其中ꎬ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苔

藓植物最丰富ꎬ共 １７９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５７.２％ꎻ其次是

明堂山和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分别有 １５６ 和

１４９ 种ꎬ各占总种数的 ４９.８％和 ４７.６％ꎮ
２.２　 安徽苔藓植物分布新记录

通过对安徽苔藓植物研究的现有报道[３５ꎬ３６] 进行

对比ꎬ本次采集的标本中共发现安徽苔藓植物新记录

属 ３ 个ꎬ分别为薄齿藓属〔Ｌｅｐｔ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Ｍüｌｌ. Ｈａｌ.)
Ｈａｍｐｅ ｅｘ Ｌｉｎｄｂ.〕、柳叶藓属(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ｕｍ 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Ｓｃｈｉｍｐ.)和拟细湿藓属〔Ｃａｍｐｙｌ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Ｋｉｎｄｂ.) Ｒ.
Ｓ. Ｃｈｏｐｒａ.〕ꎻ新记录种 １１ 个ꎬ分别为南亚剪叶苔

〔Ｈｅｒｂｅｒｔｕｓ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ｓ ( Ｓｔｅｐｈ.) Ａｂｅｙｗ.〕、裂萼苔水生

变种〔Ｃｈｉｌｏｓｃｙｐｈｕｓ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ｏｓ ｖａｒ.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 Ｓｃｈｒａｄ.)
Ｌｉｎｄｂ. ｅｔ Ａｒｎｅｌｌ 〕、 暖 地 高 领 藓 〔 Ｇｌｙｐ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ｃａｌｙｃｉｎｕｍ (Ｍｉｔｔ.) Ｃａｒｄｏｔ〕、齿叶薄齿藓(Ｌｅｐｔ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Ｔｈéｒ.)、小泽藓(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ｃａｌｏｍｉｃｒａ Ｂｒｏｔｈ.)、
齿边长灰藓〔Ｈｅｒｚｏｇｉｅｌｌａ ｐ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ａ (Ｂｒｏｔｈ. ｅｘ Ｃａｒｄｏｔ)
Ｚ. Ｉｗａｔｓ.〕、柳叶藓长叶变种〔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ｕｍ ｓｅｒｐｅｎｓ ｖａｒ.
ｊｕｒａｔｚｋａｎｕｍ (Ｓｃｈｉｍｐ.) Ｒａｕ ｅｔ Ｈｅｒｖ.〕、多态拟细湿藓

〔Ｃａｍｐｙｌ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ｐｒｏｔｅｎｓｕｓ ( Ｂｒｉｄ.) Ｋａｎｄａ〕、薄罗藓

(Ｌｅｓｋｅ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Ｅｈｒｈ. ｅｘ Ｈｅｄｗ.)、丝金灰藓〔Ｐｙｌａｉｓｉａ
ｌｅｖｉｅｒｉ ( Ｍüｌｌ. Ｈａｌ.) Ｔ. Ａｒｉｋａｗａ〕 和台湾拟附干藓

(Ｓｃｈｗｅｔｓｃｈｋｅ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Ｎｏｇ.)ꎮ
２.３　 种的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吴征镒[１８]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划分原则ꎬ岳西县苔藓植物地理成分分为 １３ 个类型

(表 ３)ꎬ其中以东亚分布最多ꎬ包括 １０１ 种ꎬ占比

３４.０％(不包括世界分布ꎬ下同)ꎬ东亚分布中中国—
日本分布最多ꎻ其次是北温带分布ꎬ共 ８６ 种ꎬ占比

２９.０％ꎻ中国特有分布有 １３ 种ꎬ占比 ４.４％ꎮ 经统计ꎬ
温带成分包括北温带分布、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旧世界温带分布以及温带亚洲分布ꎬ共计 １３４ 种ꎬ占
比 ４５.１％ꎻ东亚成分包括东亚分布以及中国特有分

布ꎬ共计 １１４ 种ꎬ占比 ３８.４％ꎻ热带成分包括泛热带分

布、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旧世界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

布以及热带亚洲 (印度—马来西亚) 分布ꎬ共计 ４９
种ꎬ占比 １６.５％ꎮ

表 ３　 岳西县苔藓植物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比 /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６ ∗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９ ３.０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１.０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５ １.７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１６ ５.４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３ １.０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１３ ４.４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 ８６ ２９.０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９ ３.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８ ２.７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３１ １０.４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１０１ ３４.０
　 东亚广布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２１ ７.１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７ ２.４
　 中国—日本分布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７３ ２４.６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４.４

　 １)∗: 不计入统计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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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与相邻地区的比较

２.４.１　 物种丰富度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岳西县苔藓

植物的区系特点ꎬ将岳西县与其他 ９ 个地区苔藓植物

物种丰富度进行比较ꎮ 结果(表 ４)显示:西天目山苔

藓植物的属数(２０５)和种数(５７２)均最多ꎬ物种密度

(１５０.５ ｋｍ－２)最高ꎻ其次是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ꎬ苔藓植物的属数和种数分别为 １８９ 和 ５０７ꎬ物种

密度为 １０３.５ ｋｍ－２ꎻ庞泉沟自然保护区苔藓植物的科

数(３７)、属数(６３)和种数(１７７)均最少ꎬ云台山苔藓

植物的物种密度(２９.０ ｋｍ－２)最低ꎻ岳西县苔藓植物

的物种密度(４０.１ ｋｍ－２)居于第 ７ꎮ 说明西天目山苔

藓植物的物种丰富度最高ꎬ云台山苔藓植物的物种丰

富度最低ꎮ

表 ４　 岳西县与其他 ９ 个地区苔藓植物物种丰富度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Ａｒｅａ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物种密度 / ｋｍ－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岳西县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２ ３９８.０ ６７ １３９ ３１３ ４０.１
西天目山 Ｗｅｓｔ Ｔｉａｎｍ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４２.８ ７６ ２０５ ５７２ １５０.５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１２.５ ６３ １４２ ３３７ ７１.７
阳际峰自然保护区 Ｙａｎｇｊｉｆｅ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０９.５ ６５ １２５ ２９３ ６２.３
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Ｄａ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３４.７ ８６ １８９ ５０７ １０３.５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ｚｉ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４５.５ ７２ １３６ ２８４ ４９.０
湘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Ｈｕｎａｎ １５ ４８６.０ ７１ １５３ ３８１ ３９.７
小五台山 Ｘｉａｏ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１８.３ ４６ ９６ ２２９ ４２.４
云台山 Ｙｕｎ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５５６.０ ３９ ７６ １８３ ２９.０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 Ｐａｎｇｑｕａｎｇｏｕ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０４.４ ３７ ６３ １７７ ３８.５

２.４.２　 区系相似性比较　 岳西县与其他 ９ 个地区苔

藓植物区系相似性的比较见表 ５ꎮ 结果显示:从物种

组成上看ꎬ岳西县苔藓植物与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共有科最多ꎬ与西天目山的共有属和共有种最

多ꎬ与云台山的共有科最少ꎬ与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的

共有属和共有种最少ꎮ 从相似性系数看ꎬ与岳西县苔

藓植物科的相似性系数最高的是七姊妹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ꎬ其次是西天目山ꎻ与岳西县苔藓植物属的

相似性系数最高的是西天目山ꎬ其次是七姊妹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ꎻ与岳西县苔藓植物种的相似性系数最

高的是西天目山ꎬ其次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ꎻ
与岳西县苔藓植物科的相似性系数最低的是云台山ꎬ
与岳西县苔藓植物属和种的相似性系数最低的是庞

泉沟自然保护区ꎮ 说明岳西县苔藓植物的区系相似

性与华东区的西天目山相似性最高ꎬ与华北区的庞泉

沟自然保护区相似性最低ꎮ

表 ５　 岳西县与其他 ９ 个地区苔藓植物区系相似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ｆｌｏｒ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Ａｒｅａ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共有数
Ｃｏｍｍ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ｃ
１)

属　 Ｇｅｎｕｓ

共有数
Ｃｏｍｍ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ｃ
１)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共有数
Ｃｏｍｍ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ｃ
１)

西天目山 Ｗｅｓｔ Ｔｉａｎｍ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５６ ８２.４ １０７ ６６.４ １９３ ４５.５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４８ ７８.７ ８９ ６４.５ １３６ ４４.２
阳际峰自然保护区 Ｙａｎｇｊｉｆｅ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４９ ８１.０ ７８ ６１.４ １２４ ４３.１
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Ｄａ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５７ ７８.６ ９６ ６１.０ １５０ ３８.２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ｚｉ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５４ ８３.１ ８４ ６４.７ １０５ ３７.４
湘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Ｈｕｎａｎ ５２ ６５.４ ９１ ６１.１ １４６ ４４.０
小五台山 Ｘｉａｏ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３３ ６２.３ ４６ ４１.３ ４８ １９.４
云台山 Ｙｕｎ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６ ５０.０ ３８ ３６.５ ４５ １９.７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 Ｐａｎｇｑｕａｎｇｏｕ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８ ５７.７ ３５ ３６.３ ４４ １８.８

　 １) Ｓｃ: 物种相似性系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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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地理成分比较　 岳西县和其他 ９ 个地区苔藓

植物区系谱比率(ＦＥＲ)见表 ６ꎮ 结果显示:岳西县苔

藓植物的温带成分占比最高ꎬ其次是东亚成分ꎬ温带

成分高于热带成分ꎬ与岳西县地理成分特点相似的还

有西天目山、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阳际峰自然

保护区、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湘西北ꎻ戴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成分高于温带成分ꎻ另外

随着纬度的升高ꎬ华北区的小五台山、云台山和庞泉

沟自然保护区温带成分逐渐增加ꎬ热带成分逐渐减

少ꎬ东亚成分也在减少ꎬ表现出温带成分明显高于热

带成分ꎮ
基于 １０ 个地区的 ＦＥＲ 值进行聚类分析(图 １)ꎬ

结果显示:在欧氏距离 ２５.０ 处ꎬ１０ 个地区分为 ２ 组ꎬ
其中ꎬ小五台山、庞泉沟自然保护区和云台山聚为一

表 ６　 岳西县和其他 ９ 个地区苔藓植物区系谱比率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Ａｒｅａ

植物区系谱比率 / ％１)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１)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岳西县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３.０ １.０ １.７ ５.４ １.０ ４.４ ２９.０ ３.０ ２.９ １０.４ ３４.０ ４.４
西天目山 Ｗｅｓｔ Ｔｉａｎｍ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３.６ ０.７ ２.０ ５.６ ０.９ ８.０ ３０.０ ２.０ １.１ ８.３ ３１.５ ６.３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８ ０.６ ３.１ ６.０ １.３ ７.６ ２８.６ ３.１ １.３ ８.２ ２８.９ ７.６
阳际峰自然保护区 Ｙａｎｇｊｉｆｅ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４.３ １.０ ２.９ ７.９ １.８ １０.８ ２９.０ ３.２ １.４ ５.４ ２７.６ ４.７
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Ｄａ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７ １.６ ２.５ ７.４ １.２ １４.６ １６.８ ３.１ １.４ ５.９ ３５.９ ５.９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ｚｉ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３.８ １.５ １.１ ６.４ １.９ ８.３ ３０.３ ３.８ １.９ ８.７ ２７.７ ４.６
湘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Ｈｕｎａｎ ３.８ １.０ ２.４ ６.０ ０.８ １１.７ ２４.３ ３.８ １.４ ６.８ ３０.３ ７.６
小五台山 Ｘｉａｏ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１.９ ０.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３.３ ６６.２ ２.８ ０.５ ６.１ １２.７ ５.２
云台山 Ｙｕｎ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３.５ ０.０ １.８ ２.４ １.２ ８.８ ４７.１ １.８ ０.６ ５.３ ２１.８ ５.９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 Ｐａｎｇｑｕａｎｇｏｕ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０.６ ０.０ ０.６ １.８ ０.０ １.８ ６２.７ ０.６ １.２ ７.２ １６.９ ６.６

　 １)Ａ: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ꎻ Ｂ: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ꎻ Ｃ: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ꎻ Ｄ: 热带
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ꎻ Ｅ: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ꎻ Ｆ: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
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ꎻ Ｇ: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ꎻ Ｈ: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ꎻ Ｉ: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ꎻ Ｊ: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ꎻ Ｋ: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ꎻ Ｌ: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２: 湘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Ｈｕｎａｎꎻ ３: 西天目山 Ｗｅｓｔ Ｔｉａｎｍ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４: 阳
际峰自然保护区 Ｙａｎｇｊｉｆｅ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５: 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Ｄａ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６: 岳西县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ꎻ
７: 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Ｑｉｚｉｍｅ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８: 小五台山 Ｘｉａｏ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ꎻ ９: 庞泉沟自然保护区
Ｐａｎｇｑｕａｎｇｏｕ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１０: 云台山 Ｙｕｎ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图 １　 基于植物区系谱比率岳西县和其他 ９ 个地区苔藓植物的聚类
分析
Ｆｉｇ.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Ｙｕｅ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组ꎬ属于华北区ꎻ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湘西北、
西天目山、阳际峰自然保护区、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岳西县和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云聚为一

组ꎬ属于华东区和华中区ꎬ其中ꎬ岳西县与华中区的七

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近ꎬ与华北区的云台山

最远ꎮ

３　 讨　 　 论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ꎬ全域均在大别山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内ꎬ此次岳西县苔藓植物调查共采集

标本 ９９８ 份ꎬ包括 ６７ 科 １３９ 种 ３１３ 种ꎬ分别占安徽省

苔藓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６９.１％、５３.１％和 ３５.７％ꎮ
岳西县苔藓植物中含 １ 个种的科和含 １ 个种的属也

占有一定的比例ꎬ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种在世界范围内

就是单种科、单种属ꎬ比如油藓科(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ｃｅａｅ)、虎
尾藓属(Ｈｅｄｗｉｇｉａ Ｐ. Ｂｅａｕｖ.)和鼠尾藓属(Ｍｙｕｒｏｃｌａｄａ
Ｂｅｓｃｈ.)等ꎻ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环境不适

宜某些科、属的生长ꎬ比如叉苔科(Ｍｅｔｚｇｅｒｉａｃｅａｅ)、泥
炭藓 属 (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Ｌｉｎｎ.) 和 白 齿 藓 属 (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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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ｗäｇｒ.)等ꎬ因此在该地区仅发现 １ 种ꎮ 此外ꎬ岳西

县不同地点苔藓植物的多样性存在一定差异ꎬ其中鹞

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苔藓植物最丰富ꎬ其次是明

堂山和古井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鹞落坪于 １９９４ 年

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ꎬ维管植物研究文献众

多[３７－３９]ꎻ古井园于 ２０１６ 年由省级保护区晋升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ꎬ相关文献很少ꎬ且集中在维管植物研

究方面[４０－４２]ꎬ但这 ２ 个保护区均未见苔藓植物相关

的报道ꎬ本研究发现其苔藓植物多样性较为丰富ꎬ今
后可以在这 ２ 个保护区开展更加深入的调查ꎮ

安徽省大别山横跨暖温带和亚热带ꎬ地质古老ꎬ
植物区系主要起源于第三纪古热带ꎬ物种特有程度

高ꎬ孓遗和古老的植物分布广泛[１１]ꎬ因此该区域的植

物地理成分十分丰富[４３]ꎬ苔藓植物也不例外ꎮ 地理

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岳西县苔藓植物的地理成分以温

带成分为主(占比 ４５. １％)ꎬ其次是东亚成分(占比

３８.４％)ꎬ热带成分较少(占比 １６.５％)ꎬ其中ꎬ温带成

分中北温带分布最多(占比 ２９.０％)ꎬ东亚成分中中

国—日本分布最多(占比 ２４.６％)ꎮ 整体上该地区苔

藓植物区系成分较为丰富ꎬ具有温带成分和热带成分

交汇、温带成分高于热带成分、东亚成分占比较高的

特点ꎬ这些特征与已有的安徽省苔藓植物的区系特征

研究结论比较一致[３５]ꎮ
与其他 ９ 个相邻地区的苔鲜植物物种丰富度相

比ꎬ西天目山最高ꎬ云台山最低ꎮ 西天目山位于中国

东部亚热带地区ꎬ受海洋暖湿季风气候的影响ꎬ该地

区气候温暖湿润ꎬ适合苔藓植物生长的小生境较多ꎬ
从而孕育了该地区丰富的苔藓植物多样性[４４]ꎻ而云

台山地区降水量少ꎬ气候干燥ꎬ另外人为活动影响较

大ꎬ导致其苔藓植物多样性水平较低[３０]ꎮ 岳西县苔

藓植物的物种密度位居第 ７ꎬ该县四季分明ꎬ气候湿

润ꎬ山体垂直分布明显ꎬ植被类型多样ꎬ本研究中岳西

县苔藓植物的物种丰富度低于预期值ꎮ 一方面可能

是因为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不够ꎻ另一方面由于采集季

节等原因ꎬ一些苔藓植物缺少关键性特征ꎬ如油体解

体、孢蒴丢失等ꎬ无法鉴定到种ꎬ因此建议后期对于该

地区苔藓植物的研究应加大力度ꎬ结合季节、特殊生

境等特点ꎬ进行更加全面的调查ꎮ
大别山横跨安徽、湖北和河南 ３ 个省份ꎬ地处亚

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ꎬ华东、华中和华北的植物

区系在此交汇并相互渗透ꎬ导致该地区植物的区系组

成十分复杂ꎬ因此关于大别山的植物区系归属一直存

在争议[４３]ꎮ 从区系相似性比较的结果来看ꎬ岳西县

苔藓植物与华东区的西天目山相似性最高ꎬ与华北区

的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相似性最低ꎮ 这是因为西天目

山与岳西县的地理位置相接近ꎬ同属于亚热带湿润性

季风气候区ꎬ植被类型、海拔梯度相似ꎬ并且均属于从

喜马拉雅地区经滇西北、川西ꎬ沿长江流域到中国的

东南部这一分布路线上[４５]ꎬ因此ꎬ该地区苔藓植物与

岳西县区系相似性最高ꎬ而庞泉沟自然保护区与岳西

县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相差较大ꎬ因此与岳西县苔

藓植物区系相似性最低ꎮ 综上所述ꎬ岳西县苔藓植物

区系更倾向于归属华东区ꎮ
华东区是吴鹏程等[４５] 在陈邦杰[４６] 对中国苔藓

植物分区中的华中区基础上划分出来的ꎬ岳西县属于

华东区ꎬ但靠近华东区与华中区的交界处ꎬ与其他

９ 个相邻地区苔藓植物的地理成分相比ꎬ华北区苔藓

植物的温带成分随着纬度的升高逐渐增加ꎬ占据明显

优势ꎬ热带成分明显减少ꎬ东亚成分也逐渐减少ꎻ而华

东区和华中区整体上表现为东亚成分占比较高ꎬ温带

成分高于热带成分ꎬ但较华北区而言ꎬ温带成分与热

带成分相差较小ꎬ这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类型相关联ꎮ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岳西县苔藓植物的

地理成分与华中区的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

似性最高ꎬ与华北区的云台山相似性最低ꎬ结合区系

相似性的比较结果ꎬ认为岳西县苔藓植物地理成分与

华东区和华中区苔藓植物有密切联系ꎬ具有明显的过

渡性ꎬ与华北区苔藓植物的地理成分差异较大ꎮ 这一

研究结果与该地区种子植物地理成分研究的结果一

致[１１ꎬ４７ꎬ４８]ꎮ 从苔藓类群来看ꎬ岳西县的苔藓植物涵盖

了吴鹏程等[４５] 列举的华东区和华中区的主要类群ꎬ
这也说明了将该地区作为华东区与华中区的过渡地

带的合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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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Ⅰ
角苔科 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ｏｔａｃｅａｅ

角苔 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ｏｓ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短角苔科 Ｎｏｔｏｔｈｙｌａｄａｃｅａｅ

高领黄角苔 Ｐｈａｅｏｃｅｒｏｓ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ｓ
隐蒴苔科 Ａｄｅ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东亚对耳苔 Ｓｙｚｙｇｉｅｌｌ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挺叶苔科 Ａｎ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服部苔 Ｈａｔｔｏｒｉａ ｙａｋｕｓｈｉｍｅｎｓｉｓ∗
全缘褶萼苔 Ｐｌｉｃａｎｔｈｕｓ ｂｉｒｍｅｎｓｉｓ

拟大萼苔科 Ｃｅｐｈａｌｏｚｉ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刺茎拟大萼苔 Ｃｅｐｈａｌｏｚｉｅｌｌａ ｓｐｉｎｉｃａｕｌｉｓ
弯叶筒萼苔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ｃｏｌｅａ ｒｅｃｕ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折叶苔科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刺边合叶苔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柯氏合叶苔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ｋｏｐｏｎｅｎｉｉ
舌叶合叶苔多齿亚种 Ｓｃａｐａｎｉａ ｌｉｇ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ｉ

护蒴苔科 Ｃａｌｙｐｏｇｅｉａｃｅａｅ
刺叶护蒴苔 Ｃａｌｙｐｏｇｅ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
双齿护蒴苔 Ｃａｌｙｐｏｇｅｉａ ｔｏｓａｎａ

全萼苔科 Ｇｙｍｎｏｍｉｔｒｉａｃｅａｅ
钱袋苔 Ｍａｒｓｕｐｅｌｌ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管口苔科 Ｓｏｌｅｎｏ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截叶管口苔 Ｓｏｌｅｎｏｓｔｏｍ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睫毛苔科 Ｂｌｅｐｈａｒｏ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小睫毛苔 Ｂｌｅｐｈａｒｏｓｔｏｍａ ｍｉｎｏｒ
睫毛苔 Ｂｌｅｐｈａｒｏｓｔｏｍａ 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剪叶苔科 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ｃｅａｅ
南亚剪叶苔 Ｈｅｒｂｅｒｔｕｓ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ｓ∗∗
长角剪叶苔 Ｈｅｒｂｅｒｔｕ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ｓ

指叶苔科 Ｌｅｐｉｄｏｚｉａｃｅａｅ
日本鞭苔 Ｂａｚｚａ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鞭苔 Ｂａｚｚａｎｉ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齿萼苔科 Ｌｏｐｈｏｃ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裂萼苔水生变种 Ｃｈｉｌｏｓｃｙｐｈｕｓ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ｏｓ
ｖａｒ.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异叶齿萼苔 Ｌｏｐｈｏｃｏｌｅ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芽胞齿萼苔 Ｌｏｐｈｏｃｏｌｅａ ｍｉｎｏｒ
四齿异萼苔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ｙｐｈｕｓ ａｒｇｕｔｕｓ
双齿异萼苔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ｙｐｈｕｓ ｃｏａｌｉｔｕｓ
平叶异萼苔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ｙｐｈｕｓ ｐｌａｎｕｓ
柔叶异萼苔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ｙｐｈｕｓ ｔｅｎｅｒ

羽苔科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ｃｅａｅ
中华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大叶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长叶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尼泊尔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卵叶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
拟波氏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ｅｌｔｉｉ

刺叶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ｓｃｉｏｐｈｉｌａ
司氏羽苔 Ｐｌａｇｉｏｃｈｉｌａ ｓｔｅｖｅｎｓｉａｎａ

绒苔科 Ｔｒｉｃｈｏｃ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绒苔 Ｔｒｉｃｈｏｃｏｌｅａ ｔｏｍｅｎｔｅｌｌａ

耳叶苔科 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达呼里耳叶苔 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ｄａｖｕｒｉｃａ
皱叶耳叶苔 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ｅｒｉｃｏｉｄｅｓ
列胞耳叶苔 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ｍｏｎｉｌｉａｔａ
盔瓣耳叶苔 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ｍｕｓｃｉｃｏｌａ
陕西耳叶苔 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ｓｃｈｅｎｓｉａｎａ
硬叶耳叶苔 Ｆｒｕｌｌａｎｉａ ｖａｌｉｄａ

毛耳苔科 Ｊｕｂｕｌａｃｅａｅ
日本毛耳苔 Ｊｕｂｕｌａ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ｉａｅ ｓｕｂｓｐ.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细鳞苔科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ｃｅａｅ
南亚顶鳞苔 Ａｃｒ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ｓａｎｄｖｉｃｅｎｓｉｓ
钝叶唇鳞苔 Ｃｈｅｉｌ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尖叶唇鳞苔 Ｃｈｅｉｌ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ｓｕｂｏｐａｃａ
鳞叶疣鳞苔 Ｃｏｌ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距齿疣鳞苔 Ｃｏｌ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ｍａｃｏｕｎｉｉ
狭瓣细鳞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ａｎｉｓｏｐｈｙｌｌａ
耳瓣细鳞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ｃｏｍｐａｃｔａ
黄色细鳞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ｆｌａｖａ
日本细鳞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尖叶细鳞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ｎｅｅｌｇｈｅｒｒｉａｎａ
小叶细鳞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ｐａｒｖａ
黑冠鳞苔 Ｌｏｐｈ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ｎｉｇｒｉｃａｎｓ
斑叶纤鳞苔 Ｍｉｃｒ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ｐｕｎｃ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圆叶拟多果苔 Ｍｙｒｉｏｃｏｌｅｏｐｓｉｓ ｍｉｎ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弯叶多褶苔 Ｓｐｒｕｃｅａｎｔｈｕｓ ｆａｌｃａｔｕｓ

光萼苔科 Ｐｏｒ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丛生光萼苔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ｅｓｐｉｔａｎｓ
丛生光萼苔心叶变种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ｅｓｐｉｔａｎｓ ｖａｒ.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丛生光萼苔日本变种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ｃａｅｓｐｉｔａｎｓ ｖａｒ.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中华光萼苔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密叶光萼苔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ｄ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
细光萼苔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ｇｒａｃｉｌｌｉｍａ
毛边光萼苔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ｐｅｒｒｏｔｔｅｔｉａｎａ
多瓣光萼苔 Ｐｏｒｅｌｌａ ｕｌｏｐｈｙｌｌａ

扁萼苔科 Ｒａｄｕｌａｃｅａｅ
大瓣扁萼苔 Ｒａｄｕｌａ ｃａｖｉｆｏｌｉａ
芽胞扁萼苔 Ｒａｄｕｌａ ｌｉ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ｉａｎａ
日本扁萼苔 Ｒａｄｕ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尖叶扁萼苔 Ｒａｄｕｌａ ｋｏｊａｎａ

绿片苔科 Ａｎｅｕｒａｃｅａｅ
掌状片叶苔 Ｒｉｃｃａｒｄｉａ ｐａｌｍａｔａ

叉苔科 Ｍｅｔｚｇ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平叉苔 Ｍｅｔｚｇｅｒｉａ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ａ

南溪苔科 Ｍａｋｉｎｏａｃｅａｅ
南溪苔 Ｍａｋｉｎｏａ ｃｒｉｓｐａｔａ

溪苔科 Ｐｅ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花叶溪苔 Ｐｅｌｌｉａ ｅｎｄｉｖｉｉｆｏｌｉａ
溪苔 Ｐｅｌｌｉａ ｅｐｉｐｈｙｌｌａ

瘤冠苔科 Ａｙｔ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石地钱 Ｒｅｂｏｕｌｉａ ｈｅｍｉｓｐｈａｅｒｉｃａ

蛇苔科 Ｃｏ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ｃｅａｅ
蛇苔 Ｃｏ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ｏｎｉｃｕｍ
小蛇苔 Ｃｏ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毛地钱科 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ａｃｅａｅ
毛地钱 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ａ ｈｉｒｓｕｔａ

地钱科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ａｃｅａｅ
粗裂地钱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ａ ｐａｌｅａｃｅａ
地钱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泥炭藓科 Ｓｐｈ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泥炭藓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ｐａｌｕｓｔｒｅ

金发藓科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狭叶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ｕｍ
小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ｃｒｉｓｐｕｌｕｍ
小胞仙鹤藓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ｒｈｙ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仙鹤 藓 多 蒴 变 种 Ａｔｒｉｃｈｕｍ 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ｅｔｕｍ
刺边小金发藓褐色亚种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ｒａｔ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ｆｕｓｃａｔｕｍ
扭叶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ｍ
东亚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ｉｎｆｌｅｘｕｍ
苞叶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ｕｍ
疣小金发藓 Ｐ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ｕｒｎｉｇｅｒｕｍ
台湾拟金发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ｓｔｒｕｍ ｆｏｒｍｏｓｕｍ
金发藓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ｅ

短颈藓科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ａｃｅａｅ
东亚短颈藓 Ｄｉｐｈｙｓｃｉｕｍ ｆｕｌ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葫芦藓科 Ｆｕｎ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纤细梨蒴藓 Ｅｎｔｏｓｔｈｏｄｏｎ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葫芦藓 Ｆｕｎａｒｉａ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江岸立碗藓 Ｐｈｙｓ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ｃｏｕｒｔｏｉｓｉｉ
立碗藓 Ｐｈｙｓｃ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ｓｐｈａｅｒｉｃｕｍ

木衣藓科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ｉａｃｅａｅ
中华木衣藓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缩叶藓科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ａｃｅａｅ
东亚缩叶藓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ｆａｕｒｉｅｉ
狭叶缩叶藓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ｌｉｎ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中华缩叶藓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威氏缩叶藓 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紫萼藓科 Ｇｒｉ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高山矮齿藓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ｅｌｌａ ｓｕｄｅｔｉｃａ
黄无尖藓 Ｃｏｄ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ｔｏｉｄｅｓ
短柄无尖藓 Ｃｏｄ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ｓ ｂｒｅｖｉｓｅ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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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无尖藓 Ｃｏｄ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ｓ ｃａｒｉｎａｔｕｓ
丛枝无尖藓 Ｃｏｄ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ａｓ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近缘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高山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毛尖紫萼藓 Ｇｒｉｍｍｉａ ｐｉｌｉｆｅｒａ
东亚长齿藓 Ｎｉｐｈ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牛毛藓科 Ｄｉ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黄牛毛藓 Ｄｉｔｒｉｃｈｕｍ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细叶牛毛藓 Ｄｉｔｒｉｃｈｕｍ ｐｕｓｉｌｌｕｍ
丛毛藓 Ｐｌｅｕｒｉｄｉ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小烛藓科 Ｂｒｕ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长蒴藓 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ｏｎ ｌｏｎｇｉｃｏｌｌｉｓ

小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南亚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ｃｏａｒｃｔａｔａ
多形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ｈｅｔｅｒｏｍａｌｌａ
细叶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ｍｉｃｒｏ￣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曲背藓科 Ｏｎｃｏｐｈｏｒａｃｅａｅ
暖地高领藓 Ｇｌｙｐ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ｃａｌｙｃｉｎｕｍ∗∗
曲背藓 Ｏｎｃｏｐｈｏｒｕｓ ｗａ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曲尾藓科 Ｄｉｃｒａｎａｃｅａｅ
日本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ｕｍ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

白发藓科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白氏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ａ ｌｅａｎａ
长叶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ａｔｒｏｖｉｒｅｎｓ
毛叶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ｅｒｉｃｏｉｄｅｓ
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ｆｌｅｘｕｏｓｕｓ
疏网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ｌａｘｉｔｅｘｔｕｓ
黄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ｓｃｈｍｉｄｉｉ
中华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节茎曲柄藓 Ｃａｍｐｙｌｏｐｕ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ｓ
绿色白发藓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ｏｓｕｍ
爪哇白发藓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ｊａｖｅｎｓｅ
桧叶白发藓 Ｌｅｕｃｏｂｒｙｕｍ ｊｕｎｉｐｅｒｏｉｄｅｕｍ∗

凤尾藓科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ａｃｅａｅ
异形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ａｎｏｍａｌｕｓ
卷叶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ｄｕｂｉｕｓ
二形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ｇｅｍｉｎｉｆｌｏｒｕｓ
大叶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ｒｏｎｓ
裸萼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ｇｙｍｎｏｇｙｎｕｓ
内卷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ｉｎｖｏｌｕｔｕｓ
大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粗肋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ｕｓ
网孔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鳞叶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ｔａｘｉｆｏｌｉｕｓ
南京凤尾藓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ｔｅｙｓｍａｎｎｉａｎｕｓ

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卷叶丛本藓 Ａｎｏｅｃｔａｎｇｉｕｍ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爪哇扭口藓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硬叶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ｒｉｇｉｄｕｌｕｓ

立膜藓 Ｈｙｍｅｎｏ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ｕｍ
齿叶薄齿藓 Ｌｅｐｔ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
狭叶拟合睫藓 Ｐｓｅｕｄｏｓｙｍｂｌｅｐｈａｒｉｓ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
纽藓 Ｔｏｒｔｅｌｌ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
长叶纽藓 Ｔｏｒｔｅｌｌａ ｔｏｒｔｕｏｓａ
毛口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ｄｏｎｔｉｕｍ
皱叶毛口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ｃｒｉｓｐｕｌｕｍ
卷叶毛口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ｈａｔｔｏｒｉａｎｕｍ
波边毛口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ｔｒｅ
小石藓 Ｗｅｉｓｓ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
缺齿小石藓 Ｗｅｉｓｓｉａ ｅｄｅｎｔｕｌａ

虎尾藓科 Ｈｅｄｗｉｇｉａｃｅａｅ
虎尾藓 Ｈｅｄｗｉｇｉ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珠藓科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亮叶珠藓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 ｈａｌｌｅｒｉａｎａ
梨蒴珠藓 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ａ ｐｏｍｉｆｏｒｍｉｓ
小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ｃａｌｏｍｉｃｒａ∗∗
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ｆｏｎｔａｎａ
柔叶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ｍｏｌｌｉｓ
细叶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ｔｈｗａｉｔｅｓｉｉ
东亚泽藓 Ｐｈｉｌｏｎｏｔｉｓ ｔｕｒｎｅｒｉａｎａ

真藓科 Ｂｒｙａｃｅａｅ
芽孢银藓 Ａｎｏｍｏｂｒｙｕｍ ｇｅｍｍｉｇｅｒｕｍ
银藓 Ａｎｏｍｏｂｒｙｕｍ ｊｕｌａｃｅｕｍ
多枝短月藓 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短月藓 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ｍ
比拉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ｂｉｌｌａｒｄｅｒｉ
细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ｅ
黄色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近高山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ｍ
拟大叶真藓 Ｂｒｙｕｍ ｓａｌａｋｅｎｓｅ
暖地大叶藓 Ｒｈｏｄｏｂｒｙ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

提灯藓科 Ｍｎｉａｃｅａｅ
平肋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ｌａｅｖｉｎｅｒｖｅ
长叶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具缘提灯藓 Ｍｎｉｕｍ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尖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ａｃｕｔｕｍ
皱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ｕｍ
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
全缘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ｉｎｔｅｇｒｕｍ
侧枝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ｍａｘｉｍｏｖｉｃｚｉｉ
具喙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钝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大叶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ｓｕｃ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瘤柄匐灯藓 Ｐｌａｇｉｏｍｎｉｕｍ ｖｅｎｕｓｔｕｍ
疣齿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卵蒴丝瓜藓 Ｐｏｈｌｉａ ｐｒｏｌｉｇｅｒａ
疣灯藓 Ｔｒａｃｈｙｃｙｓｔｉｓ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木灵藓科 Ｏｒｔｈｏ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福氏蓑藓 Ｍａｃｒ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ｆｅｒｒｉｅｉ
缺齿蓑藓 Ｍａｃｒ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ｕｍ
钝叶蓑藓 Ｍａｃｒ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长帽蓑藓 Ｍａｃｒ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ｔｏｓａｅ
小火藓 Ｓｃｈｌｏｔｈｅｉｍｉ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桧藓科 Ｒｈｉｚｏ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大桧藓 Ｐｙｒｒｈｏｂｒｙｕｍ ｄｏｚｙａｎｕｍ

油藓科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尖叶油藓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

棉藓科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齿边长灰藓 Ｈｅｒｚｏｇｉｅｌｌａ ｐ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ａ∗∗
圆条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ｃａ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直叶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ｅｕｒ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台湾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ｆｏｒｍｏｓｉｃｕｍ
垂蒴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ｎｅｍｏｒａｌｅ
阔叶棉藓 Ｐｌａｇｉ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万年藓科 Ｃｌｉｍａｃｉａｃｅａｅ
东亚万年藓 Ｃｌｉｍａｃ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柳叶藓科 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ａｃｅａｅ
柳叶藓长叶变种 Ａｍｂｌｙｓｔｅｇｉｕｍ ｓｅｒｐｅｎｓ ｖａｒ.
ｊｕｒａｔｚｋａｎｕｍ∗∗
多态拟细湿藓 Ｃａｍｐｙｌ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ｐｒｏｔｅｎｓｕｓ∗∗

薄罗藓科 Ｌｅｓｋｅａｃｅａｅ
薄罗藓 Ｌｅｓｋｅ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细罗藓 Ｌｅｓｋｅｅｌｌａ ｎｅｒｖｏｓａ
细枝藓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ｐｔｅｒａ
中华细枝藓 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羽藓科 Ｔｈｕ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狭叶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细叶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东亚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ｓｔｒｉｃｔｕｌｕｍ
绿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ａｓｓｉｍｉｌｅ
大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ｃｙｍｂｉｆｏｌｉｕｍ
短肋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ｅｄａｅ
灰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ｐｒｉｓｔｏｃａｌｙｘ
亚灰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ｓｕｂｇｌａｕｃｉｎｕｍ
羽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ｔａｍａｒｉｓｃｉｎｕｍ

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灰白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多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ｉ
尖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ｃｏｒｅａｎｕｍ
石地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ｇｌａｒｅｏｓｕｍ
皱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ｋｕｒｏｉｓｈｉｃｕｍ
悬垂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小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ｅｒｍｉｎｕｓｃｕｌｕｍ
毛尖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ｐｉｌｉｇｅｒｕｍ
卵叶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ｒｕｔａｂｕｌｕｍ
林地青藓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ｓｔａｒｋｉｉ
短枝燕尾藓 Ｂｒｙｈｎ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ｃｌａｄｕｌａ
短尖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ｉｒｅ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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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叶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ｃｏａｒｃｔｕｍ
宽叶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ｈｉａｎｓ
扭尖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ｋｉｒｉｓｈｉｍｅｎｓｅ
疏网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ｌａｘｉｒｅｔｅ
鼠尾藓 Ｍｙｕｒｏｃｌａｄａ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长枝褶叶藓 Ｏｋａｍｕｒａｅａ ｈａｋ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缩叶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ｍ
狭叶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ｆａｕｒｉｅｉ
淡叶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ｏｌｉｕｍ
水生长喙藓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ｒｉｐ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蔓藓科 Ｍｅｔｅｏｒｉａｃｅａｅ
大灰气藓长尖亚种 Ａｅｒｏｂｒｙｏｐｓｉｓ ｓｕｂ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ｓ
ｓｕｂｓｐ. ｓｃａｒｉｏｓａ
拟悬藓 Ｂａｒｂｅｌｌｏｐｓｉｓ 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ｏｒａ
美绿锯藓 Ｄｕｔｈｉｅｌｌ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ｉｓｓｉｍａ
东亚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ａｔｒｏ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ｕｍ
川滇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ｉ
细枝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ｏｉｄｅｓ
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粗枝蔓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ｓｕｂ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新丝藓 Ｎｅｏｄｉｃｌａｄｉｅｌ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
短尖假悬藓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疏耳拟扭叶藓 Ｔ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ｏｐｓｉｓ ｌａｘｏａｌａｒｉｓ
扭叶藓 Ｔｒａｃｈｙｐｕｓ ｂｉｃｏｌｏｒ
小扭叶藓 Ｔｒａｃｈｙｐｕｓ ｈｕｍｉｌｉｓ

灰藓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平叶偏蒴藓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
平肋粗枝藓 Ｇｏｌｌａｎｉａ ｎｅｃｋｅｒｅｌｌａ
皱叶粗枝藓 Ｇｏｌｌａｎｉａ 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中华粗枝藓 Ｇｏｌｌａ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多变粗枝藓 Ｇｏｌｌａｎｉａ ｖａｒｉａｎｓ

钙生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东亚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ｆａｕｒｉｅｉ
弯叶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ｈａｍｕｌｏｓｕｍ
美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ｌｅｐｔｏｔｈａｌｌｕｍ
南亚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黄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大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ｐｌｕｍａｅｆｏｒｍｅ
湿地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ｓａｋｕｒａｉｉ
直叶灰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ｖａｕｃｈｅｒｉ
东亚拟鳞叶藓 Ｐｓｅｕｄｏ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ｈｌｉａｅｃａｒｐｕｍ
凸尖鳞叶藓 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ｉｆｏｌｉｕｍ
陕西鳞叶藓 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鳞叶藓 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ａｘｉｒａｍｅｕｍ

金灰藓科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ｃｅａｅ
东亚毛灰藓 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ｃｏｎｎｅｘｕｍ
丝金灰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 ｌｅｖｉｅｒｉ∗∗

毛锦藓科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ｃｅａｅ
赤茎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ａｕｌｉｓ
东亚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ｆａｕｒｉｅｉ
南方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ｈｅｎｏｎｉｉ
垂蒴小锦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ｎｉｃｔａｎｓ
弯叶毛锦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 ｔｅｎｕ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短叶毛锦藓 Ｐｙｌａｉｓｉａｄｅｌｐｈａ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ｅ

锦藓科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矮锦藓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ｈｕｍｉｌｅ

塔藓科 Ｈｙｌｏｃｏｍｉａｃｅａｅ
柔枝梳藓 Ｃｔｅｎｉｄｉｕｍ ａｎｄｏｉ
平叶梳藓 Ｃｔｅｎｉｄｉｕｍ ｈｏｍ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梳藓 Ｃｔｅｎｉｄｉｕｍ ｍｏｌｌｕｓｃｕｍ
船叶假蔓藓 Ｌｏｅｓｋｅｏｂｒｙｕｍ ｃａ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绢藓科 Ｅｎｔ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柱蒴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ｉ
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ｃｌａｄｏｒｒｈｉｚａｎｓ
长帽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ｕｓ
亚美绢藓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ｔｉｉ
亚美绢藓多色变种 Ｅｎｔｏｄｏｎ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ｔｉｉ ｖａｒ.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穗枝赤齿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ｊｕｌａｃｅｕｍ
螺叶藓 Ｓａｋｕｒａｉａ ｃｏ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白齿藓科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中华白齿藓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平藓科 Ｎｅｃｋｅｒａｃｅａｅ
扁枝藓 Ｈｏｍａｌｉａ ｔｒｉｃｈｏｍａｎｏｉｄｅｓ
拟扁枝藓 Ｈｏｍａｌ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ｔａｒｇｉｏｎｉａｎｕｓ
疣叶树平藓 Ｈｏｍａ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ｕｍ
刀叶树平藓 Ｈｏｍａ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ｃａｌｐｅｌ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矮平藓 Ｎｅｃｋｅｒ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
匙叶木藓 Ｔｈａｍｎｏｂｒｙｕｍ ｓｕｂｓｅｒｉａｔｕｍ
南亚木藓 Ｔｈａｍｎｏｂｒｙｕｍ ｓｕｂ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船叶藓科 Ｌｅｍｂ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尖叶拟船叶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ｏｐｓｉ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牛舌藓科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ｔａｃｅａｅ
尖叶牛舌藓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小牛舌藓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 ｍｉｎｏｒ
皱叶牛舌藓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 ｒｕｇｅｌｉｉ
长肋多枝藓 Ｈａｐｌｏ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ｌｏｎｇｉｎｅｒｖｅ
拟多枝藓 Ｈａｐｌｏ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ｓｔｅ
暗绿多枝藓 Ｈａｐｌｏ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ｔｒｉｓｔｅ
羊角藓 Ｈｅｒｐｅｔｉｎｅｕｒｏｎ ｔｏｃｃｏａｅ
拟附干藓 Ｓｃｈｗｅｔｓｃｈｋｅ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ｒｏｎｉａ
台湾拟附干藓 Ｓｃｈｗｅｔｓｃｈｋｅ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或濒危物种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 安徽新记录种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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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科技期刊的信息交流、充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ꎬ«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已先后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
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网络文献资源数据库ꎬ凡在本刊发表的论文将编入数据库供上网交流、
查阅及检索ꎬ作者的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ꎬ不再另付ꎮ 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收编入数据库ꎬ请在来稿时声明ꎬ本
刊将做适当处理ꎮ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的投稿网址为 ｈｔｔｐ:∥ ｚｗｚｙ. ｃｎｂｇ. ｎｅｔꎻ联系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３４７０１４ꎻ Ｅ￣ｍａｉｌ: ｚｗｚｙｂｊｂ＠ １６３. ｃｏｍꎻ
ＱＱ: ２２１９１６１４７８ꎮ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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