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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典型调查与路线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的物种组成、生活

型、分布区类型和丰富性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结果表明：该区域共有苔藓植物 １８ 科 ５８ 属 １０１ 种，其中，藓类植物有

１６ 科 ５６ 属 ９９ 种，苔类植物有 ２ 科 ２ 属 ２ 种；优势科为灰藓科（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青藓科（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和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优势属为青藓属（Ｂｒａｈ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 Ｓ． Ｇ．）、真藓属（Ｂｒｙｕｍ Ｈｅｄｗ．）和小曲尾藓属〔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Ｍüｌｌ．
Ｈａｌ．） Ｓｃｈｉｍｐ．〕；单属科和单种属所占比例均较高，分别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科数和总属数的 ５０ ０％和 ６３ ８％。 该

区域分布的苔藓植物生活型可分为交织型、丛集型、垫状和平铺型 ４ 类，以丛集型种数最多（４８ 种），占该区域苔藓

植物总种数的 ４７ ５％。 该区域分布的苔藓植物可划分为 １２ 个分布区类型，其中，温带成分种类最多，所占比例为

８１ ５％；热带成分所占比例仅为 １８ ５％；中国特有种所占比例也较高，为 ２０ ７％。 该区域苔藓植物的丰富性综合系

数（Ｓｉ）为－０ ３６０ ８，低于相邻的六冲河下游流域。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的苔藓植物多样性较为丰富，多数种

类具有较强的抗逆性，且丛集型苔藓种类最多，与库区消落带的特殊生境相适应；地理成分以东亚成分和北温带成

分为主，总体属温带性质，且中国特有种较多，反映出该区域苔藓植物区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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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藓植物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繁殖能力，
能够在土壤表面快速形成苔藓层并覆盖地表，因而，
在蓄水保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防止雨滴对

土壤的冲击、保护表土层、减缓地表径流侵蚀、增强水

分涵养以及建造抗蚀抗冲性土体结构等方面功能显

著［１］。 苔藓植物的种数仅次于种子植物，在植被类

型的指示和演替中占有重要地位［２］。
乌江东风水库位于贵州省中部清镇市、黔西县和

织金县的交界处，水面面积近 ２０ ｋｍ２，是由乌江源流

六冲河和三岔河回东风水电站倒灌而成的三叉形平

静湖面，为乌江源头的一座中型水库［３］，属于季节性

调节水库，因水位变化而形成水库消落带。 由于周期

性的反季节水淹、地表径流、波浪淘蚀和人为干扰等

因素的影响，水库消落带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４］；而
且，水库消落带也是防止水体污染的最后一道生态屏

障，是当前水库水体污染控制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之

一，因此，开展水库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的研究对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给乌江流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积

累资料，作者对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的苔藓植物

区系的物种组成、丰富性、生活型和分布区类型进行

了调查分析，以期为该区域苔藓植物资源的调查、开
发与保护以及库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质净化等提

供基础资料。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研究地点为位于贵州省中部清镇市、黔西县和织

金县交界处的东风水库，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６°０５′ ～
１０６°１０′、北纬 ２６°４７′～２６°５１′，其南源为三岔河，北源

为六冲河。 该水库水位的季节性变化为丰水期（５ 月

至 ８ 月）运行低水位，枯水期（９ 月至翌年 ４ 月）运行

高水位；总库容 １０ ２５×１０８ ｍ３，年径流量 １０８ ８×１０８

ｍ３，正常蓄水量 ４ ９１×１０８ ｍ３，正常蓄水位时水库面

积 １９ ２５ ｋｍ２［５］。 属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年均

温 １４ ℃ ～１６ ℃，年均降水量 １ １００～１ ５００ ｍｍ。 该区

域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平均海拔 １ ２００ ｍ，两岸多数

为 ７５° ～８５°的峭壁，岸坡陡峻。
库区沿岸残存零星的次生针叶－阔叶混交林和

灌木林；但大部分区域为裸露的石灰岩山体，仅存小

面积的人工林。 库区消落带外沿（高水位线外）区域

零 星 分 布 有 白 刺 花 〔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 （ Ｆｒａｎｃｈ．）
Ｓｋｅｅｌｓ 〕、 刺 梨 （ Ｒｏｓ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Ｔｒａｔｔ．）、 羊 蹄 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ｉｎｎ．）、马桑 （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Ｗａｌｌ．）和芦竹（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Ｌｉｎｎ．）等灌丛；库区消落

带区域主要以地瓜藤 （ Ｆｉｃｕｓ ｔｉｋｏｕａ Ｂｕｒ．）、早熟禾

（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Ｌｉｎｎ．）、狗牙根〔Ｃｙｎｏｄｏｎ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 Ｌｉｎｎ．） Ｐｅｒｓ．〕 和牛筋草 〔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 （ Ｌｉｎｎ．）
Ｇａｅｒｔｎ．〕等种类为主。
１ 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采用典型调查与路

线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随

机设置化屋码头、黔织村、大沟边、花岩头、河边寨、自
由村、花楼寨、椒园村和坝上 ９ 个样点。 在库区沿岸

消落带 １００ ｍ 范围内周期性被水淹没的岸壁、流水底

壁、湿地等生境中采集苔藓植物标本，同时详细记录

所采标本的生境、基质、采集地、海拔、生活型以及采

集日期等信息，共采集标本 ３２４ 号。
将采集的标本带回实验室，自然晾干后采用常规

方法进行分类鉴定。 先观察干标本的外形特征，之后

取小部分标本用清水浸泡，待植株恢复至自然状态后

取其茎、叶和孢蒴等部位制作临时装片，置于 ＢＸ４１
显微镜（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公司）和 ＳＺ６１ 体视显微镜（日
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公司）下观察；依据相关苔藓植物分类工

具书［６］２１－４１２，［７－１４］鉴定种类，并以标本鉴定结果为基础

建立该区域苔藓植物名录。 所采集的苔藓植物标本

均保存于遵义师范学院植物标本馆。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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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统计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

物的物种组成、生活型并分析其成因；根据相关文献资

料［１５－１６］对该区域苔藓植物的分布区类型进行分析。
参照文献［１７］计算该区域苔藓植物的物种丰富

性综合系数（Ｓｉ）。 Ｓｉ 值越大，表示该区系物种越丰

富，反之则越贫乏。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的物种组成

分析

２ １ １　 基本组成　 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

物区系的基本组成见表 １。

表 １　 贵州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的基本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分级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含 １１ 属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１ ｇｅｎｅｒａ １ ５ ６ １１ １９ ０ １８ １７ ８
含 １０ 属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 １ ５ ６ １０ １７ ２ １５ １４ ９
含 ６ 属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６ ｇｅｎｅｒａ ３ １６ ７ １８ ３１ ０ ３７ ３６ ６
含 ３ 属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３ ｇｅｎｅｒａ ２ １１ １ ６ １０ ３ １２ １１ ９
含 ２ 属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 ｇｅｎｅｒａ ２ １１ １ ４ ６ ９ ７ ６ ９
含 １ 属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ｇｅｎｕｓ ９ ５０ ０ ９ １５ ５ １２ １１ 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８ １００ ０ ５８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０

　 　 由表 １ 可见：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有苔藓植物

１８ 科 ５８ 属 １０１ 种，其中，藓类植物 １６ 科 ５６ 属 ９９ 种，
苔类植物 ２ 科 ２ 属 ２ 种。

在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的苔藓植物中，含 ６ 属以

上（包括 ６ 属）的科有 ５ 个，共含 ３９ 属 ７０ 种，分别占

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科数、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２７ ８％、
６７ ２％和 ６９ ３％；单属科有 ９ 科 １２ 种，分别占该区域

苔藓植物总科数和总种数的 ５０ ０％和 １１ ９％。 表明

该区域苔藓植物区系具有优势科所含种类多、优势性

较明显、单属科比例较高、多样性较明显的特点。
２ １ ２　 优势科的组成　 将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

苔藓植物区系中含种数和属数居前 ３ 位的科定为优

势科，各优势科组成见表 ２。 结果显示：在该区域

的 苔 藓 植 物 中， 灰 藓 科 （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 青 藓 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和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为优势科，
共含 ２７ 属 ５１ 种，分别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属数和总

种数的 ４６ ６％和 ５０ ５％，构成该区域苔藓植物的

主体。
２ １ ３　 属的组成　 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

物区系属的组成见表 ３。 由表 ３ 可见：该区域有苔藓

植物 ５８ 属，其中，含 ５ 种以上（含 ５ 种）的属有 ３ 个，
共含 １９ 种，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１８ ８％；含 ４
种的属有 ４ 个，含 ３ 种的属仅 １ 个，含 ２ 种的属有 １３

表 ２　 贵州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优势科组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灰藓科 Ｈｙｐｎ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９ ０ １８ １７ ８
青藓科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０ ３ １８ １７ ８
丛藓科 Ｐｏｔｔ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１７ ２ １５ １４ 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７ ４６ ５５ ５１ ５０ ５

　 １）优势科的属 （种） 数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属 （种） 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个；仅含 １ 种的属有 ３７ 个，分别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

属数和总种数的 ６３ ８％和 ３６ ６％，说明该区域苔藓

植物区系中单种属数量较多，苔藓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较丰富。
２ １ ４　 优势属的组成　 将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

苔藓植物区系中含 ５ 种以上（包括 ５ 种）的属定为优

势属，各优势属组成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见：该区域有

优势属３ 个，共含 １９ 种，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１８ ８％。 其中，青藓属（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 Ｓ． Ｇ．）是第 １
大属，含 ８ 种，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７ ９％；真
藓属（Ｂｒｙｕｍ Ｈｅｄｗ．）和小曲尾藓属〔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Ｍüｌｌ．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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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贵州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属组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属分级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含 ８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１ ７ ８ ７ ９
含 ６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１ ７ ６ ５ ９
含 ５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１ ７ ５ ５ ０
含 ４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 ７ ０ １６ １５ ８
含 ３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１ ７ ３ ３ ０
含 ２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３ ２２ ４ ２６ ２５ ７
含 １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７ ６３ ８ ３７ ３６ 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８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０

表 ４　 贵州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优势属组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青藓属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８ ７ ９
真藓属 Ｂｒｙｕｍ ６ ５ ９
小曲尾藓属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５ ５ 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 １８ ８

　 １） 优势属的种数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ｕｓ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Ｈａｌ．） Ｓｃｈｉｍｐ．〕分别为第 ２ 和第 ３ 大属，包含的种数

分别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５ ９％和 ５ ０％。
２ ２　 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区系的物种丰富

性比较

与乌江东风水库库区相邻的六冲河下游区域有

苔藓植物 ３８ 科 ７８ 属 １３４ 种（变种） ［１８］，相似区域贵

阳红枫湖则有苔藓植物 １８ 科 ３４ 属 １０７ 种［１９］，将这

２ 个区域与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丰富性进

行比较，结果表明：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的

物种丰富性综合系数（Ｓｉ）为－０ ３６０ ８，高于红枫湖区

域（－０ ７３１ ７），但低于六冲河下游区域（１ ０９２ ４）。
２ ３　 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生活型分析

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生活型的分

析结果见表 ５。 结 果 显 示： 参 考 Ｍäｇｄｅｆｒａｕ［２０］ 和

Ｂａｔｅｓ［２１］对苔藓植物生活型的定义，将该区域分布的

苔藓植物分为交织型（ｗｅｆｔ）、丛集型（ ｔｕｒｆ）、平铺型

（ｍａｔ）和垫状（ ｃｕｓｈｉｏｎ） ４ 类。 其中，丛集型最多，有
４８ 种，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４７ ５％；其次是交

表 ５　 贵州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生活型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交织型 Ｗｅｆｔ ３５ ３４ ７
丛集型 Ｔｕｒｆ ４８ ４７ ５
垫状 Ｃｕｓｈｉｏｎ ８ ７ ９
平铺型 Ｍａｔ １０ ９ 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１ １００ ０

织型，有 ３５ 种，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３４ ７％；
平铺型有 １０ 种，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９ ９％；
垫状最少， 仅 ８ 种， 占该区 域 苔 藓 植 物 总 种 数

的 ７ ９％。
２ ４　 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分析

苔藓植物与种子植物具有相同的分布区类型，且
苔藓植物的洲际间断分布比种子植物更典型［２２］。 参

考相关文献［１５－１６］，结合贵州省清镇市、黔西县和织金

县的地理特征对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种的

分布区类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６。
１）世界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有世界分布

型种 ９ 种，分别为葫芦藓（Ｆｕｎａｒｉａ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Ｈｅｄｗ．）、
长蒴藓（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ｏｎ ｌｏｎｇｉｃｏｌｌｉｓ Ｍｉｃｈｘ．）、扭口藓（Ｂａｒｂｕｌａ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 Ｈｅｄｗ．）、地钱（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Ｌｉｎｎ．）、
毛 口 藓 （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ｄｏｎｔｉｕｍ Ｂｒｕｃｈ ）、 灰 藓

（Ｈｙｐｎｕｍ 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ｆｏｒｍｅ Ｌ． ｅｘ Ｈｅｄｗ．）、 真 藓 （ Ｂｒｙｕｍ
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ｍ Ｈｅｄｗ．）、丛生真藓（Ｂ． ｃａｅｓｐｉｔｉｃｉｕｍ Ｈｅｄｗ．）和多

形小曲尾藓〔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ｈｅｔｅｒｏｍａｌｌａ （Ｈｅｄｗ．） Ｓｃｈｉｍｐ．〕。
２）泛热带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有本

分布型种 ２ 种，分别为狭叶小羽藓 〔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ａｍｐｅ ｅｔ Ｃ． Ｍｕｅｌｌ．） Ｂｒｏｔｈ．〕和卷叶湿

地藓〔Ｈｙｏｐｈｉｌａ ｉｎｖｏｌｕｔａ （Ｈｏｏｋ．） Ｊａｅｇ．〕，占本区域苔

藓植物总种数的 ２ ２％。
３）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在本区域的

苔藓植物中有本分布型种 ５ 种，分别为南亚小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ｃｏａｒｃｔａｔａ （Ｃ． Ｍｕｅｌｌ．） Ｂｏｅｓｃｈ ｅｔ Ｌａｃ．〕、毛
扭 藓 〔 Ａｅｒｏｂｒｙｉｄｉｕｍ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 Ｈｏｏｋ．） 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 尖 叶 短 月 藓 （ Ｂｒａｃｈｙｍｅｎｉ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Ｈｕｒｖ．）、反 叶 粗 蔓 藓 〔 Ｍｅｔｅｏｒｉｏｐｓｉｓ ｒｅｃｌｉｎａｔａ （ Ｍüｌｌ．
Ｈａｌ．） Ｍ． Ｆｌｅｉｓｃｈ．〕 和假悬藓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ｌｅｖｉｅｒｉ
（Ｒｅｎａｕｌｄ ｅｔ Ｃａｒｄｏｔ） Ｎｏｇ．〕，占本区域苔藓植物总种

数的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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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贵州乌江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苔藓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９ —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２ ２ ２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５ ５ ４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２ ２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８ ８ ７
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１７ １８ ５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５ ５ ４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２ ２ ２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７ ７ ６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７ ７ ６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１８ １９ ６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９ ２０ 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１ １００ ０

　 １）不包括世界分布型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

藓植物中有本分布型种 ２ 种，分别为尼泊尔麻锦藓

〔Ｔａｘ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Ｓｃｈｗａｅｇｒ．） Ｂｒｏｔｈ．〕和橙色锦

藓〔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ｈｏｅｎｉｃｅｕｍ （Ｃ． Ｍｕｅｌｌ．） Ｆｌｅｉｓｃｈ．〕，
占本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２ ２％。

５）热带亚洲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有

本分布型种 ８ 种，分别为泛生金灰藓 〔 Ｐｙｌａｉｓｉｅｌｌａ
ｅｘｔｅｎｔａ （ Ｍｉｔｔ．） Ａｎｄｏ〕、蕨叶偏蒴藓 （ Ｅｃｔｒｏ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ａｎｅｉｔｅｎｓｅ Ｂｒｏｔｈ． ｅｔ Ｗａｔｔｓ．）、南亚毛灰藓〔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ｓｉｍｌａｅｎｓｅ （ Ｍｉｔｔ．） Ｂｒｏｔｈ．〕、 大 麻 羽 藓 〔 Ｃｌａ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ｓｓｕｒｇｅｎｓ （Ｓｕｌｌ． ｅｔ Ｌｅｓｑ．） Ｃａｒｄ．〕、近高山真藓（Ｂｒｙｕｍ
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ｍ Ｓｃｈｗäｇｒ．）、 矮 锦 藓 〔 Ｓｅ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ｕｂｈｕｍｉｌｅ （ Ｃ． Ｍｕｅｌｌ．） Ｆｌｅｉｓｃｈ．〕、 穗 枝 赤 齿 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ｄｏｎｔｉｕｍ ｊｕｌａｃｅｕｍ （Ｓｃｈｗäｇｒ．） Ｐａｒ．〕和垂叶凤

尾藓（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ｏｂｓｃｕｒｕｓ Ｍｉｔｔ．），占本区域苔藓植物总

种数的 ７ ９％。
６）北温带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有本

分布型种 １７ 种，分别为折叶纽藓 〔 Ｔｏｒｔｅｌｌａ ｆｒａｇｉｌｉｓ
（ Ｈｏｏｋ． ｅｔ Ｎｉｌｓ．） Ｌｉｍｒｐ．〕、 侧 出 藓 〔 Ｐｌｅｕｒｏｃｈａｅｔｅ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 Ｂｒｉｄ．） Ｌｉｎｄｂ．〕、 卷 叶 灰 藓 〔 Ｈｙｐｎｕ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ｕｍ （Ｍｉｔｔ．） Ｌｉｎｄｂ．〕、尖叶灰藓（Ｈ． ｃａｌｌｉｃｈｒｏｕｍ
Ｂｒｉｄ．）、黄灰藓〔Ｈ． 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Ｈｅｄｗ．） Ｐ． Ｂｅａｕｖ．〕、毛
灰藓〔Ｈｏｍｏｍａｌｌｉｕｍ ｉｎｃｕｒｖａｔｕｍ （Ｂｒｉｄ．） Ｌｏｅｓｋｅ〕、美灰

藓〔Ｅｕｒｏｈｙｐｎｕｍ ｌｅｐｔｏｔｈａｌｌｕｍ （Ｃ． Ｍｕｅｌｌ．） Ａｎｄｏ〕、黄牛

毛藓〔Ｄｉｔｒｉｃｈｕｍ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Ｈｅｄｗ．） Ｈａｍｐ．〕、冰川青藓

（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ｇｌａｃｉａｌｅ Ｂ． Ｓ．）、 羽 枝 青 藓 〔 Ｂ．

ｐｌｕｍｏｓｕｍ （ Ｈｅｄｗ．） Ｂ． Ｓ． Ｇ．〕、鼠尾藓 〔Ｍｙｕｒｏｃｌａｄａ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Ｂｒｏｓｚｃｚ．） Ｓｔｅｅｒ ｅｔ Ｓｃｈｏｆ．〕、美丽拟同叶

藓〔 Ｉｓ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ｏｐｓｉｓ ｍｕｅｌｌｅｒｉａｎａ （Ｓｃｈｉｍｐ．） Ｉｗａｔｓ．〕、梳藓

〔 Ｃｔｅｎｉｄｉｕｍ ｍｏｌｌｕｓｃｕｍ （ Ｈｅｄｗ．） Ｍｉｔｔ．〕、 毛 梳 藓

〔Ｐｔｉｌｉｕｍ ｃｒｉｓｔａ⁃ｃａｓｔｒｅｎｓｉｓ （Ｈｅｄｗ．） Ｄｅ Ｎｏｔ．〕、细叶小羽

藓〔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ｄｗ．） Ｂｒｏｔｈ．〕、绿羽

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ａｓｓｉｍｉｌｅ （ Ｍｉｔｔ．） Ａ． Ｊａｅｇ．〕 和叉羽藓

（Ｌｅｐ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ｙｎａｎｄｒ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ａｌｐｉｎｕｍ Ｍüｌｌ． Ｈａｌ．），占本

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１８ ５％。
７）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

植物中有本分布型种 ５ 种， 分别为绿色曲尾藓

〔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ｕｉｒｉｄｅ （Ｓｕｌｌ． ｅｔ Ｌｅｓｑ．） Ｌｉｎｄｂ．〕、齿叶麻羽

藓〔Ｃｌａｏｐｏｄｉｕｍ ｐｒｉｏ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 Ｍüｌｌ．） Ｂｒｏｔｈ．〕、匙
叶毛尖藓〔Ｃｉｒｒ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ｉｒｒｏｓｕｍ （ Ｓｃｈｗäｇｒ．） Ｇｒｏｕｔ〕、
毛尖藓 〔 Ｃ． ｐｉｌｉｆｅｒｕｍ （ Ｈｅｄｗ．） Ｇｒｏｕｔ〕 和小牛舌藓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 ｍｉｎｏｒ （Ｈｅｄｗ．） Ｌｉｎｄｂ．〕，占本区域苔藓植

物总种数的 ５ ４％。
８）旧世界温带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

有本 分 布 型 种 ２ 种， 分 别 为 垂 蒴 真 藓 〔 Ｂｒｙｕｍ
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ｕｍ （Ｂｒｉｄ．） Ｂｒｕｃｈ ｅｔ Ｓｃｈｉｍｐ．〕和阔叶反齿藓

〔Ａｎａｃａｍｐｔｏｄｏｎ ｌａｔｉｄｅｎｓ （Ｂｅｓｃｈ．） Ｂｒｏｔｈ．〕，占本区域苔

藓植物总种数的 ２ ２％。
９）温带亚洲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有

本分布型种 ７ 种，分别为硬叶对齿藓 （Ｄｉｄｙｍｏｄｏｎ
ｒｉｇｉｄｕｌｕｓ Ｈｅｄｗ．）、卷叶丛本藓（Ａｎｏｅｃｔａｎｇｉｕｍ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Ｍｉｔｔ．）、 鳞 叶 藓 〔 Ｔａｘ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ａｘｉｒａｍｅｕｍ （ Ｍｉ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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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ｅｉｓｃｈ．〕、 多 毛 细 羽 藓 〔 Ｃｙｒｔｏ⁃ｈｙｐｎｕｍ ｖｅｓｔｉ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Ｂｅｓｃｈ．） Ｗ． Ｒ． Ｂｕｃｋ ｅｔ Ｃｒｕｍ．〕、纤枝细羽藓 〔 Ｃ．
ｂｏｎｉａｎｕｍ （ Ｂｅｓｃｈ．） Ｂｕｃｋ ｅｔ Ｃｒｕｍ．〕、 疏 网 美 喙 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ｌａｘｉｒｅｔｅ Ｂｒｏｔｈ．） 和牛舌藓 〔 Ａｎｏｍｏｄｏｎ
ｖｉｔｉｃｕｌｏｓｕｓ （Ｈｅｄｗ．） Ｈｏｏｋ． ｅｔ Ｔａｙｌ．〕，占本区域苔藓植

物总种数的 ７ ６％。
１０）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型：在本区域的

苔藓植物中有本分布型种 ７ 种，分别为墙藓（Ｔｏｒｔｕｌａ
ｓｕｂｕｌａｔａ Ｈｅｄｗ．）、弯叶金灰藓〔Ｐｙｌａｉｓｉｅｌｌａ ｆａｌｃａｔｅ （Ｂ．
Ｓ． Ｇ．） Ａｎｄｏ〕、卵叶长灰藓〔Ｈｅｒｚｏｇｉｅｌｌａ ｓｅｌｉｇｅｒｉ （Ｂｒｉｄ．）
Ｉｗａｔｓ．〕、沼生长灰藓〔Ｈ． ｔｕｒｆａｃｅａ （Ｌｉｎｄｂ．） Ｉｗａｔｓ．〕、灰
黄真藓（Ｂｒｙｕｍ ｐａｌｌｅｎｓ Ｓｗ．）、双色真藓（Ｂ．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Ｈｅｄｗ．）和平蒴藓（Ｐｌａｇｉｏｂｒｙｕｍ ｚｉｅｒｉ Ｌｉｎｄｂ．），占本区

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７ ６％。
１１）东亚分布型：除包括东喜马拉雅－日本成分

以外，还可分为中国－喜马拉雅成分和中国－日本成

分 ２ 种变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有本分布型种

１８ 种， 分 别 为 东 亚 扭 口 藓 （ Ｂａｒｂｕｌａ ｓｕｂｃｏｍｏｓａ
Ｂｒｏｔｈ．）、 阔 叶 毛 口 藓 〔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Ｉｉｓｉｂａ ） Ｐ． Ｃ． Ｃｈｅｎ 〕、 芽 胞 湿 地 藓 （ Ｈｙｏｐｈｉｌａ
ｐｒｏｐａｇｕｌｉｆｅｒａ Ｂｒｏｔｈ．）、褶叶小墙藓〔Ｗｅｉｓｉｏｐｓｉｓ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Ｂｒｏｔｈ． ｅｔ Ｐａｒ．） Ｂｒｏｔｈ．〕、东亚小羽藓〔Ｈａｐｌｏｃｌａｄｉｕｍ
ｓｔｒｉｃｔｕｌｕｍ （ Ｃａｒｄ．） Ｒｅｉｍ．〕、 细 麻 羽 藓 〔 Ｃｌａｏｐｏｄｉ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ｌｉｍｕｍ （ Ｃａｒｄ． ｅｔ Ｔｈéｒ．） Ｎｏｇ．〕、 短 枝 羽 藓

（Ｔｈｕｉｄｉｕｍ 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ｉｓ Ｃａｒｄ．）、小锦藓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ｌｌａ
ｆａｕｒｉｅｉ （Ｂｅｓｃｈ． ｅｘ Ｃａｒｄ．） Ｂｒｏｔｈ．〕、横生绢藓〔Ｅｎｔｏｄｏｎ
ｐｒｏｒｅｐｅｎｓ （ Ｍｉｔｔ．） Ｊａｅｇ．〕、 拟 小 凤 尾 藓 （ Ｆｉｓｓｉｄｅｎｓ
ｔｏｓａｅｎｓｉｓ Ｂｒｏｔｈ．）、 多 皱 褶 青 藓 〔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ｉ （Ｈｏｏｋ．） Ｊａｅｇ．〕、密叶美喙藓（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Ｓｃｈｉｍｐ． ｅｘ Ｂｅｓｃｈ．）、 狭 叶 长 喙 藓

（ Ｒｈｙ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ｆａｕｒｉｅｉ Ｃａｒｄ．）、 耳 叶 斜 蒴 藓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 Ｊａｅｇ．） Ｂｒｏｔｈ．〕、中华缩

叶藓〔Ｐｔｙｃｈｏｍｉｔｒ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ｔｔ．） Ｊａｅｇ．〕、大灰气藓

〔Ａｅｒｏｂｒｙｏｐｓｉｓ ｓｕｂ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ｓ （Ｂｒｏｔｈ．） Ｂｒｏｔｈ．〕、毛尖卷柏

藓 （ Ｒａｃｏｐｉｌｕｍ 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Ｐ． Ｂｅａｕｖ．） 和 日 本 鞭 苔

〔Ｂａｚｚａ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Ｓ． Ｌａｃ．） Ｌｉｎｄｂ．〕，占本区域苔藓

植物总种数的 １９ ６％。
１２）中国特有分布型：在本区域的苔藓植物中有

中国特有种 １９ 种，分别为细叶小曲尾藓〔Ｄｉｃｒａｎｅｌｌａ
ｍｉｃｒｏ⁃ｄｉｖａｒｉａｔａ （Ｍüｌｌ． Ｈａｌ．） Ｐａｒｉｓ．〕、疏叶小曲尾藓

（Ｄ． ｄｉｖｒｉｃａｔｕｌａ Ｂｅｓｃｈ．）、卷叶毛口藓 （ 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ｈａｔｔｏｒｉａｎｕｍ Ｂ． Ｃ． Ｔａｎ ｅｔ Ｚ． Ｉｗａｔｓ）、舌叶毛口藓（ Ｔ．

ｓｉｎｏｃｈｅｎｉｉ Ｒｅｄｆ． ｅｔ Ｂ． Ｃ． Ｔａｎ）、短叶小石藓 （Ｗｅｉｓｓｉａ
ｓｅｍｉｐａｌｌｉｄａ Ｃ． Ｍｕｅｌｌ．）、 园 枝 粗 枝 藓 （ Ｇｏｌｌａｎｉａ
ｔｅｒｅｔｉｃａｕｌｉｓ Ｂｒｏｔｈ．）、阿里粗枝藓（Ｇ． ａｒｉｓ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ａｋ．）、
皱叶麻羽藓（Ｃｌａｏｐｏｄｉｕｍ ｒｕｇｕｌｏ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Ｚｅｎｇ）、绿枝青

藓（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ｃｉｕｍ ｖｉｒｉｄｅｆａｃｔｕｍ Ｍüｌｌ． Ｈａｌ．）、脆枝青藓

（Ｂ． ｔｈｒａｕｓｔｕｍ Ｃ． Ｍｕｅｌｌ．）、曲枝青藓 （Ｂ． ｄｉｃｒａｎｏｉｄｅｓ
Ｍüｌｌ． Ｈａｌ．）、扁枝青藓（Ｂ． ｐｌａｎ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Ｍüｌｌ． Ｈａｌ．）、
斜枝青藓（Ｂ．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ｈａｌｌｕｍ Ｍüｌｌ． Ｈａｌ．）、狭叶美喙藓

（Ｅｕｒｈｙｎｃｈｉｕｍ ｃｏａｒｃｔｕｍ Ｍüｌｌ． Ｈａｌ．）、小叶美喙藓〔Ｅ．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Ｃ． Ｍｕｅｌｌ．） Ｙ． Ｆ． Ｗａｎｇ ｅｔ Ｒ． Ｌ． Ｈｕ〕、淡枝长

喙藓（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ｐａｌｌｅｎｔｉｃａｕｌｅ Ｍüｌｌ． Ｈａｌ．）、短叶毛

羽 藓 〔 Ｂｒｙｏｎｏｇｕｃｈｉａ ｍｏｌｋｅｎｂｏｅｒｉ （ Ｌａｃ．） Ｉｗａｔｓ． ｅｔ
Ｉｎｏｕｅ〕、狭叶悬藓（Ｂａｒｂｅｌｌ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ａ Ｓ． Ｈ． Ｌｉｎ）和兜

叶蔓藓（Ｍｅｔｅｏｒｉｕｍ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ｕｍ Ｓ． Ｈ． Ｌｉｎ ｅｔ Ｓ． Ｈ． Ｗｕ），
占本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２０ ７％。

由表 ６ 可见：东风水库库区落消带分布的苔藓植

物可分成 １２ 个分布区类型，其中，东亚分布型和北温

带分布型种分别占该区域苔藓植物总种数的 １９ ６％
和 １８ ５％，两者合计达到 ３８ １％，说明这 ２ 种分布型

种在东风水库库区落消带苔藓植物中占有主要地位；
另外，中国特有种数量较多。 在本区域分布的苔藓植

物中，热带成分占 １８ ５％，而温带成分所占比例高达

８１ ５％，因而，本区域苔藓植物区系总体属于温带

性质。

３　 讨论和结论

本调查结果表明：灰藓科、青藓科和丛藓科为该

区域的优势科，这 ３ 科的属数和种数所占比例均接近

该区域苔藓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５０％，构成了该

区域苔藓植物的主体。 灰藓科、青藓科和丛藓科中有

许多种类的耐寒性和耐旱性均较强［２３］，能长期忍受

干燥和阳光直射，这些种类多数属于温带分布，一般

生长于岩石表面、林地、钙质土或墙上［１］；青藓属、真
藓属和小曲尾藓属为本区域的主要分布属，分布广泛

且生存能力强，多分布于潜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地

区［２４］。 本区域苔藓植物的这些分布特征与东风水库

库区消落带极干、极湿的生态环境相适应，也与该区

域的地理区系成分相吻合。 此外，东风水库库区消落

带苔藓植物分布型以东亚成分和北温带成分为主，总
体属温带性质，且中国特有种较多，也反映出该区域

苔藓植物区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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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水库属于季节性调节水库，如果降水量不是

特别巨大，该库区消落带高水位线被淹没的时间并不

多，也就是说，生长在该区域的苔藓植物大多处于长

期干旱的环境中，而该区域分布的丛集型苔藓植物最

多，也与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相适应。 丛集型苔藓植

物的生长特点是植株个体间紧密聚集，个体与个体之

间形成空隙，这种空隙如同海绵一样，能够积蓄水分，
例如，该区域分布的真藓就是利用丛集抱团而获得水

分。 此外，该区域分布的墙藓和褶叶小墙藓等种类均

属于抗逆性极强的种类，能够承受反复的水淹和

干旱。
贵州省分布有苔藓植物 ９４ 科 ３６６ 属 １ ６４３ 种

（含种下单位） ［６］７，东风水库消落带分布的苔藓植物

科数、属数和种数分别占贵州省苔藓植物总科数、总
属数和总种数的 １９ １％、１５ ８％ 和 ６ １％。 王晓宇

等［１８］的调查结果显示：与东风水库相邻的六冲河下

游分布有苔藓植物 ３８ 科 ７８ 属 １３４ 种（变种），时隔

１０ 年，与之交汇的东风水库库区消落带分布有苔藓

植物 １８ 科 ５８ 属 １０１ 种，后者苔藓植物区系的丰富性

远不及前者，一方面说明部分苔藓种类不适应消落带

生境，另一方面也说明该区域的苔藓植物多样性受到

环境的影响。
此外，由于本研究区域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且库区消落带沿岸地势陡峭，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多困

难，部分区域无法进行采集调查。 本次调查只采集到

苔类植物 ２ 科 ２ 属，苔类植物是否不太适应东风水库

库区消落带这种极干、极湿的交替环境，还有待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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