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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木本植物区系是支撑区域生态安全的极其重要的资源，是林学基础

研究和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注森林，开展区域木本植物区系及其

驱动力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科学与现实意义。 包括木本植物种类在内的

物种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易观察和最适合研究生物多样性的生命层次。

同时，木本植物区系支持其他关联生物类群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提供野

生动物栖息生境、食物与繁殖条件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因

此，研究人类活动对森林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森林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

之间的关系对于管理并开发森林资源意义重大 。

雷州半岛在中国森林区划中属北热带森林带的琼雷森林区;在城市

园林绿化树种区划中属热带绿化区的广东南端及海南岛分区;地带性典

型植被为热带季两林，植物区系以边缘热带成分为主，才真印度马来西亚

植物区系的热带北缘类型 。 雷州半岛(湛江市)属于植物区系研究中应

重点开展的区域，也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02 年启动的

"经典生物学分类倾斜项目"研究领域。它是我国热带区域的一部分和

台风频发区域。 但是，雷州半岛这种顶级原始森林类型随着橡胶、甘羔

等热带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已经消失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现仅存约

200 公顷的地带，性次生林并呈零星分布 O

本书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记录雷州半岛木本植物区系 135 科

549 属 1053 种 2 亚种 37 变种，其中野生种类 103 科 317 属 543 种 2 亚种

19 变种，栽培 94 科 286 属 510 种 18 变种(见下页表) ;分析研究了区

系特征及其驱动力，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其区域树种资源保护的建议，为

当地树种管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依据，也可为林学、园林、森林保护、生

物和植物保护等相关专止师生提供学习参考 O 本书参照中国植物志及广

东省植物志进行种类鉴定。 裸子植物系统按中国植物志第七卷(郑万钧

系统)排列;被子植物系统按哈软松系统排列 O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雷川半岛木本植物区系变

迁及其驱动力研究(编号 31170511 ) "及其广东海洋大学配套经费(编

号 C12185 )的全额资助 。 同时，本书参考了《中国植物志 )) (中文版和

英文修订版相关卷册)、 《 广东植物志)) (1~ 1O卷)、 《 广东植物名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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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植物多样'性编目)) ~中国树木志〉和〈乐昌植物志》等全国和地

方植物志，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参加撰稿或树种补充的还有叶华谷、

曹洪麟、谢耀坚、吴志华(桃全娘科)、胡晓敏(木兰科)、王裕霞

(竹亚科)、高秀梅、吴细、吴刘萍、陈燕、张国武、刘付东标、林广旋

等专家，黄剑坚、王保前、王秀丽、莫定呜等研究生和潘键楷、刘沛

奇、林宏业、黄敏聪、徐峻、张可信、邓春咏、廖盛杰 、 王妙英、陈婉

颖、罗小燕、袁蕴芝、曾 J J、清、熊昕兰 、 手l、高明等本科生参加了野外标

本采集工作;本地区植物区系研究人员、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事业单位提

供了宝贵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不当与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指

正，以供再版时修订。

雷州半岛木本植物区系统计

分类群 来源 科 属 种 亚种 变种

野生植物 3 3 4 o 。

裸子植物 外来植物 9 26 41 O 3 

小i十 9 26 45 O 3 

野生植物 95 302 516 2 17 

双子叶植物 外来植物 81 230 416 O 15 

小i十 121 487 932 2 32 

野生植物 95 302 516 2 17 

被子植物 单子叶植物 外来植物 81 230 416 O 15 

小i十 121 487 932 2 32 

野生植物小计 99 314 539 2 19 

外来中直物小i十 85 260 469 O 15 

小i十 126 523 469 O 15 

各分类群合计 135 549 1053 2 37 

借此书向致力于树种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的同仁们表示崇高

敬意 O

韩维柿、

201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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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川、|半岛自然地理概况

嚣-噩 噩州茸圄自器皿理跚盟

1. 1 地理位置

雷州半岛 (109030'~ l I0055'E , 20012'~210万， N) 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它与其所归属的中国行政区划名称 湛江市的管辖区域相一致，陆地长约

140km ，宽 40 ~70km ，三面临海，北连大陆，东|国南中国海，西接北部湾，南隔

宽 18 ~ 33km 、长 80km 的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面积 12 470km2 ，为我国第三大

半岛(图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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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t也质地貌与土壤

雷州半岛地理范围包括典型的半岛部分及其北部的廉江市丘陵地区，地势比较

平坦，由北向南呈北高一中低 南高的龟背地形，最高山岭为海拔 382m 的叹峰

山章.其次是其附近的鸡笠峰 (349m) 、根竹峰 (262m) ，形成廉江市北部丘陵;半

岛中北部以螺岗岭为最高，海拔 232. 8m; 半岛南部以石出 11传为最高，海拔 259 日1 c, 

丘陵占两成，冲积平原和台地占八成。

在距今 5.67 亿~6 亿年的早古生代寒武纪早期，雷州半岛曾有广阔的战海c

距今 1.8 亿----- 2 . 25 亿年的中生代三叠纪，地壳经历了强烈印支运动，沧海变换为

陆地，雷州半岛全部露出水面e 到l距今 O. 7 亿气. 1.80 亿年的中生代保罗纪早期至

白圭纪晚期，强烈的燕山运动，形成一系列北西向和东西向的断裂构造，使经过南

皱的古生代地层切割成若干断块;在半岛中南部表现为地壳大幅度下降.一系列北

东向和北西向的深大断裂出现.井产生了湛江凹陷、螺岗岭凹陷 、 纪家凹陷、乌石

凹陷、锦和凹陷、迈陈凹陷、东海凹陷、雷北凸起、雷南斜坡大致轮廓 。 在新生

代电由于受到中生代晚期地壳运动影响，地壳的升降运动和断裂活动仍不断发生，

使半岛的中南部陆地面积进一步拓宽，下第三纪至上第三纪湖泊相一一海陆交互相

滨海相一一战海相沉积u 到第三纪末期，由于受到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加居1]

了雷琼断裂的沉降和海水入侵，使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分离、形成琼州海峡号之后，

第四纪地壳运动造成地壳的进一步升降和断裂活动.以至形成地下深处火山熔岩

流、熔岩和火山碎屑物大量溢出地面，经冷凝后构成规模大小不等的盾状、丘状熔

岩山 。

雷州半岛岩石种类有玄武岩(为大面积火山岩) 、 花岗岩(约 30km 2 )、 I昆合

岩(约 3km~) ~ 

根据戚因和形态类型，雷州半岛地貌分为 4 个成因类型 12 个形态单元. 。火

山地形 (， 雷州半岛多火山，玄武岩台地面积为 3136km 2 ，火山 76 座.台地 66km~ , 

为第四纪晚更新世火山喷发活动遗迹。依其分布、形态可分为雷北火山群、雷南火

山群和火山岩岛屿。②剥蚀侵蚀地形，相对高差 20 --- 80m 。 由 于 切割强烈，滑坡、

冲沟特别发育，地形崎岖不平。 ③侵蚀堆积地形，地面标高 10 ----- 50m ，地形平坦 c

④海成地形，一般标高小于 10m ，包括海蚀阶地、海积平原 、 海风成砂堤砂地、海

漫滩"
陆地为花岗岩或砂页岩酸性砖土壤或赤红壤、水稻土，浩海为滨海盐土、砂土

和红树林酸性硫酸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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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军气候特征

北热带悔洋性特色明显，季风明显;夏季长，夏无酷热.春秋相连:从 4 月上

旬至 门月上旬为夏季， 1I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为秋季和春季;热量资惊丰富，历年

年均气温 22. 8 ~ 23. 5"C .年累积温度 8309. 2 ~8518. 8~:; 雨量尚丰， 雨季长，但

地域与季节上降雨差异显著，变率大，雨量分布东北部多西南部少，全年平均降雨

量 1396. 3 ~ 1759. 4mm ，雨季 (4 ~9 月)长达 6 个月;光照充足，年日!照总时数

1816. 8 ~2073. 5h; 低压、热带风暴、台风登陆影响频繁η

1. 4 土地利用与森林植被

雷州半岛共已开发利用耕地、林地、水域等约 10 1. 27 万 hm' .其中耕地 33. 13 

万 hm2 ，林地 31.67 万 hm' .园地 8. 87 万 hm' ，牧地 10. 53 万 hm' .水域门.07 万

h旷(其中滩涂 9. 2 万 hm勺。陆地水面(水库、山塘、池塘、江河、河涌和旧河

床水面) 7.93 万 hm 2 0
雷州半岛现有森林覆盖率达 27 0/c 主要森林类型有:村落次生季雨林约 50

hm
2 ;沿海红树林约 9 000 h 日12; 常绿阔叶林约 1500 hm 2 、各种桂树 ( Eu.calypl u.s 

叩p. )人工用材林约 200 OOOhm' ;木麻黄 ( Cas川rUUL 叫uisetij(JliαLinn. )人工防护

林约 I1 400hm'; 人工松林( P川/..\叩 p. )约 10 OOOhm'; 龙眼 ( Dimοcurpus 10咆αn

LOllJ'. )、荔枝 ( LÎtchi chine川is Sonn. )、黄皮 ( Cluωr川 la川川n (Loll l'. ) Sk""ls) 、

木波罗( Artocr.叩IlS helerophyll川Lam. )、芒果 ( IHu叩ifera indica Linn. )、阳桃

(A附rhoa carambola Linn. )等热带果树林约 2 500 hm'; 竹林约 2 160 hm' 嘈 其他林

地为园林树种人工林和m林荒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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