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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植物区系的一些分布式样和迁移路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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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Botany．Academia Sinica．Bering 100044) 

Ⅱ．由西南向东北方向 In southwest—northeast direction 

式样Ⅱi．由西南至山西或河北南部From SW China to S Shanxi or S Hebei 

本式样的分布区由云南北部和四川一带山地向东北经秦岭到河南西部向北转弯至山 

西或河北南部一带。包含属于 l4科的 l8种 (附录 1)。 

曲花紫堇Corydalis curviflora分布于云南西北、四川西部、青海东部 甘肃、陕西和山 

西的南部。根据其近缘种，条裂紫堇 C 1inarioides(分布于四川西北部、青海 甘肃)和粗 

毛黄堇 C pseudoschlechteriana(分布于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青海)的地理 

分布，以及横断山区是紫堇属的分布中心(吴征镒等 1983)等情况，推测曲花紫茧可能起 

源于横断山区。 

式样 Ⅱji．由西南至阴山或 (和)邻近地区 From SW Chinat0theYinshanRange 

oF，and adjacent~egions 

上一式样的分布区继续沿黄土高原东缘向北扩展到达河北北部阴山或(和)邻近地 

区，即形成本分布式样 包含属于 24科的37种，l亚种，2变种(附录 1) 

高乌头的模式变种Aconitum sinomontanum var．sOtomonlanum分布于贵州、四川 青 

海东部 甘肃和陕西的南部、湖北西部、河南西部、山西、河北西部，北达北京西部山地。其 

姊妹群，狭盔高乌头 vat．angustius(花较小，上萼片较细)分布于贵州北部、湖南中部、江 

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图 18)。 

直梗高山唐松草 Thalictrl~m alpinum var．elatum(花梗向上斜展)分布于西藏东部、云 

南北部、四川西部、青海南部和东部、甘肃和陕西的南部、山西，北达河北西北部的小五台 

山。(图 l1)其姊妹群，模式变种，高山唐松草 var．alpinum(花梗向下弧状弯曲)分布于西 

藏南部和西部，向北经新疆至亚洲北部、欧洲和北美洲的高山和北极地区。高山唐橙草 

T．d inum的特征是花组成总状花序，向顶发育(唐松草属大多数种的花序属于聚伞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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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1．Aconitum 肼 0 删 删棚  ar sinomontanum；2 A．sinomontanum Var angu~stitts 

花离顶发育)，心皮构造与箭头唐松草群的相同，有三角形的发育柱头。其姊妹群，石砾唐 

松草 square妇r 具有与高山唐松草相同的上述特征，自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部横断 

山区向西分布到喜马拉雅山区 

虎榛属 Ostryopsis为我国特有属，有2种(李沛琼，郑斯绪 1978；吴征镒，王荷生，图4 
～ l3，1980)：虎棒 D．davidiana分布于云南西北、四川西部、甘肃南部、陕西、山西、河北太 

行山区及北部、内蒙古南部、辽宁西部；滇虎榛 0．nobilis分布于云南西北部、四川西南部 

(图 l9)。桦木科有 3族 (Abbe1974)，原始群棒族 Coryleae有 2属，一为虎榛属，另一为 

榛属 Cory／us。榛属的原始群，榛组 sect．Corylus(果苞裂片不呈刺状)有 2亚组；榛亚组 

subsect．Corylus(果苞钟状，与果实近等长，或稍过之)，在我国有 4种，维西榛 C wangii 

(产云南西北部维西)，滇檬 C．yunnanensis(分布于云南西北部至东部、四川西部和西南 

部)，武陵榛 c wulingensis(产湖北西北部；刘起衔，张灿明 l990)．和榛 C．heterop ／／a 

(见前)(图 20)；华榛亚组 subsecL Siphonoehlamys(果苞筒状，比果实长约 2倍，在果实 

之上稍缢缩)，在我国有 3种，华榛 C chinens~(分布云南西北和中部、贵州西部、四川西 

南部)，披针叶榛 C．fargesii(分布于四川西部至东北部、甘肃和陕西的南部、河南西南 

部)，毛棒 C．mandshurica(分布于我国四川西北和东部、甘肃和陕西的南部、山西、山东东 

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原苏联远东地 区、朝鲜 、日 

本)．第二组，剌榛组 sect．Acanthochlamys(总苞钟状，裂片呈刺状)有 1种，刺榛 C． 

t'OX，有 2变种：模式变种 var．ferox分布于西藏南部和东南部、云南西北至东北部、贵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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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四川西部；藏剌榛 var．thibetica分布于四川西部至东部、湖北西部、甘肃和陕西的南 

部、河南西 南部 (图 19)。Bynbs(1944)指 出，在中 国西南部集 中了桦木科 cd，p胁螂， 

Corylus，Betula，Ostrya和 Ostryopsis的所有基本形态学类型，桦木科即起源于此。从上 

述 C0 lus和 Ostryopsis各有关分类群的分布格局，可以认为这二属，榛属的二组 ，榛组 

的二亚组，刺榛的二变种，虎榛属的二种都是姊妹群，并可能是在横断山区北部一带分化 

而出。王荷生(1989)认为虎榛属最迟于老第三纪由榛属演化而来 根据 Abbc(1974)的 

研究，榛属的雌花的二回苞片不发育，筒状果苞是由2枚三回苞片愈合而成，雌花在子房 

顶部有退化的环状花被；而在虎榛属，雌花的二回苞片存在，并与 2枚三回苞片愈合形成 

分裂的果苞，雌花有 由4枚花被片合生的花被。因此，在雌花的特征方面，榛属是比较进 

化的，也就可p』推断，这属不可能是虎榛属的祖先。 

图 19 Corylus chinensis(一I)tC 卜_2)，C．mandshurica(__3_▲)．C．ferox 

vat√ 。 ( ’1)．Cferox vat．tibetica( ’2)．Ostryopsis 

出 咖 w (— — 1)和 0  ̂拈 (— — 2)的分布． 

乌柳 Safixcheilophila有 4变种 (周 以良，方振富等 1984)：模式变种 var cheilophila 

分布于云南西北、四川西部、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河南西部、山西、河北西部及北部， 

北达内蒙古南部大青山一带；光果乌柳vat．cyanolimnea分布于四川西部、青海东部、甘 

肃南部；大红柳 var．microstachyoides产西藏南部；宽 叶鸟柳 var．acuntinata产北京。康 

定柳 paraplesia有 3变种(周以良，方振富等 1984)：模式变种var．paraplesia分布 

于西藏东部、云南东北、l~J,l西部、青海、甘肃和陕西的南部、河南西部，向北达山西接近阴 

山的五 台山；毛枝康定柳 Var．pubescens产甘肃南部；左旋柳 vat．subintegra产西 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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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这二种均在横断山区有较多变种，再考虑横断山区一带是柳属的重要分布中心之一 

(赵士洞 1987)，推测横断山区可能是这二种的起源地。 

珊瑚苣苔属 Corallod~cus约有 9种，其 中 2种分布于尼泊尔、不丹及我国西藏南部 

的喜马拉雅山区；其他 7种集中在横断山区，这里形成了此属的分布中心；只有一种，珊瑚 

苣苔 C．COtdaudus自横断山区向东分布达贵州和湖南西部，向北经过湖北西部、四川、秦 

岭、太行山区到达北京西部山地，成为珊瑚苣苔属中分布最广的种。 

圉 20 1 Corytus heterophel／a vat Hlĉ“ n Ⅲ ：2 C heterophytta var he~erophylla； 

3．G yunnartensls；4 C wangii；5 C wulingensis 

蕤核 Prinsepia uni~oga有 2变种：模式变种 vat．Ⅻ ，口分布于四川、甘肃、陕西、山 

西、内蒙古南部；齿叶扁核木 vat．serrata分布于四川、青海东部、甘肃、陕西 山西 (俞德 

浚，谷粹芝 1986J。这个种的分布区范围与本分布式样的其他种稍有不同，即其分布区东 

缘不达河北西部太行山区，大部分位于黄土高原腹地。扁核木属 Prinsepia有 4种，原始 

群，多蕊组 sect．Prinsepia(雄蕊多数)有 2种：扁核木 P．utilis分布于我国西藏、云南、贵 

州、四川，以及尼泊尔、不丹、印度北部；台湾扁核木 P．scandens产台湾省 另一组，十蕊 

组sect．Plagiospermum(雄蕊 10枚)也有 2种：蕤核P．uniflora；东北扁核木 P．sinensis分 

布于辽宁．吉林、黑龙江。P．utilis和 P．scandens的问断分布可能发生在第四纪冰期 中。 

从上述诸分类群的分布格局，推测 sect．Prinsepia和 sect．Plagiospermum 可能在横断山 

区北部一带分化而出。 

式样Ⅱiii．由西南至吉林或黑龙江 From SW China to JilinOF Heilongj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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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布式样是由上一式样通过阴山一带继续向东北延伸至长白山区或小兴安岭而 

成。包含 6科的 7种(附录 1)，其中蒙古马兰和独角莲分布到山东，葱皮忍冬分布到朝 

鲜，照山白向东分布到我国山东和朝鲜。 

式样 Ⅱiv．由西南至西伯利亚或 (和)邻近地区 FromSW ChinatoSiberia or，and 

adjacent regions 

从前一分布式样继续向北扩展或从 Ⅱii．由西南至阴山 式样向北沿大兴安岭延伸 

至原苏联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等地即形成本分布式样。包含属于 l9科的 41种，2变种 

(附录 1)。其中两种榛子，两种老鹳草，两种猕猴桃，以及角蒿和党参都向东分布到山东， 

毒芹向西北达新疆，舞鹤草自西伯利亚向东分布达北美，舌唇兰和手参则向西达欧洲。 

贝加尔唐松草 Thalictrum baicalense分布于我国西藏东南部察隅、四川西北、青海东 

部、甘肃和陕西的南部、河南西部、山西、河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 

江，以及原苏联西伯利亚、朝鲜和 日本。这种的花丝上部膨大呈棒状，与爪哇唐松草群相 

似，但心皮的短花柱顶端形成--4"的柱头而不同。属于爪哇唐松草群的长柱唐松草 

megalostigma( baicalensevar．megalostigma)在体态上很象贝加尔唐松草，在花的构造 

上也大致相似，只是心皮有长花柱，花柱腹面具柱头组织，而无柱头，这在唐松草属中是原 

始的情况，分布于四川西部康定向北至南坪和甘肃南部的舟曲一带山地林边，其分布区恰 

在贝加尔唐松草分布区西南端的察隅和四川西北部若尔盖之间的间断地区(图 l2)。根 

据上述形态特征以及分布格局，推测长柱唐松草可能接近于贝加尔唐松草的祖先。 

狗枣猕猴桃 Actinidiakolomikta分布于我国云南东北、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南部、河 

北西 部、山东、辽 宁、吉林、黑龙江 ，以及 原苏联远 东地区、朝鲜和 日本。葛枣 猕猴桃 

A．polygama分布于我国云南东北 、贵州东北、湖南、四Ji【、湖北西部、甘肃东南、陕西南部、 

河南西部、山西、山东、河北、内蒙古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原苏联远东地区、朝鲜 

和日本。猕猴桃属Aetinidia约有 55种，分布于东亚，绝大多数(53种)分布于我国；在我 

国，多数分布于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更以下列省区种类最多：云南(11种，22变种)、广西 

(7种，22变种)、湖南 (9种，l8变种)、四川 (9种，12变种)、贵州 (6种，l4变种)，有 3种 自 

我国西南部云贵高原北部一带分布到日本和原苏联远东地区，有 2种向南分布到印度尼 

西亚，有 1种 由云贵高原 向西达喜马拉雅，在喜马拉雅还特产 1种 (粱畴芬 l983，1984)。 

这属在云贵高原及四川一带有较多种类，原始群，净果组 sect．Leiocarpae的 l0种中有 6 

种 (包括 4个古老种 A．arguta，A．melanandra，A．kolomikta和 A．polygama)分布于这个 

地区，因此，可把云贵高原一带视为猕猴桃属的分布中心。上述的猕猴桃属的地理分布情 

况与铁线莲属尾叶铁线莲组 Clematis sect．Campanella(见前)颇相似 。猕猴桃属 

Actinidia(花 单性 ，雌 雄 异株 ；雄 蕊 多 数 ；花 柱 分 生 ；浆 果 )的 近 缘 属 ，藤 山 柳 属 

Clematoclethra(花两性；雄蕊 l0；花柱合生；蒴果)为我国特有属，分布于四川、云南北部、 

广西北部、贵州、湖北西部 、甘 肃和陕西 的南 部、河南 西南部 (Komarov 1908；粱畴芬 

1984；汤 彦 承 、向 秋 云 1989) Komarov 列 出 “Dillenia—Worm clinidia— 

Clematoclethra 次序，认为 Clematoclethra年轻，出现晚。根据上述二属的区别特征可以 

看到这二属各同时具有原始的特征和进化的特征，因此，很难判断那一个较原始，那一个 

较进化，更难于确定谁比谁年轻，所以，我赞同汤彦承，向秋云(见上)关于这二属是姊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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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并推测这二属可能是从共同祖先的热带群水东哥属 Saurauia在云贵高原一带演 

化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这二属可能都是相当古老的群 

角蒿 lncarvillea sinensis有 2变种(Grierson 1961)：模式变种 var．sinenMs(一年生草 

本植物；种子有较长翅)分布于我国四川 青海东部、甘肃 陕西、山西、山东 河北 内蒙古、 

东北，以及原苏联远东地区；var．variabilis(多年生草本植物；种子有短翅)分布于西藏东 

南、云南西北、四川西部 甘肃。角蒿属lncarvillea约有 l4种，分布于自喜马拉雅至蒙古 

和原苏联中亚地区的亚洲高原上，多数种(9种)分布于我国横断山区，除 L smens~vat． 

Mnensis为一年生草本外，其他的种和变 种均为多 年生草本。根 据上述情 况推测 var 

Mnensis可能由多年生的 vat．variabilis演化而来。 

式样Ⅱv．自喜马拉雅至山西南部FromtheHimalayastoSShanxi 

属于本分布式样的只有一种，是毛茛科的短柱侧金盏花 Adonis brevistyla(图 1)(花 

瓣 白色)，分布于不丹、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和西北、四川西部和南部、甘肃和陕西南部、山 

西南部(王文采 1980)。这种的姊妹群，蜀侧金盏花A．sutchuenensis(花瓣黄色)分布于四 

JI『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河南西部 分布青藏高原的蓝侧金盏花A．coerulea具低矮 

植株和蓝色花瓣，与短桂侧金盏花易于区别，但在四川西北部出现植株较高，近似后者的 

中间类型(高蓝侧金盏花 A．coerulea f integra)，有可能蓝侧金盏花是由短柱侧金盏花演 

化而来。根据上述各分类群的亲缘关系和分布格局，推测短柱金盏花可能在横断山区北 

部与蜀侧金盏花同时分化而出，以后向东北分布到秦岭以北，向西到达喜马拉雅山区东 

部 。 

式样Ⅱvi．由喜马拉雅至阴山或 (和)邻近地区 FromtheHimalayastotheYinshan 

Range og，and adjacent regions 

本分布式样是由前一式样的地区向北延伸达阴山山区或邻近地区形成的。包含属于 

6科的 5种，2亚种 (附录 1) 

疏齿银莲花 Anemone obtusiloba ssp．ovalifo妇 分布于西藏南部和东部 云南西北、四 

JI『西部、青海东部、甘肃和陕西的南部 山西、河北西北部达华北山区最高峰的小五台山一 

带 钝裂银莲花 ．obtusiloba所隶属的钝裂银莲花组sect．Himalayicae有 9种，5亚种， 

约 l0变种，绝大多数的分类群，即9种，4亚种，9变种集中分布在横断山区，只有钝裂银 

莲花舯模式亚种 A．obtusiloba ssp．obtusiloba，湿地银莲花 A．rupestris ssp rupestris，匙叶 

银莲花 A．trullifoliavat．trullifolia自横断山区向西分布达喜马拉雅山区西部，在喜马拉 

雅 还有 一 特有 亚 种 ，此 外 ，在 四』I『东部 有 1特有 变 种 ，巫溪 银 莲花 A．rockii vat． 

pllocarpa 所以，疏齿银莲花是 sect．Himalayaicae中分布最广的分类群，只有它能超出 

横断山区，向东北方向与直梗高山唐松草 ／'haliclrum ateinum vat．elatum及高原毛莨 

Ranunculus tangutio2s一起越过秦岭沿黄土高原东缘到达小五台山。 

皂柳 lixwallichiana有 2变种(周以良，方振富等 1984)：模式变种 var．wallichiana 

(叶下面被绢状柔毛或近无毛)分布于我国西藏南部和东部、云南西北 贵州、四川、湖北西 

部、甘肃南部、陕西，河南西部、山西、河北北部，以及不丹．尼泊尔．印度北部，克什米尔地 

区(图4)；绒毛皂柳 var．pachyclada(叶下面被短绢状绒毛)分布于云南，贵州、湖南西南、 

四川、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西北部天目山 根据二变种的地理分布，以及横断山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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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属的一个重要分布中心(赵士洞 1987；方振富 1987)的情况，推测皂柳的二个变种是在 

横断山区分化而出的。 

式样Ⅱ试．由喜马拉雅至吉林或黑龙江 From the Himalayas to Jilin or Heilung~iang 

本分布式样是由前一式样再向东北扩展至吉林或黑龙江而形成的。包含属于 2科的 

2种 。 ‘ 

小丛红景天 Rhodiola a~lDll,llosa分布于不丹，以及我国云南北部、四川西部、甘肃和陕 

西的南部、山西 河北西部、辽宁西部、吉林 (傅书遐 1984)。红景天属 Rhodiola有 49种， 

分布于亚洲高原地区，有 43种分布于帕米尔与横断山区之间的青藏高原一带，其南界为 

喜马拉雅山区(Ohba 1987)，这里为本属分布中心。由此推测 R．dumulosa及 R．kirilowii 

(见前)很可能是从横断山区一带分别分布到吉林或河北北部的。 

式样Ⅱviii．由喜马拉雅至西伯利亚或 (和)邻近地区 From the H-衄矗lay to Siberia 

or，and adjacent regions 

本分布式样是前一式样继续向北扩展达西怕利亚或(和)邻近地区而形成的。包含属 

于 5科的 6种 

讨 论 和 推 测 

1．从 上 述 的 Anemone hupehensis，A．flaccida，Clematis ganpiniana，C．henryi，C． 

1asiandra，Semiaquilegia adoxoides，Elatostema involucratum 等植物的地理分布 ，可以看 

出一条 自我国西南部向东，在北面沿秦岭和大别山(可称为秦岭一大别山走廊)，在南面沿 

南岭(可称为南岭走廊)，在中部沿武陵山 幕阜山等山脉，直达华东沿海诸省、台湾和日本 

的迁移路线 (图 21) 

胡先辅 (1926，1929---30)在研究我国东南部森林植物区系时，根据 Tsuga chinensis， 

Amentotaxus argotaenia和 Juniperusformosana等树种的地理分布提出在我国有一条 

从云南 四川，经过湖北、湖南和江西，向东至安徽、浙江，向南至福建，最后到达台湾 的 

植物区系迁移路线。李惠林 (1944)在研究 了我国五加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并做 出了我国 

植物区系区划之后指出，在我国西南部发育了中国植物区系的核心部分，还指出，东亚温 

带的许多植物起源于横断山区，由此向东扩展形成了中国其他地区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 

成分。王荷生(1989)在论述我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起源问题时指出，在 北温带和世界分 

布科中，我国特有属的起源和发展，有以横断山脉南段或青藏高原东缘为中心向不同方向 

扩展的趋势，秦岭山脉和南岭是它们向东扩散、迁移的主要途径。 本文的研究赞同上述三 

学者的论断。 

2．根据 Anemone vtt~folia，Dichocarpum adiantifo触 ．Clematis montana．Tetra． 

stigmaobtectum等植物的地理分布t可以看出自我国西南部向西分布到喜马拉雅山区的 
一 条迁移路线 (喜马拉雅走廊，Kitamura 1955，1963；Tabata 1988)(图 21)。By B 

(1944)指出，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形成是由于中国西南部古老山地的种类向西分布的结 

果 ，并 举 出 Euonymus grandiflorusL Euptelea pleiospermum．Clematis montana． 

C．gouriana，Rosa sericea，R．microphylla Primula sikkimensis P．involucrata等植物为 

例。本文的研究赞同他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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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1 被子植物的一个可能的发展中心．以及 自其发 出的迁移路线 

A putativeoe~lefofdevelopment oftheangiosperm s andthemigration rozztesinitiated and  extendingfrom it． 

3 根据 Corydalis c~rviJTora，Anemone tomentosa，Tha／ictrum 却  m  var．e／af ， 

Corallodiscus cordandus，Nepeta prattii， 口，fctrum przewa~kii，Populus pseud imonii， 

Corylus heterophyUa var．heterophylla，Thalictrum baicalense等植物的地理分布，可以看 

出一条由横断山区向北经过秦岭、黄土高原东部(包括太行山区)、阴山，转向东，达长白 

山、小兴安岭，最后到达西伯利亚，常向东达日本，有时向东北达堪察加和北美洲，或有时 

向西达欧洲的迁移路线 (可称为中国西南一东北走廊)(图 21)。这条迁移路线在第四纪冰 

期中曾是某些植物由西伯利亚或我国东北部向西南方向迁移至我国西南部，并在以后回 

返的通道 (王文采 1989)。 

4 根据 Hemiboea henryi和 Lysionotuspauciflorus的地理分布(见前)，可以看到一 

条由云南东南和广西西部向东北方向至华东和 日本的迁移路线。根据光萼唇柱苣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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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m anachoreta和芒毛苣苔 Aeschynanthus acuminatus(苦苣苔科，王文采，插图 5， 

1985)的地理分布 ，可以看出一条由云贵高原南部 向东沿南岭走廊分布达台湾的迁移路 

线 根据斑叶唇柱苣苔 Chirimpumila，齿叶吊石苣苔 Lysionotus serratus，华丽芒毛苣苔 

Aeschynanathus supe~ ，显苞 芒毛苣苔 ．bracteatus，毛线柱苣苔 Rhynchotechum 

vestitum(苦 苣 苔 科 ，王 文 采 ，图 2，1983，插 图 5，1985)，光 叶楼 梯 草 Elatastema 

laevissimum，多序楼梯草 E．macintyrei，华南楼梯草 E balansae(荨麻科，王文采 1980)， 

细 齿 崖 爬 藤 Tetrastigma serrulatum(葡 萄科 ，王 文采 1979)，长 蕊木 兰 Alcimandra 

cathcarthii(木兰科，吴征镒，王文采，图 l，1957)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一条 由我国云贵高 

原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向西经过云南高原的南缘和西缘至我国西藏东南部或(和)印度东 

北部，继沿喜马拉雅走廊最后到达尼泊尔的迁移路线。再根据山豆根属 Euchresta(豆 

科)，山桂花属 Bennetiodendron(大风子科)(吴征镒，王文采，图 l0、l1，1957)，盾片蛇菰 

Rhopalocnem~pha肋ides(蛇菰科，Steenis，Fig．4．1935；吴征镒，王文采，图 6，1957)，爪哇 

唐松 草 Ttmlictrumjavanicum(毛莨 科)，滇 黔楼 梯草 Elatostema backerh微柱 麻 

Ct~amabainia cuspidata单蕊麻 Droguetiapauciflora(荨麻科，王文采 1989)的地理分布， 

可以看出一条由云南高原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向南经马来半岛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的迁 

移路线 最后，根据檬果樟属 Caryodaphnopsis(樟科，吴征镒，王文采，图 5，1957；李锡文 

1979)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一条由前述地区向东南经婆罗洲达菲律宾的迁移路线(图 

21)。 

5．B bB(1944)在对世界植物区系作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指出，中国植物区系，毫无疑 

问，不仅是东亚其他各植物区系的基础，同时也是温带许多植物区系成分的起源 吴征镒 

(1965)指出， 居于北纬 20。至 40。之间的中国南部与西南部和中南半岛的广袤地区，最 

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 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区系的核心， 

而这一地区则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更广泛地说，它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 

出生地 作者根据在本文中对一些分类群所作的分析，赞同这二位学者的精辟论断。 

6．一些事实和论断 

a．李惠林(1948)指出，横断山区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高山植物区系，云南西北部和 

ImJil西部的横断山区是植物世界奇妙的地区之一，在这面积不大的有限山区集中了许多 

拥有庞大种数的大属，如 Rhododendron，，r “la，Pedicularis，Saussurea，Saxifraga， 

Gentiatut，D咖 hinium，Meconopsis等等，这种情况在世界热带之外的其他地区再也不会 

找到。吴征镒 (1988)进一步指出，在横断山区有不少于 1500属，1万种以上的种子植 

物。他认为，横断山区是一个关键地区，是解决有关植物区系发生和板块学说之间关系、 

有关北温带植物区系(包括东亚、北美和欧洲的植物 区系)的起源问题，以及有关种子植物 

演化问题的钥匙。 

b．吴征镒主编的《云南种子植物名录》(1984)记载了云南的种子植物共 21l0属，约 

13900种 。 

c．不少属的分布中心或起源地位于我国西南部，如樟属 Cinnamomum，檫木属 

Sassafras【李锡文 1979)，栎属Quercus(By．~bB 1944)，珍珠莱属Lysimachia(陈封怀，胡启 

明 1979)。云南东南部一带是许多古老残遗种属的分布中心和发源地(吴征镒，王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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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d．近年来，应俊生 (1984)、王荷生(1985，1989)均对我国种子植物的特有属进行了研 

究，在我国特有属分布中心方面，他们得到了一致结论，即位于我国西南部。 

e．近二十余年来，白垩纪初期化石花粉的研究工作广泛展开，具单沟的化石花粉(如 

Clavatipollenites，Liliacidites，Retimonocolpites等，见 Walker and Walker 1984)在赤道或 

接近赤道地区(尤其在南美洲热带和非洲热带)多处发现，在赤道地区时问稍晚的地层中 

出现三沟花粉，再往后期，三沟花粉在欧洲及北美洲高纬度 的地区陆续出现。由于双子叶 

植物主要具三沟类型的花粉，从上述研究遂可大致看出双子叶植物从白垩纪初期逐渐向 

两半球高纬度地 区扩展 的情景。根据这些研究，有的学者提 出被子植物起源于 

Gondwana古陆西北部的论点，另有学者认为可能在南美洲和非洲分开的裂缝地区 

(Thomas and Spicer 1987) 

有关古植物学研究证职，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温带植物区系均是在中自垩纪分化出 

来的(Berry 1937；Axelrod 1952；Takht~an 1969)。 

7．作者根据上述有关古植物学的研究，诸学者对我国植物区系性质等方面的论断， 

以及云南和横断山区植物区系的丰富，复杂，并根据本文对各分类群所作的分析和上述诸 

迁移路线自我国西南部呈辐射状分布的格局，作出如下推测：云贵高原和四川一带可能是 

在赤道地区起源的最初被子植物从赤道地区向北半球扩展，大约在中自垩纪到达这里后 

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心，当时，在这里发生了强烈的演化辐射。上述的各条迁移路线， 

可能是在这个辐射的影响下形成的。由于我国西南部和长江中游一带缺乏白垩纪被子植 

物化石记录 (H蚰 1983)，同时与上述迁移路线有关 的植物也缺乏化石记录 (徐 仁等 

1978；HsQ 1983)，上述推测是否正确，尚需今后有关古植物学研究的检验。 

8．一些地理分布现象 

a．从上述诸分布式样，可以看到秦岭山脉在我国植物地理上的重要位置，它一方面 

是不少植物由我国西南部向东部分布经过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是某些植物由我国西南部 

向东北部分布经过的通道。有趣的是类叶牡丹 Caulophyllum robustum(小檗科)的分布 

式样，这种植物从西藏东部、云南西北、四川、贵州向北达秦蛉，在秦岭东端其分布区发生 

分歧，向北音g分枝经过黄土高原东缘、河北北部、东北三省到达原苏联远东地区及 日本，另 
一 东南方向分枝较短，经过大别山到达浙江西北部的天目山。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海拔 

达 4113m)在植物地理上颇为有趣：有些植物如黄三七 Souliea vaginata(王荷生，图 4， 

1979)，独叶草 Kingdonia uniflora(Wu，Fig．2，1988；王荷生，图3，1989)(毛茛科)，星叶草 

Circaeaster agrestis(星 叶 草 科 ，Forster 1963；Wu，Fig．2，1988)，Chrysosplenium 

uniflorum，C．gr~fitkii(虎耳草科，见前)，Ligulariahookeri(菊科，见前)等，都是从西面的 

横断山区一带向东分布止于太白山的，太白山成了这些植物分布区的东界；反萼银莲花 

Anemone Teflexa(毛茛科 )间断地分布于太 白山和西伯利亚一带，以及腰只花草 

Hemiphragma heterophyllumvar．pedicellatum(玄参科)星散并间断地分布于我国云南西 

北贡山、湖北西部兴山、秦岭太白山、台湾山地和菲律宾山地(王文采 1989)。 

b．自云南西北部起，经四川西部 甘肃南部到陕西南部一带的弧形地区在植物地理 

上颇为重要 ，这里是金腰属 Chrysospleniwn(潘锦堂 1986)和柳属 Salix(赵士洞 19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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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的 重要 地 区 ，已 如前述 。绿 绒蒿 属 Meconopsis的原 始 群 ，锥花 绿 缄蒿 组 

sect．Cambrieae的 10种中有 9种分布于云南东北 四川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东jB和湖jt 

西部这一弧形地区，这一带山地可能是这属植物的发源地(庄 璇 1981)。上述毛茛科具 

二歧分枝叶脉的独特植物 Kingdonia un~qora的分布区恰恰在此弧形地区，分布于云南西 

jE德钦、四川西部和西北部、甘肃南部和陕西南部。 

c．南岭和秦岭相似，也是植物地理上的一条重要通道。如上所述，一方面一些植物 

(如 Clematisganpiniana，C．1asiandra Idesiapolycarpa)从我国西南部在它们分布区南方 

沿南岭向东北方 向分布到华东和 日本；另一方面，某些植物(如 Chirita anaehoreta， 

Aeschynanth acuminatua)由云贵高原南部和中南半岛jB部向东沿南蛉分布达台湾。还 

有一些植物(如蚂蝗七 Chiritafimbrisepala，羽裂唇柱苣苔 C．pinnatifida，王文采 1985)由 

广西岩溶地区沿南蛉向东北分布达福建、浙江。 

d．浙江天 目山在植物地理上也颇有趣，一些植物，如 Parnassia，0liosa，Euptelea 

pleiosperma，Decaisneafargesii，Tapiscia sinensis，Aconitum hemsleyanum(见前)，分别从 

喜马拉雅山区、云南西北部或四川西部向东经过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后止于这个山，天目 

山成为这些植物分布区的东界。唐松草 Thalictrum aquileg扣Rum vlt[．sibiricum分布于西 

伯利亚、日本，以及我国东北、内蒙古、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山东东部，在黄河以南星散地分 

布于湖南东jB、湖jB东南、安徽西部和浙江天目山，这里成为唐松草分布区的东南界。大 

叶铁线莲 Clemalis heracIe~'olia分布于我国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浙江天目山、江苏、河 

南、山东、山西、河jB、辽宁、吉林东部，以及朝鲜、日本，天目山为其分布区之东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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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属于本文 

A川 叫 l 1 List of the taxa belonging to the distnbufion patterns described in text 

式 样 ( pattern) -t． Cupre~ funebr~【 l(Cupressace．ae)： Cephalotaxm n i． C
． 

smensis11561(Cephalotaxaceae)；Populus adenopoaab71(SaScaceae)：Cycto 口 paliurusI 01(Ju出 ndaceae)
。 

Corflus heterophyfla var．sutchuenen．~。Carpinus cordata var chinens&，C Iondoniana．c po!eneuta。Bemla 
&tr~~era【埘l(Betulaceae)；Fagus lue~la[ 删 ，C~tan 口jeguinh"。C． [】| 1(F 弘c∞e)：Celtis 尬棚}I Il_ 

(Ulmaceae)；F~'us heteromorpha，F $armeraosa v盯．henryi【 (Moraccae)；pitea notataI H (Urficaceae)； 

At~totachia moupi~ensir, A． 柚 枷 m【204‘( Afistoloehiaceae)； Aconitum hemsteyanum⋯ 。 Thafictrum 

ichangemel州， Anemone hupehensis ，C~matis apish船 var．obtusidentata，C．ga~m／ana {Ranunculaceae)； 

Deca~ne
，

a

、

fatgesii, Seauntonia teucantha。 Holboetl~a coriacea ( Lardlzabalaeeae)； Solgentodoxa 
cuneala【“ (Satgeatodoxaoeae)： Smoraenban acutum var cinerelcn1981(Menislxrmaceae)： Lidodendron 

chinense[119](Magnolia~ae)：Ifticbga 州̂ ‘ 辩 (Ⅱl ao聃e)： 鼬 删 加 目，̂删肼埔 口【 I(sch andra。强e)： 

Chimonanthu~ nitens[ 嘲 ( Calycanthaceae)； Sassafra tsurau[”01。 LmderⅡ 小 工 f 删 【圳 ． 

Litsea lmngens【钾l(Lauracea~)； Eomecoti chtonantha【1Il， Corydalis eduh~I 22】(Papaveraceae)： 

yunnanense[1 ( Cruciferae)： Sedum ew~rginatum， s fd~esDo81( Crassuhceae)： m 

macrophyllum【 
， Philade~hus sericanthus Hydrangea 踟  。 Schizophragma glaucescen~[92] 

( SaxffmSaccae)： ， n讲棚 sfnens／~· 月 ，啊 船 ,mo／／islt ( Ha~13araefidaceae)； Eucontnia 

u／too／des[{44l(Eucommiacea~)； l珊Ⅱ f印onica var 口cumin口ta[175]。肌 c肼抽  mf 伽 【l酬
， D 口 

hupehens~_l训
，
Phatinia mm 幽 帕 。 拙 m var． 舭 口【】硎

， 6埘  扣 ，，如 口n 。 R． 蹦  ， R 

an~hidasys【 圳
， sertata， R． henryi[" 】(Rosaceae)； c 加  wilsonii[ 21(Legulnin0sae)： 正l呦出  

ruticarpaI~0]( Rutaeeae)： Bischofm po扣口rpa 
， 
Alch。m阳 妇删 Il1](Euph0rbia。eae)： 丑“ 

bod／n／er~【 】(Buxa~ae)；11ex pernyi，^ editicostata[删 (A日ui白Ⅱaoeae)： Euonymus myrianthus， 如lM  

angulatus I‘59】(Celastraceae)；Tapiscia sinemir[ I(Tapisd~ ae)； hemyi
。 口忡 (Ace【a。eael： 

M eliosma tchiora M ．bean ~m口【蚓 ， ~ anutata VKT．vitchiea [129](sab ceae)； 胖m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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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  阳
_矧

， 
埘 H 栅  麻珊 【圳 (Ranunculaceae)； tangutorumI‘酬 (Cruci~ae)；Rhod／oh~ 

kn．RowiiI (Crassulaceae)；Parna~ oreophilal】3 ，Hydrangea 6 洫 l 92】(Saxifragaceae)；Spiraea 

册  。血 d【 
，

P口tentitlo 舢  脚 疵  lI751
． Prinsepia蜊加ra，Amygdalos出口／d~na r‘叫 (R0saceac)； 州岬  

nanok／esI‘圳 ( Celastxaceae)； Sagerahu paucicostatal8II( RhRinflaoP．ae)： 硼 甲  ̂ Ⅲ  ssp
．  

e b ‘ ( Elaegnaceae)； WikstroemCa chamaedaphne‘ ( Thymeheaceae)； NotopterygOzm 

／ ‘[(Umbclliferae)； Comus bretsclm ideri[1 68】(Comac~ae)； Syr~ga wb『 (Oleaoeae)； 

Gentianopsis scabromaginata， G．tmlodosa var．0岫to—de#oidea[7~
，
Swerria erythr口r [ 舛 (0enfiana。明e)； 

Cy~ chum 册̂cockianum1 ‘61(Asctepiadaceae)；Nepeta prattii[‘ I(La妇 t ) n 0Jl妊n mck／／D at]
， Ped 

0 deri vaf． sJnens／sI ’ ( Scrophulariaceae)： Corattodisc cordatulosI ( Gesneriaceae) Leptodetmis 

oblonga【 (Rubiaceae)；Trlosteum pinnatfutumI‘删 ，Lonicera M  ，L．szechuaniea[ 叫 ( pvlo~aceae) 
Anaphat~ hancockii[ 

， ~terfa,rerfll4iI，L~ularia przewdbkii，L．sagitla[62]， l [ (compo tae)； 
础m a sinocon~pressus[‘4】(Cypera~ae)

． 

式 样 (Pattern)lira ． Poputus pseudo-simonii，P．cathayanal 【(Salicacca~)：0 d盱 d 删 219] 

(C~te．nopodiaceae)； Rhododendron t~cranthum[121(Eticac~ae)； Lonicera r翻 【 州 ‘Caprifoliaceae)： 

Kat#ner~mongolicall4ll(Compositae)；聊  硎 辔积嘏删[I嘲 (Araccac)
． 

式 样 (Pattem) lIiv Corylos heterophytta， c mandshurica， Betulo phUyphytla(目 lo)， Carpinus 

cordata J‘ (Betulac~ae)；Pseudostehur~a 出 P．huvk~，P
．
maximo icz~ana[’-圳 ( r phyllaceae)； 

Actaea asiatical卸 
．
Thatictrurn huicaterme，T．sin~tex vaf．bre 却 J川 ， e d 曲 ㈨

， 棚 螗  

brevicaudata⋯ (Ranuaculaceae)；Sp~'aea ∞， Cotonea~ter acut~o~ r1751
， Potentgta 血r如 妇 ， P． 

tong扣hu， P． centigranai‘73]( Rosa~ae)； ThermopMs tanc data rzTo，  ̂ 挑  幽 r 蹦 陆  

pseudoorbus‘721 (Legummom~)；Geranium erlosteman，G．s~biricum J29J(Geram~eae)：Achuidia po~garna， 

kdomikta儿叫 (Ac~nidiaceae)； Cicuta virosa[刚 (UmbelKfeme)； Gentiana huh 妇 『侧
， A哪 。叩扣 

votubil~s[ ‘ 
， Swert~ diluta r (Gentianaceae)； P 恼 4招『‘ (Scrophulamceae)； In’二H 阳 

sinendsl 3引锄 g∞niaccae)；M  chinensisllol】(Rubiacea~)；Lonicera chrysanthd
，
L．caeru／ea var．edd／s[~  

(Capf,f61iaeeffe)；Cotlono,'~,s~p／／osu~a‘7tl(Campanulaceae)；Crepis ∞口
， Aster age 址 I (Campositar)： 

Tripogon chinensis， Cline~mus Sibit~cu
．

s, Ptitagrostis rnonghotica⋯ (Graminae)； Carex remotiusculo r~951 

【Cypemceae)； Maianthenmm 6扣hum⋯ (Liliaceae)； Plotanthera c 旧 d， 回棚口 ∞ 4 

【0rch_山 ceBe)． 

式样 (Pa~ecn)II r． breVistylo 

式样 
，．

(P
l

attern)II - SM／x watfichianal‘ (Salicaceae)； obtu~ilohu ssp
．
0Vat~oliaTM

， ， 

nguticus TM
1 

Ranun~ulaceae)； Hypecoum leptocarpumltt](Papaverao~ae )； Gen』ianopsis 

如阳 (Gentianaceae)； Pedicaloris rhinanthoides ssp． tabMlata r1771(Scrophubdaoeae)； n 出 

rnacu~ ¨ (Liliaceac) 。 

式样 (P~ ta)He ． Rhod~olo humdosa㈨ (Ct ass
．

ulacca~)； macran／hum 【4·141(0rchidaccac) 

式 样 (P-曲哪 ) ． Cardwnme m
⋯

ac rophyhuI‘ I(Crueiferae)；Sa Craga ~ir／~a[2231(Saxifi-
aga∞ae)： 

Gentiana 
I 
squ

川

arroa'a， G p~udoaquatma J刊 (Gcntianaceae)； ( 枷 缸 ude~ lr31(“1 ) Ⅳ
∞ i 

符号表示有关植物在台湾省无分布，无此符号的植物在台湾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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