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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几代人前赴后继的野外科考和孳孳不息的伏案整理, 福建植物多样性调查及保护工作历久弥新。为全面更新和了解

福建省维管植物资源的现状, 近年来已开展的福建省维管植物多样性相关调查与科考工作成果亟需进一步梳理和呈现。本文

在《福建植物志》(1982–1995年)的基础上, 通过收集文献、考证标本、查阅相关志书及数据库, 并结合笔者及众多一线调查

工作者的野外调查结果, 依照维管植物最新的分类系统(APG IV系统、杨氏系统、PPG I系统)整理出福建省维管植物名录, 包

含科属信息、中文名、拉丁名、物种的省内分布及数据来源等信息。结果显示, 福建省野生、归化及栽培维管植物共计256

科1,807属5,587种(其中野生植物231科1,402属4,550种), 其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32科102属414种, 裸子植物10科38属76种, 被

子植物214科1,667属5,097种, 较《福建植物志》记载数据新增8科216属1,107种。从数据分析可知,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数

排列前5位的科为鳞毛蕨科(67种)、水龙骨科(51种)、凤尾蕨科(51种)、金星蕨科(42种)和蹄盖蕨科(38种); 裸子植物中物种数

最多的科和属分别为柏科(15属25种)和松属(Pinus, 14种); 被子植物物种数量排列前10位的科分别为禾本科(452种)、豆科(305

种)、菊科(279种)、兰科(244种)、莎草科(225种)、蔷薇科(198种)、唇形科(188种)、茜草科(126种)、锦葵科(85种)和樟科(80

种), 总计2,180个物种, 占福建省维管植物物种总数的39.0%; 物种数排列前5位的属分别为薹草属(Carex, 94种)、悬钩子属

(Rubus, 58种)、冬青属(Ilex, 54种)、刚竹属(Phyllostachys, 38种)和蓼属(Persicaria, 36种)。本研究旨在后植物志时代对福建省

维管植物的物种名录进行修订和更新, 进一步完善物种分布概况和标本信息, 以期为福建省植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及保护, 

植物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福建植物志》的再版等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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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vascular plants and provide background material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plant diversity in Fujian Province, the list of vascular plants in the region needs to be updated. This 
study revises and updates the species list of vascular plan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post-flora era. 
Methods: Based on Flora of Fujian, we refered to related literature, examined herbarium specimens, consulted relevant 
lists and databases, and incorporated the results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and other front-line 
peers. The checklist of vascular plants in Fujian Province was sorte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lassification systems of 

•生物编目•   省级植物名录专题 II 



安昌等: 福建省维管植物名录 

 
2023年 | 31卷 | 6期 | 22537 | 第2页 

vascular plants (APG IV system, Yang system, and PPG I system). The list included the family and genus information, 
Chinese name and Latin name, and the county and city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data sources for each species.  
Results: In total, there were 5,587 species belonging to 256 families and 1,807 genera of wild, naturalized, and 
cultivated vascular plants in Fujian Province (wild: 231 families, 1,402 genera, and 4,550 species). This included 414 
species of lycophytes and ferns belonging to 102 genera and 32 families, 76 species of gymnosperms belonging to 38 
genera and 10 families, and 5,097 species of angiosperms belonging to 1,667 genera and 214 families,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Flora of Fujian, 8 families, 216 genera, and 1,107 species were newly added. The five largest families 
of lycophytes and ferns species were Dryopteridaceae (67), Polypodiaceae (51), Pteridaceae (51), Thelypteridaceae 
(42), and Athyriaceae (38). Among the gymnosperms, the families and the genera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species 
were Cupressaceae (15 genera, 25 species) and Pinus (14 species), respectively. The top 10 largest families of 
angiosperms are Poaceae (452), Leguminosae (305), Compositae (279), Orchidaceae (244), Cyperaceae (225), 
Rosaceae (198), Labiata (188), Rubiaceae (126), Malvaceae (85), and Lauraceae (80), with a total of 2,180 species, 
accounting for 39.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ascular plant specie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top five largest genera were 
Carex (94), Rubus (58), Ilex (54), Phyllostachys (38) and Persicaria (36).  
Conclusions: This work improves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profile and specimen information, thus providing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survey, assess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plant diversity in Fujian Province.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further develop botany-related disciplines, and the revision of Flora of Fujian.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vascular plants; list; new species; new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 东北与浙江省毗邻, 

西北部横亘武夷山脉与江西省接壤, 西南部与广东

省相连, 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 具有优越的

自然地理条件。福建省境内峰岭耸峙, 丘陵连绵, 

河谷、盆地穿插其间, 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

80%以上,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福建省地

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由闽西、闽中两列东北–西南走

向的大山带为脊干, 构成福建省地形的骨架。蜿蜒

于闽赣边界附近的闽西大山带由武夷山脉(主峰黄

岗山)、杉岭山脉等组成; 斜贯中部的闽中大山带被

闽江、九龙江截为3部分: 闽江干流以北为鹫峰山脉; 

闽江与九龙江之间为戴云山脉(主峰戴云山); 九龙

江以南为博平岭。东部沿海为丘陵、台地和滨海平

原, 陆地海岸线长3,752 km, 总体地形地势为西北

高东南低。福建省位于北回归线以北, 受季风环流

和地形的影响, 形成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 雨热丰富, 气候条件优越, 孕育了丰富的维

管植物资源, 形成了典型的亚热带植物区系(曾文

彬, 1983)。 

福建拥有多样的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 维管植

物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刘树明和刘剑秋, 2011)。

1982–1995年出版的《福建植物志》(6卷)共收录福

建省维管植物248科1,596属4,724种(福建省科学技

术委员会, 1982–1995)。近年来, 随着植物分类学和

植物系统学等学科的高速发展, 《福建植物志》已

无法全面、系统、广泛地反映福建省维管植物概况: 

(1)数据资料不足。随着学科的发展及细化, 一系列

植物专科专属的研究陆续开展, 获得了大量分子数

据及标本凭证, 许多传统概念上的科属单位被拆分

和重组, 如并系群(paraphyletic group)的合并, 多系

群(polyphyletic group)的拆分等。同时, 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 一些曾经被接受的“物种”被归并, 导致

部分植物学名出现了较大变化, 而大量异名的使用

导致了许多种级单位的混乱。另外, 随着大批调查

项目如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2012)、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2012)、第一次林

木种质资源调查(2016)、华东-福建本土植物清查与

保护(2017)、全国兰科植物专项调查(2018)等的深入

开展, 标本采集数量不断提升, 大量新种新分布被

陆续发现。此外, 随着环境的变迁和人口流动频率

的增加, 在沿海县市陆续有从外地或外国传入或侵

入的植物被报道, 福建省野生维管植物本底数据不

断增加和完善(郑丽香等, 2016; 王海阁等, 2018)。

综上, 现有植物志资料已无法满足科研工作的需

求。(2)分类系统陈旧。近20年来, 植物分类学领域

发生了一场分子革命, 以DNA测序为基础的分子系

统学已成为探究维管植物的起源、演化及类群间亲

缘关系的普遍性手段, 植物分类学家逐渐为我们呈

现出一个更准确、自然的系统演化关系树。在综合

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被子植物的APG IV系统

(APG IV, 2016)、裸子植物的杨氏系统(Yang et al, 

2022)、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PPG I系统(PPG 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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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相继提出和接受。这也导致了许多植物类群在经

典分类学时代所推测的亲缘关系被推翻或重新定

义。例如, 此前属于蕨类的石松类植物, 现代系统

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它是早于蕨类和种子植物形

成分化出的一支, 故现已将其从蕨类当中独立出来, 

成为蕨类和被子植物的姐妹群(张宪春等, 2013; 张

丽兵, 2017; 王婷等, 2022); 传统分类中根据形态特

征将莲科归入睡莲目, 然而根据分子证据其被置于

山龙眼目, 与山龙眼科关系密切(Savolainen et al, 

2000), 等等。总之, 许多科属的界限随着分子数据

的完善已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而现有《福建植物志》

显然无法很好地链接到当今植物系统与进化生物

学的最前沿成果。 

随着野外科考的深入以及以DNA序列为基础

的分类系统的发展完善, 以科属水平来重新梳理福

建省的植物名录, 进一步更新福建省野生维管植物

名录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全面完整的维管植物名

录资料可为《福建植物志》的再版、省内相关植物

图鉴及科普材料的编研提供可靠参考, 对掌握福建

野生植物资源的现状及开展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在已有资料的基

础上, 全面收集了1995年以来福建省维管植物研究

的相关文献, 结合笔者多年的调查数据和研究结果, 

对福建省野生维管植物名录进行了全面地整理、完

善和更新, 以期为后续相关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并

为更深入的调查和科研工作指明方向。 

 

本名录的数据材料主要来源于3部分。(1)《福

建植物志》收录的维管植物; (2)近年来发表的福建

省维管植物新种及新分布文章信息, 主要来自国内

外各大期刊数据库, 包括: Web of Science (https:// 

www.webofscience.com/wos/woscc/summary)、中国

知网(https://www.cnki.net)、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https://www.wanfangdata.com.cn)和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维普) (http://www.cqvip.com)上公开发表的

福建省维管植物分布新记录文章和资料; (3)《福建

植物志》未曾收载, 而《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 

(http://www.iplant.cn/foc)、《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72)、《福建省中药资源名

录》(杨成梓和林羽, 2021)、《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

(马金双, 2020–2021)、华东和华南地区主要志书、

名录及研究资料中记载福建省分布的维管植物; 物

种2000中国节点数据库(http://www.sp2000.org.cn/)

中明确记载福建省为分布地的维管植物。数据收集

截至2022年10月31日。 

收集整理过程如下: (1)数据集去重。通过数据

电子化及交互检索(王洪峰等, 2022), 将上述所有数

据汇总、整合为福建省维管植物名录的原始数据并

制 作 成 表 格 , 在 物 种 2000 中 国 节 点 数 据 库

(http://www.sp2000.org.cn/)依次校对 , 结合最新分

类研究中科属种级单位的合并、拆分, 修改表中物

种中文正名、拉丁学名后去除重复名称, 保留唯一

物种科属信息。(2)分类系统更新。依照相应系统分

别对石松类及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及被子植物3大

类进行重新定义和系统排列。其中, 石松类和蕨类

植物按照PPG I系统(PPG I, 2016), 裸子植物按照杨

氏系统(Yang et al, 2022), 被子植物按照APG IV系

统(APG IV, 2016)。(3)地理分布信息及标本信息整

理。依据植物志信息、野外调查资料及近年来福建

省内各种图鉴书籍等记载的分布信息完善各个物

种的地理分布信息 , 通过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https://www.cvh.ac.cn)检索标本记录, 并尽可能为

每个名称引证至少1份采自福建省的凭证标本。最

后以Excel文件形式呈现修订后的数据集, 主要字

段有: 科中文名、科拉丁名、属中文名、属拉丁名、

中文正名、拉丁学名、命名人、省内分布点、资源

型、标本馆藏信息、数据来源及备注等(附录1)。另

外, 对存疑物种的处理做了相应的注释, 以便读者

参考(附录2)。 

 

2.1  福建省维管植物的组成及特点 

经统计, 福建省野生、归化及栽培维管植物共

256科1,807属5,587种(包含种下等级), 其中野生维

管植物有231科1,402属4,550种(附录1)。包括石松类

和蕨类植物32科102属414种, 裸子植物10科38属76

种, 被子植物214科1,667属5,097种。在科级水平, 

上述3类植物分别占福建省野生维管植物总科数的

12.5%、3.9%及83.6%; 属级水平, 分别为5.6%、

2.1%及92.3%; 种级水平, 分别为7.4%、1.4%及

91.2% (表1)。在物种数上, 禾本科包含的种级单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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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福建省维管植物组成总览 
Table 1  Summary of vascular plants composition in Fujian 
Province 

类群  
Taxon 

科数 No. of 
families (%) 

属数 No. of 
genera (%) 

种数 No. of 
species (%)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Lycophytes and ferns 

32 (12.5) 102 (5.6) 414 (7.4) 

裸子植物  
Gymnosperms 

10 (3.9) 38 (2.1) 76 (1.4) 

被子植物  
Angiosperms 

214 (83.6) 1,667 (92.3) 5,097 (91.2) 

合计 Total 256 (100) 1,807 (100) 5,587 (100) 

 
位最多, 有452个, 除此之外, 物种数排在前10位

的科还有豆科(305种)、菊科(279种)、兰科(244种)、

莎草科(225种)、蔷薇科(198种)、唇形科(188种)、

茜草科(126种)、锦葵科(85种)和樟科(80种)。 

另外, 除2013年在福建省内新发现的霉草科外

(杨成梓等, 2013), 还更新了48个科级单位(包括更

名、合并、拆分等 ) ( 表 2) 。如原莲座蕨科

(Angiopteridaceae)、蚌壳蕨科(Dicksoniaceae)分别更

名 为 合 囊 蕨 科 (Marattiaceae) 和 金 毛 狗 科

(Cibotiaceae); 原 钟 萼 木 科 / 伯 乐 树 科

(Bretschneideraceae) 降 为 属 级 伯 乐 树 属

(Bretschneidera), 并入叠珠树科(Akaniaceae); 原桑

科(Moraceae)大麻属(Cannabis)、葎草属(Humulus), 

榆科朴属(Celtis)、青檀属(Pterocelti)转移至大麻科

(Cannabaceae), 原胡麻科(Pedaliaceae)被拆分, 芝麻

属(Sesamum)并入芝麻科(Pedaliaceae)。其他多个科

属均有不同程度的拆分, 其中百合科拆分重组最为

明显, 所有物种被拆分并入9个科: 无叶莲科、天门

冬科、藜芦科、阿福花科、沼金花科、秋水仙科、

百合科、石蒜科和菝葜科; 虎耳草科拆为扯根菜科、

绣球花科、鼠刺科及茶藨子科4个。 

2.2  福建省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组成与特点 

从科的组成来看(表3), 福建省石松类和蕨类

植物的单种科有7个, 分别为水韭科、松叶蕨科、合

囊蕨科、金毛狗科、冷蕨科、肠蕨科和球子蕨科; 含

2–10种的科数最多, 达15个, 包括瓶尔小草科、海金

沙科、鳞始蕨科、乌毛蕨科、叉蕨科等; 含11–25种

的科5个, 分别为石松科、卷柏科、膜蕨科、碗蕨科

和铁角蕨科; 含26–50种的科仅有2个, 为金星蕨科

(42种)和蹄盖蕨科(38种); 含50种以上的科有3个, 

分别为凤尾蕨科(51种)、水龙骨科(51种)和鳞毛蕨科

(67种)。含26种以上的5个科所含物种数超过福建省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总数的一半, 所占比例达60.1%。 

根据属的组成可知(表3), 单种属为35个, 2–10

种的寡种属为59个, 二者累计占福建省石松类与蕨

类植物总属数的92.1%, 物种数累计261个, 占总物

种数的63.0%; 含11–25种的属有7个, 分别为双盖

蕨属(Diplazium, 21种)、铁角蕨属(Asplenium, 21种)、

卷柏属(Selaginella, 21种)、凤尾蕨属(Pteris, 21种)、

毛蕨属(Cyclosorus, 14种)、耳蕨属(Polystichum, 11

种)和瓦韦属(Lepisorus, 11种); 含有25种以上的属

仅有1个, 为鳞毛蕨属(Dryopteris, 33种)。 

2.3  福建省裸子植物的组成与特点 

福建省裸子植物总计10科, 按物种数排列分别

为柏科(15属25种)、松科(8属23种)、红豆杉科(4属7

种)、罗汉松科(4属6种)、南洋杉科(2属4种)、买麻

藤科(1属3种)、苏铁科(1属3种)、三尖杉科(1属3种)、

银杏科(1属1种)和金松科(1属1种)。最大的属为松属

(Pinus, 14种), 其次为扁柏属(Chamaecyparis, 4种)、

圆柏属(Sabina, 4种)、买麻藤属(Gnetum, 4种); 含3

种的属有5个 , 分别为苏铁属(Cycas)、南洋杉属

(Araucaria) 、落羽杉属 (Taxodium) 、罗汉松属

(Podocarpus)和三尖杉属(Cephalotaxus); 含2种的

属有 6 个 , 分别为油杉属 (Keteleeria)、黄杉属

(Pseudotsuga)、杉木属 (Cunninghamia)、柳杉属

(Cryptomeria)、红豆杉属(Taxus)及榧属(Torreya); 仅

含单个种的属总计22个, 占福建省裸子植物总属数

与 总 种 数 的 57.9% 与 28.9%, 分 别 为 银 杏 属

(Ginkgo)、贝壳杉属(Agathis)、铁杉属(Tsuga)、长苞

铁杉属(Nothotsuga)、金钱松属(Pseudolarix)、雪松

属(Cedrus)、冷杉属(Abies)、金松属(Sciadopitys)、

北美红杉属(Sequoia)、水松属(Glyptostrobus)、水杉

属 (Metasequoia)、罗汉柏属 (Thujopsis)、侧柏属

(Platycladus) 、 翠 柏 属 (Calocedrus) 、 柏 木 属

(Cupressus) 、 刺 柏 属 (Juniperus) 、 台 湾 杉 属

(Taiwania)、崖柏属(Thuja)、竹柏属(Nageia)、陆均

松属(Dacrydium)、穗花杉属(Amentotaxus)和白豆杉

属(Pseudotaxus)。 

2.4  福建省被子植物的组成与特点 

从科的组成来看(表4), 福建省被子植物有单

种科37个; 含2–10种的寡种科有81个, 含11–50种

的中等大小科有76个, 二者合计占总科数的73.4%, 



安昌等: 福建省维管植物名录 

 
2023年 | 31卷 | 6期 | 22537 | 第5页 

表2  根据新的分类系统对福建省维管植物主要科的范畴变动总览 
Table 2  Summary of revised familial circumscriptions of vascular plants in Fujian according to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修订后的科 Revised family 更名、拆分或合并 Rename, split or merge 修订后的科 Revised family 更名、拆分或合并 Rename, split or merge 

合囊蕨科 Marattiaceae 原莲座蕨科更名 Renamed from previous 
Angiopteridaceae 

金丝桃科 Hypericaceae 藤黄科拆出 Splitted from Clusiaceae 

金毛狗科 Cibotiaceae 原蚌壳蕨科更名 Renamed from previous 
Dicksoniaceae 

青荚叶科 Helwingiaceae 山茱萸科拆出 Splitted from Cornaceae 

冷蕨科 Cystopteridaceae 蹄盖蕨科拆出 Splitted from Athyriaceae 丝缨花科 Garryaceae 山茱萸科拆出 Splitted from Cornaceae 

肠蕨科 Diplaziopsidaceae 蹄盖蕨科拆出 Splitted from Athyriaceae 钩吻科 Gelsemiaceae 马钱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oganiaceae 

睡菜科 Menyanthaceae 龙胆科拆出 Splitted from Gentianaceae 大麻科 Cannabaceae 桑科大麻亚科及榆科朴亚科合并组成 
Merged by Cannabioideae and Celtidoideae 

泡桐科 Paulowniaceae 玄参科拆出 Splitted from Scrophulariaceae 

青皮木科 Schoepfiaceae 铁青树科拆出 Splitted from Olacaceae 母草科 Linderniaceae 玄参科拆出 Splitted from Scrophulariaceae 

帽蕊草科 Mitrastemonaceae 大花草科拆出 Splitted from Rafflesiaceae 通泉草科 Mazaceae 玄参科拆出 Splitted from Scrophulariaceae 

蒜香草科 Petiveriaceae 商陆科拆出 Splitted from Phytolaccaceae 芝麻科 Pedaliaceae 原胡麻科更名 Renamed from previous 
Pedaliaceae 

粟米草科 Molluginaceae 番杏科拆出 Splitted from Aizoaceae 五福花科 Adoxaceae 忍冬科拆出 Splitted from Caprifoliaceae 

土人参科 Talinaceae 马齿苋科拆出 Splitted from Portulacaceae 楔瓣花科 Sphenocleaceae 桔梗科拆出 Splitted from Campanulaceae 

莲科 Nelumbonaceae 睡莲科拆出 Splitted from Nymphaeaceae 川蔓藻科 Ruppiaceae 眼子菜科拆出 Splitted from Potamogetonaceae

芍药科 Paeoniaceae 毛茛科拆出 Splitted from Ranunculaceae 大叶藻科 Zosteraceae 眼子菜科拆出 Splitted from Potamogetonaceae

五味子科 Schisandraceae 木兰科拆出 Splitted from Magnoliaceae 菖蒲科 Acoraceae 天南星科拆出 Splitted from Araceae 

白花菜科 Cleomaceae 山柑科拆出 Splitted from Capparaceae 无叶莲科 Petrosaviaceae 百合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liaceae 

木樨草科 Resedaceae 辣木科拆出 Splitted from Moringaceae 天门冬科 Asparagaceae 百合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liaceae 

叠珠树科 Akaniaceae 原钟萼木科(伯乐树科)更名 Renamed from 
previous Bretschneideraceae 

藜芦科 Melanthiaceae 百合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liaceae 

扯根菜科 Penthoraceae 虎耳草科拆出 Splitted from Saxifragaceae 阿福花科 Asphodelaceae 百合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liaceae 

绣球花科 Hydrangeaceae 虎耳草科拆出 Splitted from Saxifragaceae 沼金花科 Nartheciaceae 百合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liaceae 

鼠刺科 Iteaceae 虎耳草科拆出 Splitted from Saxifragaceae 秋水仙科 Colchicaceae 百合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liaceae 

茶藨子科 Grossulariaceae 虎耳草科拆出 Splitted from Saxifragaceae 菝葜科 Smilacaceae 百合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liaceae 

蕈树科 Altingiaceae 金缕梅科拆出 Splitted from Hamamelidaceae 仙茅科 Hypoxidaceae 石蒜科拆出 Splitted from Amaryllidaceae 

黏木科 Ixonanthaceae 亚麻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nales 鹤望兰科 Strelitziaceae 芭蕉科拆出 Splitted from Musaceae 

叶下珠科 Phyllanthaceae 大戟科拆出 Splitted from Euphorbiaceae 闭鞘姜科 Costaceae 姜科拆出 Splitted from Zingiberaceae 

瘿椒树科 Tapisciaceae 省沽油科拆出 Splitted from Linaceae   

 
表3  福建省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和属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n families and genera of lycophytes and ferns in Fujian Province 

科的大小  
Size of family 

科数  
No. of families (%) 

所含属数  
No. of genera (%)

所含种数  
No. of species (%)

属的大小  
Size of genus 

属数  
No. of genera (%) 

所含种数  
No. of species (%)

> 50种 > 50 species 3 (9.4) 31 (30.4) 169 (40.8)    

26–50种 26–50 species 2 (6.2) 17 (16.7) 80 (19.3) 26–50种 26–50 species 1 (1.0) 33 (8.0) 

11–25种 11–25 species 5 (15.6) 22 (21.6) 95 (23.0) 11–25种 11–25 species 7 (6.9) 120 (29.0) 

2–10种 2–10 species 15 (46.9) 25 (24.5) 63 (15.2) 2–10种 2–10 species 59 (57.8) 226 (54.6) 

1种 1 species 7 (21.9) 7 (6.8) 7 (1.7) 1种 1 species 35 (34.3) 35 (8.4) 

 
但后者所含属数及种数均为前者的3倍以上; 含51

种以上的中大型科有20个, 共计815属2,785种, 分

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48.9%和54.7%。这些科基本

都是植物界世界性大科, 据所含属数排列前10位的

分别是禾本科(134属)、菊科(127属)、豆科(118属)、

兰科(93属)、唇形科(53属)、茜草科(48属)、夹竹桃

科(41属)、锦葵科(32属)、蔷薇科(30属)和伞形科(26

属)。从所含种数和属数来看, 禾本科、菊科及豆科

为福建省野生植物中最大的3个科。 

从属的组成来看(表4), 单种属和含2–10种的寡

种属占比较高, 分别为854属与729属, 共占总属数

的94.9%, 所含物种数占总物种数的68.4%; 含

11–50种的属有81个, 含51种以上的大属3个。按物

种数排列前10位的属分别为薹草属(Carex, 94种)、

悬钩子属(Rubus, 58种)、冬青属(Ilex, 54种)、刚竹属

(Phyllostachys, 38种)、蓼属(Persicaria, 36种)、榕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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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福建省被子植物科和属统计 
Table 4  Statistics on families and genera of angiosperms in Fujian Province 

科的大小  
Size of family 

科数  
No. of families (%) 

所含属数  
No. of genera (%)

所含种数  
No. of species (%)

属的大小  
Size of genus 

属数  
No. of genera (%) 

所含种数  
No. of species (%)

> 100种 > 100 species 8 (3.7) 626 (37.6) 2,017 (39.6)    

51–100种 51–100 species 12 (5.6) 189 (11.3) 768 (15.1) 51–100种 51–100 species 3 (0.2) 206 (4.0) 

11–50种 11–50 species 76 (35.5) 638 (38.2) 1,880 (36.9) 11–50种 11–50 species 81 (4.9) 1,409 (27.6) 

2–10种 2–10 species 81 (37.9) 180 (10.7) 395 (7.7) 2–10种 2–10 species 729 (43.7) 2,629 (51.6) 

1种 One species 37 (17.3) 37 (2.2) 37 (0.7) 1种 One species 854 (51.2) 854 (16.8) 

 

 

图1  福建省维管植物新种(A)、新记录(B)地理分布图 
Fig. 1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map of new species (A) and new record (B) of vascular plants in Fujian Province 
 
(Ficus, 35种)、簕竹属(Bambusa, 33种)、飘拂草属

(Fimbristylis, 30种)、杜鹃花属(Rhododendron, 29种)

和莎草属(Cyperus, 29种)。 

2.5  福建省维管植物新种、新分布信息 

从近年来发表的新种数据来看(已将被合并物

种去重), 南平市仍是福建省维管植物多样性的核

心地区(图1A, 附录3)。自1995年3月起, 截至2021

年12月31日, 该地区发表15个植物新种, 其中武夷

山市10种, 包括福建天麻(Gastrodia fujianensis) (Ma 

et al, 2019)、盔花舌喙兰(Hemipilia galeata) (Tang et 

al, 2016)等。其次为龙岩市和三明市, 分别发表10

个和7个新种。另外, 泉州市境内的戴云山脉为闽中

植物多样性中心地段, 分布着东南沿海典型的山地

森林生态系统, 该地区发现了4个新种。值得注意的

是, 闽东鹫峰山脉所涉及的以屏南县为中心辐射周

边县市的区域 , 近年来陆续发现屏南石豆兰

(Bulbophyllum pingnanense) (Liu et al, 2016)、单花兔

儿风(Ainsliaea simplicissima) (Zhang et al, 2019)、多

穗兔儿风(A. polystachya) (Zhang et al, 2021)、长柔

毛鸭脚茶(Tashiroea villosa) (Zhou et al, 2019)等植

物新种。该区受东亚季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反气旋

的影响, 降水具有明显的干季和湿季特征, 在第四

纪冰期期间成为我国东南地区一个典型的避难所

(Zheng et al, 2021), 保存着包括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等在内的典型第三纪孑遗植物, 具有高度

的生物多样性。同时, 该地区人口迁入较晚, 人为

破坏少(Xu et al, 2013), 2022年以来, 又陆续发现修

大戟(Euphorbia xiangxiui) (Yu et al, 2022)等植物新

种, 可以预见, 该地区将成为今后福建省野生动植

物调查研究的又一热点区域。 

进一步统计收集1995–2021年期间发表在各类

期刊上的福建省新记录植物(鉴于部分植物发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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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记载多个分布点, 故统计发表频次) (图1B, 附录

3), 发现南平(94)、三明(79)、漳州(71)、福州(53)、

宁德 (51)等市报道最多 , 达到总新分布频次的

79.6%, 在各地级市所辖县中, 武夷山市(南平市)报

道新记录频次最多, 达49次。值得注意的是, 光泽

县、建阳区、建瓯市、大田县、漳平市、永定区、

闽清县等区县均无新记录报道。其中, 光泽县为闽

赣交界, 同时有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 无

新分布报道可能是由于调查重心向武夷山市内的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倾斜导致, 武夷山市相邻

的建阳区、建瓯市亦存在此种情况。大田县、漳平

市、永定区为博平岭所涉县市, 永定县更为闽粤交

界, 属华南植物区系, 森林群落层次多、结构复杂, 

藤本植物发达、植物种类多(Ou et al, 2012), 有必要

加强该区域的调查研究。 

 

1982–1995年出版的6卷《福建植物志》中收录

的许多种级单位在后续研究中被归并, 排除这些种

级单位后事实上《福建植物志》仅收载248科1,591

属4,480种, 近年来陆续开展的野外科考工作发现

了大量先前未曾记载的维管植物, 同时还发表了许

多新种。截至2022年10月31日, 福建省维管植物总

数增至5,587种, 新增了8科216属1,107种, 增幅达

24.7%, 且随着科考项目的接连开展, 数目还将不

断增加。可见仍需持续开展福建省本地维管植物的

相关调查, 同时应注重加强实物标本整理与鉴定工

作, 这对进一步完善福建省野生维管植物名录、开

展相关科研与教学等工作至关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新发表的物种定种意见存

在争议, 如陈洁(2019)①结合形态和分子证据报道

了 2016 年采自周宁县的新记录种罗氏石斛

(Dendrobium luoi), 其模式标本采自湖南省(邓小祥

等, 2016), 与同年9月发表的政和石斛(Dendrobium 

zhenghuoense) (Chen et al, 2016)、2018年发表的文卉

石斛(Dendrobium luoi var. wenhuii) (杨旺利, 2018)

在形态结构及ITS分子标记上高度一致, 三者很可

能为同一物种。不难看出, 同一植物的重复命名与

发表将会造成中文正名、拉丁学名和物种信息的混

                                                        
① 陈洁 (2019) 福建72种野生兰科植物种子生物学及罗氏石斛的分子

鉴定.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 
 

乱, 在此呼吁植物分类学工作者于新种发表前应做

好充分的文献调研工作, 仔细对比已发表近似物种

的公开表型信息与拟发表物种的植株特征, 以此得

出较为精准的鉴定结果。此外, 在新分布的报道上

也存在重复发表的现象, 这可能与省内学者相互之

间缺乏沟通交流有关, 故再次呼吁省内相关学者加

强合作, 以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避免新种、新分

布的重复发表。 

地处武夷山、建阳、光泽3县(市)交界, 以福建

省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武夷山脉北

段分布着中国大陆东南乃至全球同纬度面积最大、

保留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目前仍然属

于福建省植物科考的重点区域。分布在此处的维管

植物多达2,000余种, 统计发现以武夷山市为唯一

分布点的维管植物近300种。笔者通过多年的科考

发现, 《福建植物志》所记载的许多仅有单一产地

的物种实际为福建省广布种 , 如球果假沙晶兰

(Monotropastrum humile)、深裂竹根七(Disporopsis 

pernyi)等。在《福建植物志》再版之际, 有必要组

织整合各大调查项目的基础资料, 进一步完善植物

分布信息。此外, 福建省位于东部沿海, 海岸线长

度居全国第二位, 港口众多, 近年来不断报道有外

来归化物种出现(闫小玲等, 2014; 严靖等, 2021; 孟

静等, 2022), 如伏胁花(Mecardonia procumbens)、大

翼 豆 (Macroptilium lathyroides) 、 翼 茎 阔 苞 菊

(Pluchea sagittalis) 等 归 化 植 物 , 其 中 微 甘 菊

(Mikania micrantha)、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

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等已成为严重

危害本土生态系统的入侵物种。另外, 一些仍处于

自然归化状态的植物虽尚未表现出入侵性危害, 但

分布区存在明显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扩散的趋势, 应

该注意加强植物检疫及入侵风险评估, 以预防对农

田、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破坏。 

目前, 恩格勒和克朗奎斯特等经典/传统分类

系统已经逐步淡出前沿科研舞台, 在以新分类系统

为基础的福建省维管植物名录整理的过程中, 大量

的合并、拆分和重组, 导致出现了大量新的科属单

位、修订后的新中文正名, 使得新旧系统的转换存

在部分障碍, 不可否认, 科研成果更新并被接受必

然会经历阵痛期。鉴于此, 笔者建议福建省植物分

类学相关的工作者带头使用新系统, 促进更为规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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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更加严谨的植物正名的使用和推广, 尽量减少

植物异名代为正名的现象, 逐步解决当前植物中文

名称混乱的局面。本名录的更新可为福建省植物多

样性调查和保护工作提供新资料, 为推动《福建植

物志》的再版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也为中国维管高

等植物多样性编目及“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工作的推

进提供了基础数据, 对维护福建省乃至中国东南地

区生态安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诚然, 

本次编目仍有部分工作尚存不足, 如省内分布点、

标本馆藏信息不完整等, 亟盼福建省内植物工作者

提供更多切实可靠的补充资料, 继续完善福建省植

物物种多样性及其变化等信息。 

致谢: 承蒙蒋凯文、杨永、朱鑫鑫等老师对文章名

录科学性和准确性的核查; 在文章撰写过程中, 陈

鸣、宛新江、陈光伟参与了数据整理等方面的工作; 

倪必勇、陈新艳高级工程师, 陈炳华、黄泽豪、刘

小芬、陈世品教授, 林贵灿、孟德昌等前辈提供了

诸多物种分布及标本信息,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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