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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I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东莞植物志》《东莞珍稀植物》及《东莞园林植物》三本专著将付梓问世。欣闻及此，

特以作序。

分管林业绿化工作多年，我深切感受到：植物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而且是生态平衡、环

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进而言之：树，是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绿，是家庭的生活文明指标。

东莞地形复杂，自然条件优越，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全市林业用地面积61 400公顷，植物种类达

1 630种，珍稀植物l 15种，它们是东莞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取胜，以绿为魂”。近年来，东莞市委、

市政府在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建设“山、水、林、城融于一体的宜居生态城市”

目标，大力开展城乡绿化建设，着重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共划定了1 103平方公里的生态绿线，规划

建设了总面积303平方公里的大岭山、大屏嶂、银瓶山、黄旗山等六大森林公园，规划了灯心塘、马山等

四个自然保护区，实施了20．5万亩封山育林工程，开展了3 940株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程。经过多年努力，

全市森林资源总量持续增长，森林覆盖率达36．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5．21平方米。由此，使各种植被、

珍稀植物、野生动物等自然生态资源从源头上得到完好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文明指数得到不断提高，环境竞争力、生态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得到充分提升。

同时，绿化还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东莞为岭南古邑，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先

后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和“广东省林业生态市”，

在城市绿化建设工作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然而在这之前，尚未有关于东莞地区植物区系、物种多样性或者野生植物资源的全面研究资料。林业

部门作为生态绿化建设的主力军，多年来一直重视植物的调查研究工作，2007年3月开始，在市政府的主

持下，特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共同合作，全面系统地调查、采集、鉴定了东莞植物种类，并参考前人

的研究资料，首次编辑出版了《东莞植物志》《东莞珍稀植物》及《东莞园林植物》三本专著，其价值和

意义可概括为“一科二文”：

这是东莞植物全面权威的科学记录。这套书的出版，填补了东莞长期以来缺乏全面植物资料和植物志

的空白。尤其((东莞植物志》作为我国较早编辑出版的地级市植物志，是介绍东莞植物资源最基础、最详实、

最权威的植物学资料，为林业科学研究提供了客观参考，为市民认识植物、了解大自然提供了重要工具。

这是东莞植物文化的基础性资料，也是东莞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展示。这套书的出版，为东莞的植物

文化这一独特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乡邦文献。尤其是一些珍稀濒

危植物，种类之丰富、数量之众多、保存之完好，在珠三角地区实属罕见，这从侧面反映了东莞多年来生

态保护工作到位、效果良好。这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鞭策，要求我们必须继续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长

期不懈地保护植物、保护生态、保护家园。因此，这套书还是东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献，并为强化公

众生态教育、宣传普及生态意识、提升市民生态认识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支撑，展示了东莞的文明城市魅力。
这套书在体例上也有新的突破。一般的地方性植物文献，或单纯称“植物志”，或突出“珍稀植物”“园

林植物”等专题内容，而这次东莞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东莞林业局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一

次性将《东莞植物志》《东莞珍稀植物》及《东莞园林植物》三本专著全面推出，有合有分，既全面展示

了东莞的植物概况，又突出重点地介绍了珍稀植物和园林植物，便于研究、阅读和查索。

“三木成森”，这三本专著的编印出版，有如林木成荫，带来缕缕绿风。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东莞林业

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共同努力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从
而进一步建设好绿韵悠扬的宜居新东莞，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 0 4
窟和柩

9-010年1月



序II
东莞市位于中国东南部，地处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东北部和东江下游，与广州、惠卅I、深圳接壤，毗邻港澳，

处于穗港经济走廊中间，是广州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东莞的经济平均每

年以22％的增长率蓬勃发展，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三十强城市之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东莞属珠江、东江；中积平原，土地肥沃，濒临南海，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地理

和气候条件优越，相当适合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因此，东莞孕藏着丰富的植物资源。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统

计，东莞拥有野生维管束植物l 600种以上，这些丰富的植物资源，对维持东莞地区的生态平衡、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对东莞的植物资源一直缺少全面而系统的

调查研究。2007年3月开始，东莞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开展科研合作专项“东莞植物资源调查

与专著编研”，对东莞的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并参考前人的研究资料，

编辑出版了《东莞植物志》《东莞珍稀植物》及((东莞园林植物》三本专著，填补了东莞长期以来缺乏全

面植物资料和植物志的空白。

植物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决策信息库和基础性科学研究资料。《中国植物志》历经半个世纪，由中

国四代科学家辛勤耕耘，通力合作，80卷126册已全部出版。这一成果荣获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我园的分类学家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一卷册的编研工作。此外，我园于1956年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

部地方植物志——《广州植物志》，随后陆续出版了《海南植物志》(共4卷)、《广东植物志》(共9卷)、((乐
昌植物志》(上下卷)、(《澳门植物志》(共3卷)、《香港植物志》(共4卷)等一系列地方植物志，还承担了《深
圳植物志》及((Flora of China))((Flora of Thailand》《Flora of Malesiana))及CFIore du Cambodge du Laos et

du Viet—Nam))中部分卷册的编研工作。最近，我园在建园80周年之际进行了国际评估，评估委员会一致

认为我园已跨入世界一流植物园的行列。今后我园将继续重视经典分类学的研究，充分利用我园多学科的

优势，立足华南、面向东南亚、辐射世界同纬度地区，面向国家需求和地方需求，着力开展基础性、战略

性和前瞻性的科技创新工作，在国家战略植物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为我国未来

生物产业及生物经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

《东莞植物志》作为东莞植物分类学专著，是东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植物志，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东莞植物资源的本底面貌，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实际应用和科普教育方面的价值

和功能。它不仅为东莞的植物分类和植物区系的研究、全国植物志的编写以及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资料，而且为东莞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并为农业、林业、畜牧业、

园林园艺、医药卫生、环境保护、海关等部门的教学、科研、管理以及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讯和依据。

《东莞植物志》是在进行大规模野外调查，大量采集标本和拍摄照片，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

上编写而成的，几乎每种植物都有凭证标本，绝大多数种类都附有精美的彩色照片，文字简明扼要，包含

了许多新资料、新内容，利于各类读者阅读。该书的出版必将对植物学的研究，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

理开发利用，以及宣传和普及植物学知识，提高全民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人相信本套书的出版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此，对该套书的编著者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

衷心的钦佩和祝贺。
谨以为序。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研究员墩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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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
的珠江三角洲。东莞地处东经113

o

3l’～l 14
o

15 7，北纬
22。39 7-23。09’，辖莞城、南城、万江、东城4个街道及石碣、
石龙、茶山、石排、企石、横沥、桥头、谢岗、东坑、常平、寮步、
大朗、黄江、清溪、塘厦、凤岗、长安、虎门、厚街、沙田、
道滔、洪梅、麻涌、中堂、高彬、樟木头、大岭山和望牛墩28
个镇。最东是谢岗的银瓶山，与惠州市接壤；最北是中堂大坦乡，
与广州市、惠州市隔江为邻；最西是沙田西大坦西北的狮子洋

中心航线，与广州市隔海相望；最南是凤岗雁田水库，与深圳
市相连，毗邻港澳，处于广州至深圳经济走廊中西间。东西长
约70．45公里，南北宽约46．8公里，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

公里。
东莞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以丘陵台地、；中积平原

为主，丘陵台地占44．5％，冲积平原占43．3％，山地占6．2％。
东南部多山，尤以东部为最，山体庞大，分割强烈，集中成片，
起伏较大，海拔多在200-600m，坡度30。左右，银瓶山主峰高

898．2m，是东莞市最高山峰；中南部低山丘陵成片，为丘陵台
地区；东北部接近东江河滨，陆地和河谷平原分布其中，海拔
30～80米之间，坡度小，地势起伏和缓，为易于积水的埔田区；
西北部是东江j中积而成的三角洲平原，是地势低平、水网纵横
的围田区；西南部是滨临珠江口的江河j中积平原，地势平坦而
低陷，是受潮汐影响较大的沙咸田地区。

东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无冬，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温差振幅小，季风明显。年平均气温为23．1℃，年极端最
高气温37．8℃，年极端最低气温3．1℃。一年中最冷为1月份，
最热为7月份。日照时数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l 873．7小

时，占全年可照时数的42％。一年中2-3月份日照最少，7月

份日照最多。雨量集中在4~9月份，其中倘月为前汛期，以
锋面低槽降水为多。7~9月为后汛期，台风降水活跃，常受台风、
暴雨、春秋干旱、寒露风及冻害的侵袭。

东莞市地形复杂，气候条件优越，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61 40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36．5％。但是，

长期以来，东莞从未进行过全面、深入的植物资源调查，其植
物资源一直处于家底不清的状况中。仅据《东莞县志》记载，

东莞主要野生植物有：树类114种、竹类23种、内陆水域水

生维管束植物48种，水果类40多种、野生中草药89种，其

中著名的药用和材用植物土沉香(Aquilaria sinensis)是华南地

区的乡土植物，而以东莞产的为最佳，美其名日“莞香”。按

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推测，东莞市的野生植物资源应该非常丰
富，远远不止这些种类。

近十多年来，东莞周边的广州、香港、澳门、深圳、珠海、
英德、乐昌等均已进行了大量的植物资源调查等方面的科学研
究，并出版了不少植物专著和科学论文。这些工作对当地的经

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0 6

历史上的东莞植物资源丰富，植被类型多样化，广东省常见的
植被类型如常绿季雨林、常绿阔叶林、红树林、灌草丛等均在
该区有代表性的群落分布，组成种类多属典型亚热带植被的优

势科，如壳斗科、樟科、山茶科、大戟科、桃金娘科、杜英科、
山矾科、梧桐科等，并且更趋于热带性，是广东植被与植物区
系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关于东莞地

区植物区系、物种多样性或者野生植物资源全面的研究报告。
基于植物本底资源状况进行植物物种多样性与现状评价是

东莞市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要达到目标明确化、决策
客观化、发展科学化的重要前提，因此，从维护生态平衡和改
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出发，
有必要对东莞市的植物资源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东莞市林业局多年来一直重视植物的本底调查研究工作，
并于2007年3月特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开展科研合作专

项“东莞植物资源调查与专著编研”，对东莞的植物资源进行了
首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东莞的植物研究概况
东莞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关于东莞植物的资料记载

和相关研究却很少。东莞最早的植物资料记载始于元朝大德年

间的《南海志》，从明朝天顺年间至民国初期的Ⅸ东莞县志》

对东莞的农作物、观赏花卉及中草药有一定的记载，共有树类

114种，竹类23种，内陆水域水生维管束植物48种，水果类

40多种，野生中草药89种。最早的植物研究始于1976年，广

东植物研究所在省内组织和开展了大规模的植被调查，其中也

包括东莞范围内的植被概况，重点对其主要的植被类型和典型

群落成分、结构等进行了较为粗略的描述，阐明了东莞市地处
南亚热带，受季风海洋性气候影响明显，其丰富的水热资源为

植物多样性的发育和基因进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对东莞的
一些典型性群落如常绿阔叶林的黄樟-青冈一黄杞、越南山龙眼一

鸭脚木等群落进行了概述(广东植物研究所，1976)，之后也
对该区的一些丘陵地段进行过相关的调查(广东省科学院丘陵

山区科学考察队，1991)，但是这些调查研究仍不够全面，不

够系统，也不够深入。王登峰等首次(1999)对该区的主要植

被类型与群落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将东莞市的植被分

为典型常绿阔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常绿灌丛、红树林、草
丛、沼生植被、竹林、人工林等10个植被型以及红花荷一蕈树-

壳菜果、山乌桕一鸭脚木、木荷一樟树一降真香、华润楠·乌榄-

猴耳环、水翁·猴耳环-假苹婆群落等共25个植被类型，并对
该区的生态公益林建设提出建议。此后，也有一些关于东莞市
的植物资源与专类研究的著作及文献报告，如东莞市绿化委员
会和东莞市林业局联合编写的Ⅸ东莞古树名木大观》(2003)：
杨加志等(2004)对东莞大屏嶂森林公园的植被进行了较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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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调查，将其划分为5个类型、8个亚型，由此提出了林分
改造的对策；刘颂颂等(2005)对大岭山村边自然次生林(即
“风水林”)的群落物种组成、优势种、物种库等现状进行了报
道；随后又对该区范围内的主要风水林群落作了进一步的介绍，
并对风水林的问题和保护提出建议(刘颂颂等，2007)；廖业
佳(2007)对该区的药用、观赏、绿化、用材、油脂、芳香等

植物资源及植被多样性做了简单阐述，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植
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刘世平等(2007)在分析珠江三角洲地
带的城市绿化建设配置及问题现状的基础上，论述了东莞用乡
土树种作为园林植物的潜在优势，并重点推荐了10多种该区
值得开发应用的乡土园林树种；黄练忠等(2008)也在研究东
莞清溪林场短萼仪花群落的基础上提出该种的观赏性状、资源
现状及保育措施。

除此以外也发表了一些定量的分析研究报告，如谭观朱等
(2006)在银瓶山自然保护区苏铁蕨集中分布的地段对该种进
行样方调查，详细分析了其群落特征；熊基舜等(2007)对清

溪林场杨桥坑内的植被类型和群落结构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
探讨；朱剑云等(2007)也对东莞林科园植被开展了生态评价，
在野外样方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库构建、数据分析及
建模等，评价了目前东莞林科园的植被和土地利用状况。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东莞植被、植物多样性方面进行过一
些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文献及著作，但是，东莞的地形地貌复
杂，地理和气候条件也较优越，尚有许多丘陵、山地、沟谷等
地段未开展过调查和研究，且许多调查还不够全面、深入，还
未见有关于东莞全市范围内的植物区系，植被类型、群落类型

及珍稀濒危植物等植物资源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及专著。因

此，东莞的植物物种多样性还需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东莞的植物区系
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在东莞共采集到标本4

000多号，共调查到野生维管植物l 630种(含种下单位)，隶

属210科，805属，其中蕨类植物125种，37科，66属；裸子
植物7种，5科，5属；被子植物l 498种，168科，734属，

其中双子叶植物143科，556属，1135种，占全区种数的

69．63％，单子叶植物25科，178属，363种，占全区种数的
22．27％。各大类群的科、属、种数量及其在广东区系和全国区
系种所占的比例见下表：

东莞植物区系的组成统计

组成统计 占广东区系比侧(％) 占中国区系比例(％)

分樊群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类檀物 37 66 J25 67．27 49。25 27．25 58．73 28．70 4．8l

种子檀铂 173 739 1505 77．23 50．76 28．48 72．69 23．25 5．27

从表1可以看到，在东莞的植物区系中，虽然东莞占据广

东省面积的比例不大，但是蕨类植物的科数却占广东的315以

上，种子植物占3／4以上；属数蕨类和种子植物都占了112左

右，种数二者都占了l／4以上。相对于全国维管植物区系来说，
蕨类植物科数占据全国的l／2多，属数占l／4以上，种子植物科
数占了约l／2，属数占l／4。由此可见，东莞的植物区系组成种
类还是十分丰富的。

东莞植物区系中，所含种类达lO种以上(包括lO种)的
科共计45科。其中禾本科，菊科、莎草科、蝶形花科、茜草科、
大戟科、兰科、桑科、蔷薇科、马鞭草科、樟科、茶科、壳斗科、
紫金牛科、旋花科、爵床科、百合科、玄参科、唇形科、含羞

草科、蓼科，苏木科、忍冬科、锦葵科、葡萄科、夹竹桃科、
鸭跖草科、天南星科、苋科、荨麻科、冬青科等所含的种类均
在10种以上，它们显然都是在本区自然条件下的适生类群，这
些科所包含的部分种也在群落的各个层次中占相对优势。从这
些科的现代分布来看，禾本科、菊科、蔷薇科、百合科、唇形
科、旋花科、莎草科、玄参科、苋科、鼠李科属于世界广布科，
占含10种以上科总数的22．2％；蝶形花科、樟科、茶科、壳斗
科、榆科、茜草科、大戟科、兰科、桑科、马鞭草科、桃金娘
科为泛热带分布，占含10种以上科总数的64．4％，它们所含的
种类在该区的群落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为群落中各层次的优势
种，并对本区植被群落的结构及其特征起着重要的作用；姜科
为热带亚洲分布；紫金牛科为旧世界热带分布；蓼科、忍冬科、
毛茛科和金缕梅科的许多种类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值得一提

的是，在所含种数少于IO种的科中，如五加科、安息香科、千
屈莱科、山龙眼科、菝葜科等，尽管在本区系中种类不多，不
是居于主要地位，但也在该区的植被组成和成分上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它们也体现出了该区植物区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按照所含属数占世界属数的比例从大到小排序，东莞的表
征科(比例大于10．0％)依次为：山矾科、壳斗科、马鞭草科、
忍冬科、金缕梅科、榆科、冬青科、莎草科、茶科、木犀科、樟科、
鸭跖草科、旋花科、荨麻科、桑科、梧桐科、紫金牛科、含羞草科、
姜科、苋科等；而按所含种数占世界种数的比例从大至小排列，
东莞的表征科(比例大于1．0％)依次为：金缕梅科、榆科、茶

科、壳斗科、山矾科、马鞭草科、木犀科、忍冬科、冬青科、
鸭跖草科、莎草科、葡萄科、苋科、紫金牛科、旋花科、荨麻科，
禾本科、樟科、鼠李科、姜科、蔷薇科等。通过比较表明，禾
本科、菊科、蔷薇科等在本区所含种数最多，但是它们与世界
区系种数的比值却较低，而优势科金缕梅科、茶科．山矾科等
包含的种数相对较少，但是与世界区系种数的比值却较大，应
列为东莞地区植物区系的表征科。

综合以上对东莞种子植物科属的分析可以看出，东莞植物

区系的地理成分还是比较复杂多样化的，以热带亚热带成分为

主，占总数的3／4以上，也包含了一些典型的热带科属和少数
在系统发育上相对较为原始或进化的科属。热带亚热带性质的
科属不仅所含的属或种数量多，而且在该区的森林群落中也占
据绝对的优势，而温带分布的科属虽然在该区也有一定的分布，
但是所占的成分比例较小，在植物群落中多以伴生种的形式存

在，且一些温带属的分布也延伸至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反映出
该区由于地处热带边缘地区，中国的热带亚热带成分占了相当

大的比重，具有较强的热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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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种子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关系中，
与广东封开黑石顶的关系最为密切，属的相似性I手旨数为64．4％，

种的相似性指数也可达43．1％，与广西弄岗和海南甘什岭的关
系次之，而与湖南云山的关系最弱，这是与地理位置以及气候
带等的影响相关的。东莞的植物区系隶属南亚热带植物区系，
具有从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性质。

三、东莞的植被
历史上的东莞是森林茂密地区，低丘台地分布着热带性较

强的低地常绿季雨林，组成种类多样而富于热带性(广东省植
物研究所，1976；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1980)，但是，由于
东莞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建设对自然生境
的影响，再加上人口的剧增，人类活动的频繁，毁林开荒等，

原有的区域性植被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在植物区系特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东莞的植被和群落的

实地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按照广东省植被分类的系统，可以将
东莞的植被类型划分为以下几个大类型：
1．低地常绿季雨林

季风常绿阔叶林是南亚热带区域具有干湿交替气候下的一
种的地带性代表的森林植被类型，属于自然植被的原生顶极类
型。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原有植被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难于

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目前仅在东莞大岭山镇的

大沙村、鸡翅岭村和金橘村、清溪林场的杨梅坑、茶山镇的牛
过萌村等村落附近星散分布着一些次生林，俗称“风水林”，
是由原生植被受部分破坏而成或由次生林加上人工补栽等自然
演替恢复而成，属于原生低海拔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或称
低地常绿季雨林)的残余部分，组成种类复杂多样且趋于热带
性。优势科为樟科、壳斗科、茶科、桑科、大戟科以及山龙眼
科等，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树体高大，为群落的优势种和建
群种，其他的伴生科有茜草科、蔷薇科、蝶形花科、杜英科、
梧桐科、芸香科、桃金娘科等。群落多为斑块状，面积较小。
根据“中国植被”的植被区划，本地带属于南亚热带季风常绿
阔叶林地带的珠江三角洲栽培植被、蒲桃、黄桐林区(吴征镒，
1980；刘颂颂等，2005)。

该类型的群落外貌终年常绿，从季相来说，群落一般表现
为春季嫩绿、夏季墨绿、秋冬灰绿，冠形较广，且组成结构比
较复杂，林中存在不少攀缘木质藤本，也具有附生、寄生和老

茎生花及板根的现象，林冠不甚整齐，常有上层优势种的树冠
突出于林冠之上。其保留了原有乡郊地貌及生境，保留了丰富
的物种资源，特别是日益减少的一些低地植物树种。其组成主
要以热带性的常绿树种为主，植物物种比较丰富。

群落的郁闭度较高，可达75％--94％，林层结构明显，多
数可分为乔木上层、乔木下层(少数分为上、中、下3个亚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乔木上层多由越南山龙眼、臀果木、蓝树、
假柿木姜子、黄樟、榕树、银柴等组成，下层主要有阴香、红
车、白车、龙眼、木荷、白桂木、水石梓、假苹婆等组成，此
外还有华润楠、青果榕、乌榄、豺皮樟、布渣叶等，其中越南
山龙眼占绝对的优势，其次是木荷、银柴、白车等。乔木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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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lO～20m，少数达20m以上；胸径一般lO-20cm，一些树
龄较大的植株可达80-90cm。

灌木层占优势的种为罗伞树和九节，多呈均匀分布状态，
它们是群落灌木层的主要组成者，其他的灌木种类还有鸭脚木、
假鹰爪、朱砂根、红桂木、黑面神、桃金娘、华卫矛、粗叶榕、
箬竹、小果叶下珠、猴耳环等，还有榕树、越南山龙眼、木荷、
白车、阴香、假苹婆等乔木层树种的幼苗，局部区域还有一些

大型丛状的草本植物如穗花轴榈、金毛狗、艳山姜等，高度一
般在l～3m，覆盖度可达40％。

草本层除了乔、灌层的小苗以外，还有广东沿阶草、半边旗、

海芋、淡竹叶、莠竹，华南紫萁、二花珍珠茅、山蕾兰、小叶

海金沙等，覆盖度10％-40％。有的群落由于人为干扰比较大，

林下植物比较稀疏，草本层植物种类比较单一，如茶山镇牛过
萌村的群落几乎无林下植被。

林中的层间植物相对比较丰富，包括一些大型的藤本植物

如藤檀、山鸡血藤、紫玉盘、罗浮买麻藤、牛眼马钱、锡叶

藤、天香藤、香港瓜馥木、甘木通、青江藤等，有的径粗可达

10-15cm，同时攀缘于树干上并覆盖数株树冠，局部地段由于

各种藤本相互交错而使人难于通行；反而是附生植物所见不多，

偶尔有蔓九节、薜荔或者假药等附生于树干基部或者岩石上。

按照群落的不同优势种，将该类型群落划分为：

(I)越南山龙眼+罗伞树+九节+广东沿阶草+海芋群落

(2)越南山龙OLd+朱砂根+海芋群落
(3)越南山龙Otl+银柴+假鹰爪+海芋群落
(4)越南山龙眼+倒吊笔+阴香+海芋群落

(5)臀果木+黄桐+银柴+浙江润楠+半边旗群落
(6)臀果木+假苹婆+假药群落

(7)华润楠+乌榄+猴耳环+半边旗群落
(8)榕树+乌榄+假苹婆群落

2．典型常绿阔叶林

此类型是该区地域水平基带上的代表性森林植被，是反映
本区中亚热带气候条件的主要植被类型。组成本植被的主要树
种多数为常绿阔叶树，其中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的植物为主，

山矾科、冬青科、杜英科、杜鹃花科、金缕梅科、大戟科和茜
草科等科的植物也较为常见。群落外貌呈现绿色和浓绿色，在

典型的群落中，成层现象明显，结构复杂，乔木层可分为三亚
层，第一亚层的树冠基本连续，第二、第三亚层的树冠通常较小，

不连续，层盖度40％--60％。灌木层多数发育良好，以乔木层

的幼树为主，真正的灌木种类不多，常见的有杜茎山、柏拉木、
朱砂根、荚莲、毛棉杜鹃、粗叶木等。草本层以喜湿蕨类为主，
但并不十分茂盛，常见的有鳞毛蕨、狗脊、苔草、华山姜等，
在局部光照充足的较大林窗下亦有华里白、芒萁、淡竹叶等出

现。藤本植物和附生植物也有分布。苔藓植物较少，只在岩石
表面及树干下部有生长。根据乔木层的组成，有栲树林、罗浮

栲林、荷木林、五列木林等5个群落类型。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一种湿润性的亚热带森林，该区的常

绿阔叶林属于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南亚热带低山丘陵常
绿阔叶林，为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植被类型，主要分布在东莞



谢岗镇、清溪镇、樟木头镇等海拔500～800m的低山地林中，
是该区最主要的优势植被类型。主要是由樟科、壳斗科、山矾
科、金缕梅科、梧桐科、山茶科等所含的种类为主，如华润楠、
浙江润楠、罗浮栲、小叶青冈、厚叶山矾、光叶山矾、红花荷、

蕈树、假苹婆、木荷等，树高多为10m以上，胸径可达30cm

左右，乔木一般可分为2层，郁闭度75％-90％，林冠相对密集。
林下的灌木层主要还是以上层乔木的幼树为主，其中较常

见的树种有密花树、杜茎山、鸭脚木，粗叶榕、九节、朱砂根、
三花冬青、疏花卫矛、变叶榕、狗骨柴、鼠刺、桃金娘、展毛

野牡丹、黑面神、柃等，株高1～3m左右，郁闭度约20％。

由于乔木层郁闭度大，林内比较阴暗，林下的草本层组成
种类比较贫乏，生长稀疏，覆盖度约10％，主要有黑莎草、芒

萁、扇叶铁线蕨、狗脊、淡竹叶、珍珠茅等。

群落中的藤本植物较丰富，其中木质藤本比较常见，如龙

须藤、山鸡血藤、亮叶鸡血藤、锡叶藤、菝葜、罗浮买麻藤、

白背酸藤果以及海金沙等。

根据群落的优势种，分为以下5个类型：

(1)红花荷+鼠刺+鸭脚木群落

(2)木荷+黄樟+降真香群落

(3)短萼仪花+假苹婆+银柴群落
(4)小叶青冈+米槠+黄牛木群落

(5)华润楠+网脉山龙眼+浙江润楠群落
3．沟谷雨林

沟谷雨林主要零星分布于东莞山地的一些沟谷地段，如谢

岗银瓶山、樟木头及清溪林场的许多沟谷地段分布的森林群落

就属于这个类型。沟谷雨林群落内环境较湿润，光照充足，土
壤富含腐殖质。群落的外貌终年常绿，季相变化明显，林冠浓

密而呈深绿色。林内植物种类极为丰富，富含木质大藤本、木

质和草质附生植物，从而呈现一定的茎花、绞杀现象。按照群
落的优势种可分为以下4个类型：

(I)假苹婆+海红豆+五月茶群落

(2)水翁+假苹婆+猴耳环群落

(3)山乌桕+鸭脚木群落

(4)苏铁蕨群落

4．红树林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海湾、河口盐土上的常绿木本植物群
落，是热带海岸滩涂上特有的一种植被类型。红树林的主要成
分是红树科、马鞭草科和海桑科等的种类。世界红树林可以分

为两大类，即东方系和西方系，前者主要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

后者主要是美洲、西印度洋及西非海岸分布为主。统计结果显

示，东莞红树林种类约16科30种，其红树林的主要组成种类
是和中南半岛、菲律宾及印度等地共有，区系上是与亚洲东南

部关系最密切，且生态外貌、群落结构方面也与马来西亚的相

似，故东莞的红树林属于东方系(Hartmot Barth，1982；理查斯，

1959)。

此外，该区的红树林地处热带边缘，没有红树林最发达地
区的稠密高大外貌，再加上人为活动的干扰比较大，多数红树

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仅沿海岸小面积的少数红树林被保

存下来。目前主要在东莞的沙田镇、虎门镇南面村和上围村的

海边及长安镇的零丁洋海滩有红树林分布，且多数为灌丛林，

高约2～5m，结构简单，仅有灌木层，林下水中还有一些浮游
的草本植物。在林缘或者稀疏之地，常由老鼠 和莎草科植物
组成草本层。

红树林按照根据其群落生境及组成种类可分为海滩红树
林、海岸半红树林两大类型。
5．滨海沼生植被

东莞的沼生植被只有3个类型，即河涌上游的芦苇群落、
短叶茳芏(莞草)群落和长安海堤外的芦苇+短叶茳芏(莞草)
群落。
6．灌丛

灌丛是由于次生林被人为破坏后形成的一种次生性植被，
也东莞最常见的一种植被类型。根据其外貌和结构，可分为常

绿灌丛和灌草丛两大类。

6．1常绿灌丛

根据组成种类及优势种的不同，可分为4个群落类型：
(1)变叶树参+厚叶山矾+铁冬青群落
(2)映山红+榷木+车轮梅群落

(3)鸭脚木+银柴+鼠刺群落

(4)桃金娘+豺皮樟+野牡丹群落
6．2灌草丛

根据植物组成成分的不同，可分为：
(1)映山红+吊钟花+阳春扫帚菊群落

(2)桃金娘+黄牛木+豺皮樟群落
(3)桃金娘+岗松群落

7．草丛

东莞的草丛主要分布于大岭山、清溪、谢岗、大屏嶂等地

的山顶或山坡，面积较小。这些草丛多数为天然形成的，仅一
些分布于低海拔处的草丛是常绿阔叶林人为彻底破坏后形成
的。可分为以下3个类型：

(1)芒萁+鹧鸪草+蜈蚣草群落

(2)芒萁+灯笼石松+无根藤群落

(3)芒+白茅群落

8．竹林
东莞市的竹林面积约125．8hm。，主要分布于同沙林场、黄

旗林场、大屏嶂林场和企石、横沥等镇，分布于较低海拔处，

以撑麻青竹、青皮竹和黄竹为主，平均高度6—8m，主要伴生

种有彗竹、托竹，箬竹等灌木型竹以及一些草本植物如弓果黍、

毛颖草等。此外还有毛竹林、篌竹林、粉单竹林等，组成的种
类都比较单调。

9．人工林

东莞人工林植被包括以下5个类型：
9．1阔叶林

阔叶林是东莞各地普遍种植的人工林，主要有相思林、桉

树林两大类型，局部地区也有小面积种植的油茶林。由于相思

类植物具固氮作用，可增加土壤肥力，一般作为造林的先锋树
种，主要有大叶相思林、马占相思林、台湾相思林，少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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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种植有厚荚相思林、绢毛相思林等，群落的郁闭度多为80％
以上，高12—15m，多属中幼龄林，灌草层主要伴生植物有九节、
土蜜树、黑面神、马缨丹、弓果黍、淡竹叶、铺地黍等；桉树
林的林分结构稍微差于相思林，群落郁闭度60％-70％，乔木层
高约20m，由于其树干直立挺拔，生长速度快，也作为先锋树
种栽植，多为80年代后期绿化栽植的人工林，主要的种类有
巨尾桉、尾叶桉、窿缘桉、柠檬桉等，林下植物极少，仅零星
分布一些常见种，如九节，马缨丹、弓果黍、淡竹叶等；油茶
林主要在大屏嶂森林公园、清溪林场等地的低地山丘有人工种
植，林相整齐、郁闭度达65％，高约6m，林下植被较为稀疏，
仅有少量的野牡丹、了哥王、桃金娘、黑面神、土蜜树、假淡

竹叶、芒萁等种类，其中清溪林场内的油茶林栽植时间比较久
远，已逐渐向天然林演替，伴生种有枫香、乌桕、豺皮樟、黄

牛木、九节、玉叶金花、芒萁、二花珍珠茅、纤毛鸭嘴草等。
9．2针叶林

东莞的针叶林主要有马尾松林、湿地松林、杉木林，多数
为中龄林。其中马尾松林在东莞各地均有少量分布，林下伴生
种有桃金娘、豺皮樟、岗松、芒萁、乌毛蕨、蜈蚣草、纤毛鸭

嘴草、鹧鸪草等。有的马尾松林由于长期受到保护，群落中也

有一些野生阔叶种类侵入，如藜蒴栲、鸭脚木、木荷、甜槠栲、

白楸、山乌桕等。湿地松林属上世纪80年后期人工造林而成，

林下植被比较稀疏，包括芒萁、桃金娘、梅叶冬青、光枝米碎花，
乌毛蕨、华南毛蕨、华南鳞始蕨等。而杉木林主要分布于如大

岭山、清溪林场、大屏嶂林场等低丘下部和沟谷地段，面积都
很小。

9．3针阔混交林

针阔混交林主要是为改造马尾松林而增加人工栽植一些阔

叶树种形成的，多呈斑块分布，也有一部分是马尾松林混生了
一些被自然侵入的阔叶树种，如木荷、枫香、鸭脚木、黄牛

木、黄樟、米槠等长期演化而成的，如东莞黄旗林场及大屏

嶂森林公园的马尾松林等，高约10m，群落郁闭度相对较高，

80％～85％，林分相对复杂，灌木及草本层主要有桃金娘、酸藤果、
粗叶榕，三桠苦、山乌桕、野漆树、鬼灯笼、蟛蜞菊、鬼针草、
乌毛蕨、芒萁、淡竹叶以及少量的藤本植物如粪箕笃、海金沙、

菝葜、鸡矢藤等。这些针阔叶林的混栽或阔叶树种的侵入对提

高该类型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大的作用，可以有力促进改
造林分及生态环境，促使群落朝常绿阔叶林的方向演化发展。

9．4经济林

东莞的经济林面积较大，占东莞林业用地面积1／3以

上，主要以荔枝林和龙眼林为主，分布于各镇村庄周边及附近

的平地或者低海拔山地的山脚等。果树林比较稀疏，覆盖度

50％---60％，高3-5m，林下植被稀疏，种类较少，主要是一些
草本植物，如狗牙根、狗尾草、画眉草、竹节草等。此外，还
有一些其它经济林，如橡胶林、茶叶林，白兰林、芒果林、杨
桃林、香蕉林等。

9．5苗圃

东莞的一些林场、保护区或者经济林周边也会有一些苗圃，

主要种植黄樟、香樟、小叶榕、红花荷、海南蒲桃、乌桕、山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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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钱柳、马尾松、桉树和刺葵、鱼尾葵等棕榈科植物种类，用

于供应该区各地的城市建设和绿化用苗。

四、东莞的珍稀濒危植物
东莞早期由于人口的剧增，工农业生产及城市化建设的高

速发展，大面积原生森林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导致了部分植

物的种群数量和种群规模逐渐减少，处于受威胁状态或面临灭

绝的境地，如上世纪50年代在东莞进行植被调查时发现的东
莞润楠在最近的植物调查中一直未被发现，在本次的大规模植

物种类调查中也未见其踪影，我们推测可能已经消失；东莞早

期红树林分布范围很广，物种资源极为丰富，但是近几十年来

湿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导致了红树林种类逐渐消失；东莞特产、

极具药用价值的莞香(又名“土沉香”)目前其野生植株也仅

存零散分布的幼龄植株，大树已寥寥无几，陷入极为濒危的境

地。因此，对东莞的珍稀濒危植物进行调查研究并列出其优先

保护名录就显得尤为必要。

根据最新的调查成果，东莞共有国家级保护和广东省级保

护植物16种，其中属国家二级保护的植物有金毛狗、桫椤、

水蕨、苏铁蕨、华南五针松、樟树、土沉香、普洱茶、大苞白

山茶9种，属国家三级保护的有穗花杉、粘木、白桂木、龙眼

和巴戟天5种，属广东省级保护的有乌檀和三尖杉2种。东莞

还有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名录的兰科

珍稀植物40种。

通过对该区维管植物区系的调查，并根据野外采集标本的

数量及部分稀有植物种类不同海拔、不同生境的样方资料统计，

对东莞维管植物的现状按照IUCN的濒危物种评估标准进行评

估，建议将该区一些数量比较稀少、尚未列为国家或省级保护、

具有重要的药用或材用、观赏、学术、经济等价值的珍稀濒危
植物种类列为东莞市重点保护植物，共计32种，其中蕨类植

物有干层塔、瓶尔小草、福建莲座蕨、广西长筒蕨和网藤蕨5

种，被子植物有木莲、野含笑、海风藤、光叶紫玉盘、东莞润
楠、信宜润楠、丝铁线莲、尖叶唐松草、单叶铁线莲、北江十
大功劳、大血藤、通城虎、黄花远志、香港远志、香港凤仙花，

广东紫薇、绞股蓝、紫背天葵、小果核果茶、大果核果茶、尖
萼厚皮香、条叶猕猴桃、短萼仪花、红冬蛇菰、尖苞帚菊、华

重楼和纤草27种。

五、《东莞植物志》的编写和出版
本版((东莞植物志》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与东莞市林

业局、东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东莞市植物园的科研合作专项
“东莞植物资源调查”的科研成果之一。研究人员从200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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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植物志F10m ofDongguan

附生或土生蕨粪。根生于主茎基部。

主茎短，直立或斜升，等位二歧分枝。
叶螺旋状排列，能育叶与不育叶同形或
较小而多少呈二型，质厚，龙骨状．仅

具中脉。孢子囊单生于能育叶腋间，横
野形，生于枝的全部或上部，偶成为多
回二歧分枝下垂的线形囊穗；孢子具蜂
窝状孔穴的纹饰。

2属，约300种，广泛分布于全球。中

国2属，48种，l变种；东莞1属，1种。

土生。茎直立。不育叶披针形或线形．

草质或纸质，有光泽，螺旋状排列；能
育叶与不育叶相似。孢子囊生于枝的全
部或上部，形成连续的直立囊穗；孢子
三棱形。

约100种。中国25种，1变种；东莞1种。

燃“藜隧，攀|耋餮 ’’篱引
多为丛生草本。枝直立或基部平卧，

单生或多回二歧分枝，上部常有芽胞，
高达20cm。叶纸质，具短柄；不育叶
妓针形．大小不一，排列不整齐，长
I～2 5cm，中部宽2～5ram，具不整齐的粗

尖锯齿，仅具中脉，明显，凸起；能育
叶与不育叶同型，绿色，生于枝的全部

或上部。孢子囊肾形，腋生，淡黄色。
产于东莞谢岗(银瓶山)。生于山坡

林下沟谷阴湿处。亚洲其他地区也有分

布。分布千中国东北和长江以南各省

地。中国5属，18种；东莞2属，2种

藤本植物，主茎地上部分攀缘：囊穗双生，
每簇6—12个排成复圆锥状

1藤石松属Lycopedi_strum
非藤本植物，主茎地上部分直立，囊穗单生，
成熟时下垂或外折 2灯笼草属Palhlnhae．

大型土生植物。地下茎长而匍匐。地
上主茎木质藤状，攀缘长达数米，圆柱

形，具疏时；叶螺旋状排列，贴生，卵
状披针形至钻形，无柄，先端具芒或芒

脱落。不育枝柔软，黄绿色，圆柱状，
每回不等位二叉分枝；叶形变化大，
下部的绿色或带紫红色，钻形，长约
3ram，先端具长发丝，上部的鳞片形，

长约1mm。能育枝柔软，红棕色，小枝

扁平，多回二叉分枝，叶稀疏，贴生．
鳞片状，无柄，先端具芒。孢子囊穗多
个生于枝端，排列成圆锥形，红棕色；
孢子叶阔卵形，覆瓦状排列，先端具长
芒，厚膜质；孢子囊生于叶腋，内藏，
圆肾形，黄色。

仅1种。中国1种；东莞1种。

特征与属

东莞偶见

曲，顶端芒尖状，常向下，卵形至卵状
圆柱形，无柄；孢子叶覆瓦状排列，干
膜质，卵状菱形，边缘流苏状，顶端芒
状。孢子囊穗单生于枝顶，无柄，下
垂，椭圆状圆球形；孢子具网状纹饰。

1种，40余变种，广泛分布于世界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中国1种，长江以南常
见：东莞1种。

草本，高达lm。主茎地下部分横走：
地上部分直立，长lO～40cm，偶伸长而
近攀缘状，粗壮，圆柱形，具纵棱，
淡绿色，下部不分枝，上部分枝密，为
不等位的二歧分枝，分枝直立或下弯，
偶匍匐地面而形成新的植株。叶二型；
不育枝上的叶钻形，长3～4mm，宽约
0 2mm，先端芒状，全缘，在主茎上呈
稀疏的螺旋状排列，在倒枝上呈密集的
多行排列；能育叶三角状卵形，长约
2ram，宽约o 6mm，先端芒刺状，边缘
流苏状，膜质，覆瓦状排成囊穗；囊
穗单生于小枝顶，椭圆形或卵形，长

3一I 5mm，无柄，成长时下弯或外折；
孢子囊圆肾形，黄色，腋生；孢子近圆

区。地血南活华筋于舒产能主，

．药。区^品省草用各全织

南

蘸

以

制发■，的匐盥溆

立枝，上直分栋向主二新上。匣生茎篙菲生豇根排黯一年悼支形

柱而单

界世

，序柄

于

生花无

布

顶荑，

分

穗柔形

爱囊呈肾乳广％勰辄。顶子畦每骝菇瑚状生上．匿旋接柄喊，

曝直总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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