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４３（３）：７１～７６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２９
基金项目：昆明学院人才引进项目 （ＹＪＬ１８００１）；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 （２０２１Ｙ７２８）．
作者简介：殷根深 （１９８５—），男，湖南株洲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植物学研究．

通讯作者：陈子牛 （１９６６—），男，云南昆明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植物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５２７９３１８８＠ｑｑｃｏｍ．

昆明某高校校园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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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学院 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为明确昆明某高校校园种子植物的成分，对校园种子植物进行了长时间的踏查、标本采集以及鉴

定，并对其科、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１）该校园共有植物１２１科３１８属４３４种；２）区
系成分复杂多样，以热带成分为主，温带成分也较为丰富；３）共有５５种外来入侵植物．该调查结果可
以为今后校园绿化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为植物学教学提供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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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区系分析是植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其指在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某一分类群或某

类植被等所有植物种类的总称．通过植物区系分析
可以清晰直观地了解这些植物的成分结构，其在植

物调查、城市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搞清楚
校园植物多样性是校园绿化规划工作的重要依据，

同时还可以丰富植物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及实训教学

的课程资源．自昆明某高校新校区启用以来，尚未
系统地调查和分析过校园种子植物的种类及区系成

分．因此，有必要对该校校园的种子植物进行全面
的区系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昆明某高校校区位于昆明市东南，海拔约

１８００ｍ，校园面积 １２１１３ｈｍ２．受印度洋西南暖
湿气流的影响，该校园日照时间长，霜期较短，年

平均气温约１５℃，全年降水量约１０３ｌｍｍ，有明
显的干湿两季，降水集中在５—９月．土壤类型主
要以酸性红壤和砖红壤为主，校园内地势起伏，地

形变化较复杂，山坡、水域、植被共同形成丰富而

立体的景观层次［１－２］．



１２　植物调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采用踏查法在校

园内进行植物样线调查，每月至少进行１次．根据
教研经验［３］，利用 “Ｂｉｏｔｒａｃｋｓ”ＡＰＰ［４］对调查结果
进行记录．所有调查植物均以腊叶标本或电子标本
作为凭证标本，腊叶标本及电子标本分别保存在昆

明某高校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的植物标本室以及电

子标本图库．
１３　数据处理

从 “Ｂｉｏｔｒａｃｋｓ”ＡＰＰ电脑端下载踏查记录结
果，并整理在Ｅｘｃｅｌ表格中．科的处理按照哈钦森
系统，拉丁学名按照 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进行处理，同
时编写出校园植物名录．根据李锡文［５］以及吴征

镒［６］的处理方法，分别对科、属的地理成分数量

特征进行统计．属种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属种系数＝（属的总数／种的总数）×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区系组成概况
在踏查的同时，采集了腊叶及电子标本，并对

标本进行了鉴定和整理，统计出昆明某高校校园共

有高等植物１２１科３１８属４３４种．其中：裸子植物
共计８科１８属２１种；被子植物共计１１３科３０３属
４１２种，被子植物类群在科、属、种的数目上显示
出明显的优势．根据 《云南省种子植物名录数据

集》”［７］对云南种子植物的统计，该高校校园种子

植物分别占云南种子植物总数科的４７８３％、属的
１３４２％和种的２７０％．在已有的云南省高校植物
多样性的报道中［２，８－９］ （表１），该高校校园的被子
植物与云南其他几所高校相比较，无论是在科

（１１３）、属 （３０３），还是种 （４１２）的数目上，都
稳居第一．

表１　云南几所高校种子植物多样性对比

高校校园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昆明某高校 ８ 　１８ ２１ 　１１３ 　３０３ 　４１２

云南大学校本部 　９ １６ ２２ ８１ １２８ １６６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６ １１ １１ ７０ １６１ ２１０

云南师范大学校本部 ８ 　１８ ２４ ５９ １０６ １２７

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 ８ １５ １９ ８３ ２１３ ２７８

昆明理工大学莲花校区 ７ １１ １６ ６６ １１９ １４０

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 ７ １０ １０ ７９ １７９ ２３５

西南林业大学 ８ 　１８ 　３１ ８９ １９２ ２６７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６ ７ ７ ５６ ９９ １１２

曲靖师范学院 ５ １３ １４ ６３ １２１ １６６

楚雄师范学院 ５ １１ １５ ４９ ６８ １００

　　注：表示数目最多．

２２　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分析
２２１　科的大小统计

为方便统计分析，参照李锡文［５］的方法，将

昆明某高校校园的种子植物所在的科划为５个等
级，其中：１）单种科 （含１种）；２）少种科 （含

２～１０种）；３）中等科 （含１１～１００种）；４）较
大科 （含１０１～１０００种）；５）大科 （＞１０００种）．
在昆明某高校校园的种子植物中，大科共 ５个
（蔷薇科、蝶形花科、菊科、兰科、禾本科），占

总科数的 ４１３％；较大科 ５０个，占 ４１３２％；中
等科 ４４个，占 ３６３６％；少 种 科 １９个，占
１５７％；单种科 ２个 （杜仲科、银杏科），占

１６５％．说明本区优势科明显，以菊科、禾本科、
蔷薇科、蝶形花科为优势科．
２２２　科的区系分析

根据李锡文［５］的方法，对昆明某高校种子植

物１２１科进行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世界
分布科２４科，占总科数的 １９８３％；热带分布科
６５科，占总科数的 ５３７２％；温带分布科 ２２科，
占总科数的１８１９％；中国特有科２科，占总科数
的１６５％．可见，昆明某高校种子植物在科的组
成上具有明显热带区系性质．
１）世界分布科．世界分布有 ２４科，较小的

科如马齿苋科 （１种）、睡莲科 （１种）、杨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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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种）等；较大的科如禾本科 （３３种）、蔷薇科
（２７种）、菊科 （９种）．其原因是这些植物的观赏
价值高而绿化引种 （蔷薇科），或科本身物种多样

性就非常丰富 （禾本科、菊科）所致．
２）热带分布科．在热带分布的６５科中，泛热

带分布及其变型５６科，占本分布类型的８６１５％，
是本区内主要分布区类型，而其他４种类型仅有
１至３科．在泛热带分布科中，较小的科有八角枫科
（１种）、落葵科 （１种）等，而较大科有蝶形花科
（２８种）、桑科 （１３种）、樟科 （１１种）等，其中蝶
形花科是世界性的物种多样性大科．樟科、桑科广
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是我国南方城市造景的常用乔

木，因此，该校园中有多处景观很好的樟科植物大

道，并有零星分布的桑科乔木．
３）温带分布科．共有２１科，其中：温带分布

区类型有１４科，占本分布类型的６６６７％；其他分
布类型有７科，占本分布类型的３３３３％．此外，温
带分布科物种多样性较高的科有十字花科 （８种）、
杜鹃花科 （６种），十字花科植物为草地上１年生小
草本，杜鹃花科植物全部为引种观赏小灌木．
４）中国特有科．包括银杏科和杜仲科 ２科，

每科包括１种．这２个科均是较原始的单种小科，
以引种方式进入校园，其中大量银杏以行道树的形

式栽种，形成了校园内的标志性景观．
２２３　属的系数分析

植物属种系数一般用来反映区系的丰富度以及

体现生境的异质性．属种系数越大，生境异质性就
越低．根据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昆明某高校校园属
种系数为７３２７％，属种系数相对较大，说明其生

境较为简单．此外，该校园内的植物除被动进入的
植物以及较少的原生植物外，大多数植物是根据该

校的绿化需求而引入的．
２２４　属的区系分析

根据吴征镒［６］的方法，对昆明某高校校园３１８
属植物进行属的区系分析．由表３可知，可将这３１８
个属归为１５个分布区类型，其中：世界分布属３２
属，占１００６％；热带分布属 １４３属，占 ４４９５％；
温带分布属１３２属，占４１５０％；中国特有属１１属，
占３４６％．由此可见，该校园种子植物区系的热带
分布属最多，温带分布属次之，二者之和占

８６４５％，具有显著的热、温带过渡的性质．
表２　昆明某高校校园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科总数百

分比／％

１世界分布 ２４ １９８３

２泛热带分布 ５６ ４６２８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３ ２４８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３ ２４８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１ ０８３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０ ０００

７热带亚洲分布 ２ １６５

８温带分布 ２１ １７３６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６ ４９６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１ ０８３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０ ０００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１ ０８３

１３中亚分布 ０ ０００

１４东亚分布 １ ０８３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２ １６５

表３　昆明某高校校园种子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及变型 属数 百分比／％ 分布区类型及变型 属数 百分比／％

１世界分布 ３２ １００６
８６地中海地区、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
到智利间断分布

１ ０３１

２泛热带分布 ６０ １８８７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２４ ７５５

２１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３ ０９４ ９１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２ ０６３

２２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４ １２６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７ ２２０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２４ ７５５ １０１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６ １８９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９ ２８３ １０２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１ ０３１

４１热带亚洲、非洲大和洋洲间断分布 １ ０３１
１０３欧亚和南部非洲 （有时也在大洋洲）

间断分布
１ ０３１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１３ ４０９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２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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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分布区类型及变型 属数 百分比／％ 分布区类型及变型 属数 百分比／％

５１中国 （西南）亚热带和新西兰间断

分布
１ ０３１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４ １２６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１２ ３７７
１２３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
南美洲间断分布

２ ０６３

６２热带亚洲和东非间断分布 １ ０３１
１２４地中海区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间断
分布

１ ０３１

７热带亚洲 （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１１ ３４６ １３中亚分布 １ ０３１

７１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
分布

２ ０６３ １３２中亚至喜马拉雅分布 １ ０３１

７３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１ ０３１ １４东亚 （东喜马拉雅日本） １７ ５３５

７４越南 （或中南半岛）至华南 （或西

南）
１ ０３１ １４１（ＳＨ）中国喜马拉雅 ４ １２６

８北温带分布 ４４ １３８４ １４２（ＳＪ）中国日本 ５ １５７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间断分布 ９ ２８３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１１ ３４６

　　各属的区系分析具体如下：
１）世界分布属．在该高校校园的种子植物

中，世界分布属为 ３２属，且以草本或灌木居多，
如毛茛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悬
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等，还包括
１个乔木属类型，即槐属 （Ｓｏｐｈｏｒａ）．

２）泛热带分布属．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为最
大的一个分布类型，共６７属，占２１０７％．其中，
泛热带分布 ６０属，较大的属为榕属 （Ｆｉｃｕｓ，１０
种）、大戟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７种）．在属的分布区类
型变型中：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变

型共 ３属，如罗汉松属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柏木属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薄子木属 （Ｌｅｐｔｏｓｐｅｒｍｕｍ）；热带亚
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变型总共４属，如金鸡
菊属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马缨丹属 （Ｌａｎｔａｎａ）、鷚竹属
（Ｂａｍｂｕｓａ）、蔗茅属 （Ｅ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属．热带亚

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属在该校园内有２４属，占
７５５％．其中，有较多的入侵植物分布属，如月见
草属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秋英属 （Ｃｏｓｍｏｓ），在该校园
内的部分区域已成为优势种．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属及其变型．该分布类型

共１０属，占 ３１４％，其中主要有海桐花属（Ｐｉｔ
ｔｏｓｐｏｒｕｍ）、合欢属（Ａｌｂｉｚｚｉａ）、爵床属（Ｒｏ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ａ）等．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该分布类

型共１３属，占４０９％，其中主要是一些绿化木本
观赏植物，如樟属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紫薇属 （Ｌａ

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等．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及其变型．该分

布类型共 １３属，占 ４０８％．其多为草本或灌木，
主要包括蓖麻属 （Ｒｉｃｉｎｕｓ）、常春藤属 （Ｈｅｄｅｒａ）、
沙针属 （Ｏｓｙｒｉｓ）、铁仔属 （Ｍｙｒｓｉｎｅ）等，其中沙
针 （Ｏｓｙｒｉｓｗｉｇｈｔｉａｎａ）以及铁仔 （Ｍｙｒｓｉｎ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是该校园内为数不多的本土代表植物．
７）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该分布类型共１５

属，占４７１％．该分布类型的一些属是昆明地区
常绿阔叶林的常见重要成分，如含笑属（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山胡椒属（Ｌｉｎｄｅｒａ）等．
８）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北温带分布共计５４

属，占１６９８％，该分布类型是校园内总属数较多
的分布类型，且以木本植物为优势，包括：裸子植

物中的圆柏属 （Ｓａｂｉｎａ）、松属 （Ｃｅｄｒｕｓ）、红豆杉
属 （Ｔａｘｕｓ）、柏木属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等；被子植物中
的柳属 （Ｓａｌｉｘ）、樱属 （Ｐｒｕｎｕｓ）、青冈属 （Ｃｙ
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等．此外，杜鹃花
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女贞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子属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是该校园灌木层的重要成分，大量
以绿篱的形式存在．本区北温带分布类型草本植物
也比较丰富，如荠属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车轴草属 （Ｔｒｉ
ｆｏｌｉｕｍ）、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风轮菜属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
ｕｍ）、雀麦属 （Ｂｒｏｍｕｓ）、婆婆纳属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等
大多是校园草地、草坡的主要组成成分，在春夏两

季形成茂密的草丛．
９）东亚至北美间断分布及其变型．该分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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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共２６属，占８１８％．其中：乔木主要有鹅掌楸
属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木莲属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石 楠 属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枫 香 树 属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落羽杉属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扁柏属
（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木犀属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紫薇属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灌木主要有绣球花属 （Ｖｉｂｕｒ
ｎｕｍ）、六道木属 （Ａｂｅｌｉａ）等；草本主要有地锦属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该分布类型

共１５属，占４７１％，如苜蓿属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火棘
属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梨属 （Ｐｙｒｕｓ）等．分布在３个
变型中，如地中海、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变型 （６
属），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变型 （１属），
欧亚和南部非洲间断分布变型 （１属）．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温带亚洲分布共计２属，

如杏属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杭子梢属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占０６３％．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该分布类型共有 ７属，占 ２２０％，如黄连木属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木犀榄属 （Ｏｌｅａ）、薰衣草属 （Ｌａｖａｎ
ｄｕｌａ）等．
１３）中亚分布．中亚分布仅 １属，为大麻属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占０３１％．
１４）东亚分布及其变型．该分布类型共计２６

属，占８１８％．其中：中国 －喜马拉雅变型４属；
中国－日本变型５属．在该分布类型中，木本植物
和草本植物都较多，主要包括：木本属有枇杷属

（Ｅｒｉｂｏｔｒｙａ）、槭属 （Ａｃｅｒ）、四照花属 （Ｄｅｎｄｒｏ
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栾 树 属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五 加 属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等，它们主产于西南及长江流域
以南地区，树形优美，在校园内构成了较好的景

观；草本属有金丝草属 （Ｐｏｇｏｎａｔｈｅｒｕｍ）、石蒜属
（Ｌｙｃｏｒｉｓ）、沿阶草属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等，其多为草
坡、花坛引种植物．
１５）中国特有属．中国特有属有 １１属，占

３４６％．主要包括蜡梅属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喜树
属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伞花木属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杉
木属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等，其中牛筋条属 （Ｄｉｃｈｏ
ｔｏｍａｎｔｈｕｓ）、伞花木属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银杏属
（Ｇｉｎｋｇｏ）、杜仲属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水杉属 （Ｍｅｔａｓｅ
ｑｕｏｉａ）、喜树属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等是典型的单种
属，除牛筋条属之外，全部为引种植物．

２２５　外来入侵植物分析
校园种的外来入侵植物共有２５科，４５属，５５

种，占校园植物总数的 １２６７％．其中菊科 （１２
种）、蝶形花科 （６种）、禾本科 （６种）是３个分
布种类最多的科，这与他人［１０－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

原因可能与这３个科具有强大的繁殖和扩散特性有
关．从科的区系来看，５５种入侵植物包括３种分布
类型，其中世界分布类型２７种，热带分布类型２３
种，温带分布类型５种，说明温带的入侵种较难在
昆明扩散，这也与该校园所处的亚热带地区相吻合．

校园的入侵植物包括云南省分布最广泛的１４
种入侵植物［１２］中的１０种，其分别是，三叶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ｐｉｌｏｓａ）、紫茎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小蓬草 （Ｃｏｎｙｚａ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圆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ｐｕｒｐｕｒｅａ）、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ｎｉｇｒｕｍ）、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ｈｉ
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假酸浆 （Ｎｉｃａｎｄｒａｐｈｙｓａｌｏｄｅｓ）、土荆芥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白花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
ｕｍｒｅｐｅｎｓ），表明昆明某高校入侵植物在优势种方
面并没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属的区系方面，除龙葵
所在的龙葵属是世界性分布属，以及白花车轴草所

在的车轴草属是北温带分布以外，其余８种全部为
热带成分，这与科的区系成分分析一致．

在５５种入侵植物中，因园艺或教学、科研用
途有意引入的共１７种，分别是豆瓣绿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ａ）、红花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ｒｕｂｒａ）、一品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银荆树 （Ａｃａｃｉａｄｅａｌｂａ
ｔａ）、黑荆树 （Ａｃａｃｉａｍｅａｒｎｓｉｉ）、黄槐 （Ｓｅｎｎａｓｕｌ
ｆｕｒｅａ）、小 苜 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ｍｉｎｉｍａ）、紫 苜 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假连翘 （Ｄｕｒａｎｔａｒｅｐｅｎｓ）、五色
梅 （Ｌａｎｔａｎａｃａｍａｒａ）、蔓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ｍｏｎｔｅｖｉ
ｄｅｎｓｉｓ）、再力花 （Ｔｈａｌｉａｄｅａｌｂａｔａ）、西番莲 （Ｐａｓ
ｓｉｆｌｏｒａｃｏｅｒｕｌｅａ）、单刺仙人掌 （Ｏｐｕｎｔｉａｍｏｎａｃａｎ
ｔｈａ）、秋英 （Ｃｏｓｍｏｓ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两 色 金 鸡 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风车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值得警惕的是五色梅和秋英在校园已经逃逸，且在

部分区域已成为优势种．而被动进入校园的３８种
入侵植物中，白花车轴草、猪屎豆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ｐａｌ
ｌｉｄａ）、红花月见草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ｒｏｓｅａ）、土荆芥、三
叶鬼针草、紫茎泽兰、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扁穗雀麦 （Ｂｒｏｍｕｓｃａｔｈａｒｔｉｃｕｓ），在校园中占据了
不同生境，成为优势种，尤其是白花车轴草、猪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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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红花月见草、三叶鬼针草这４种植物，由于其
具有极高的繁殖率和种子快速扩散方式，在校园中

的扩张速度极快．

３　讨论

通过标本采集、鉴定，以及科、属的区系分

析，该校园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具有如下特征：

１）较高的植物多样性带来了较为复杂的区系
成分．昆明某高校共有种子植物１２１科３１８属４３４
种，与云南其他几所高校相比较［２］，无论是科、

属，还是种的数量都是最多的，在科的组成上也具

有较完整的区系成分．但是，并非认为该校的植物
多样性最丰富，因为该校无论是校区面积，还是校

区建设的时间上都不占优势，所以其原因可能是调

查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在我国植物区系调查

中，随着调查的深入，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新分类

群发表［１３］．此外，１年生植物的生活史决定了其
并不能在全年都可以见到其地上的植株部分，这也

是仅进行几次调查尚不能够采集到全部植物种类的

原因之一．
２）种子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热带性质．在科

的区系组成中，共包含热带成分６５科，达到种子
植物总科数的 ５３７２％；温带成分 ３０科，占
２４８１％．而属的区系组成中，热带成分共１４３属，
占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４４９５％；温带分布属 １３２
属，占总属数的４１５０％．表明昆明某高校校园种
子植物区系不但具有丰富的热带成分，还包括相当

数量的温带成分，这与该校校园所处的亚热带地理

位置相吻合．
３）校园生境较为简单．该校校园植物区系的

属种系数相对较高，为７３２７％，说明其生境较为
简单，可能与栽培植物的来源多样性密切相关．因
此，该校可以对校园的小生境进行适度改造，以提

高其异质性，并适当引入昆明本土植物．
４）外来入侵植物值得警惕．该校地处亚热

带，其优越的水热条件对外来植物有较高的包容

性，一些有意或无意进入的入侵性强的植物，在校

园内能够很快占据生境，大量繁殖并扩散．因此，
今后进行校园绿化时应注意：不要引入具有入侵性

的植物；对于１年生观赏植物，可以适当增加温带

性区系成分的植物，在亚热带的校园环境中，因不

是其最适生境，可以有效控制其扩散；因科研需要

而栽培的入侵性植物，尤其需要防止其逃逸．
此外，本调查结果还建立了电子植物标本库，

可为植物学以及农学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以及资

源利用提供便利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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