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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羽鲜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及区

系成分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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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苔鲜植物的研究
,

过去报道甚少
,

据有关资料
,

Φ
−

7 ΕΓΓ Α Β

?1 5 Η 2 ≅ 整理鉴定了 ∀
。

∀ Δ 0 Ι ϑ 0 Β ?1 Η , Κ一 1 5魂2 ≅ 在西藏西部及其邻 近

地区所采标本
,

发表了“种鲜类
,

其中至今仍隶属于或己调人羽鲜科的植

物计 Λ . 种
,

其后尚有 !
−

Η
−

∗ Μ ΝΙ 0 Β ?12 < < ≅
,

/
−

&
− Ο 0 ΓΔ Α Ο 3 ϑ

?1 5 , 5
, 1 2 Λ 2≅ 有过报道

。

我国陈邦杰教授 1 2 Π Λ年发表 了珠穆朗玛峰地区

的苔醉植物计 1< Κ种
,

其中有羽鲜科植物 , 种
,

近年来有关西藏地区苔葺

植物的研究报告陆续发表
,

增加 了我们对西藏地区苔鲜植物的认识
。

本文在此基础上整理鉴定了西藏综合考察队自 1 2 Π 1一 1 2 Κ Π年所采 , <<

余 号羽葬科际本后写成
,

对本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及区系成分进行了初步探

讨
。

一
、

西旅羽碑科植物的地理分布

本科植物主要分布于温带及暖温带地区
,

较集中地分布于东亚及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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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陆
。

现知西藏羽醉科植物计 11 属Λ5 种
。

由于羽鲜科植物的生长发育与

气温
、

湿度有密切关系
,

森林给本科植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因而
,

在西藏羽鲜科植物较集中地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南翼及藏东森林区以

及雅鲁藏布?江 ≅以南地区
,

尤以喜马拉雅山南翼种类最为丰富
。

?详见表 1 ≅

1
−

喜马拉雅山南翼区
Θ

该地区实际上是我国南亚热带和热带北缘的

西部
,

由于受孟加拉湾暖湿气流的影响
,

降水量丰沛
,

加深了水蚀切割
,

造

成了高山深谷的地形
。

植被的垂直分布明显
,

从古热带印度马来植物区系

过渡到泛北极植物区系往往发生在几十公里之内
。

低山为山地常绿阔叶林

带
,

谷地多在海拔Λ Η。。米以下
,

最暖月平均温度为 15 一ΛΗ ℃
,

年降水量为

1 < < <一 , < < 。毫米
,

成为西藏独特的
“江南” ,

环境条件十分优越而复杂
,

给苔葬植物的发展与变异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条件
,

因而羽鲜科植物的种类

非常丰富
,

据在该区所采羽鲜科植物标本统计有 1< 属ΛΗ 种
,

占西藏羽鲜科

植物种数的 52
−

. Ω
。

本区羽葬科植物以东亚成分和泛北极区系成分为主
,

且在处于低纬度

的墨脱
,

低海拔地区的热带雨林
、

季雨林中出现了热带植物区系的种类
,

如拟灰羽鲜 ∀ Δ3 Ες Ε“Ι Χ ΝΜ 3 Ξ ΕΒ 0 Ες 0 ϑ。

另外
,

属旧热带植物区系成分的大观

鲜 ∀ 乃3 Ες Ε3 Ι Ξ 夕功西ΕΤ
0 ΝΕ。优 也广泛分布于本区广大林区中

。

11
−

藏东区
Θ 指西藏东部的横断山脉地区

,

该区分布着彼此平行的
,

近于南北走向的山脉和水系
,

由于河流的强烈下切以及古冰川的作用
,

形

成 了高山峡谷的地貌
。

东和东南来的暖湿气流得以沿河谷而上
,

年降水量

为Η << 一 1。。。毫米
,

最暖月平均温度为1Λ 一 15 ℃
,

气候温暖湿润
,

植被垂

直分布明显
,

从山基到山顶多兼备有亚热带
、

温带到高山寒带各类型的植

被
,

该区的羽鲜科植物亦相当丰富
,

据采自本区的该科植物标本统计有 Κ

属 1Λ 种
,

占西藏本科植物种数的,Λ
−

2 Ω
。

本区羽醉科植物以东亚及泛北极区系成分为主
,

另外
,

属旧热带区系

成分的大羽葬广泛分布于该区, 1 。。米以下的林区
。

皿
−

藏南区
Θ

主要指雅鲁藏布 ?江≅ 以南至喜马拉雅山北坡的山地灌

丛草原地带
,

雅鲁藏布 ?江≅ 自西 向东横贯本区
,

形成独特的河谷地形
,

由于喜马拉雅山拦截 了来 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

降水较少
,

年降水 量 为

Λ< 。一Η< 。毫米
,

且由东向西递减
,

最暖月平均温度为 1< 一1Π ℃
,

该地区由

于气候较干旱
,

植物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限制
,

因而羽醉科植物较少
,

据

在该区所采标本统计
,

仅有 Η 属 Π 种
,

占西藏羽醉科植 物 种 数的 Λ1
−

,Ω

强
。

本区的羽鲜科植物以东亚区系成分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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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西欲羽醉科植物的垂直分布

根据西藏地区现知羽鲜科植物的海拔分布纪录
,

其垂直分布
,

可划分

为下列 , 个自然带 ?详见表 Λ ≅
Θ

工
−

常绿阔叶
、

落叶阔叶林带
Θ

海拔在 5 << 一 . < < <米间
,

分布有Λ. 种羽Ν

醉科植物
,

占西藏本科植物种数的 5Λ
−

1Ω强
,

其中大多数种主要分布于落

叶阔叶林地带
,

常绿阔叶林带较少
。

Β
−

亚高山针叶林带
Θ
海拔约为. < < <一 . Η < <米

,

本带有1Κ 种羽鲜科植

物
,

占西藏该科植物种数的Π <
−

Κ Ω强
。

1
−

高山灌丛草地带
Θ

海拔一般在 . Η。。一 , 2 <。米之间
,

有羽鲜科植物

1 Λ种
,

占西藏本科植物种数的 , Λ
−

2 Ω 弱
。

Φ
−

债石荒原带
,

海拔一般在 , 2。。一Η . < <米
,

仅分布有 1 种羽醉科植

物
,

占西藏本科植物种数的 .
−

Π写强
。

三
、

西旅羽醉科植物的区系成分

1
−

泛北极区系成分
Θ

分布于亚洲
、

欧洲和美洲北部的泛北极区系成

分的种类
,

在西藏 占有重要的比例
。

其中有暗绿多枝 鲜 +
0
6Ν0Δ , 二阴Ν’3 二

Ο Σ ΕΘ ΓΑ
,

小牛舌鲜扁枝亚种 ∋ Β

0Ι
0 ς 0 Β 二ΕΒ 0 Θ ϑ ϑ Ζ

−

ΕΒ ΓΑ 夕Α , , 矛Ι 3 ϑ ,

皱叶牛舌

醉 ∋ Β < < < ς 0 , Θ 3 夕ΑΝΕΕ
,

牛舌鲜 ∋ Β 0 Ι Α ς 0 Β , ΕΓΕΞ 3 Ν0 ϑ 3 ϑ ,

多优麻羽鲜 ( ΝΜ 0ΥΥ

户0 ς Ε0 Ι 户巴#Ν0 Α ΕΒ。 Θ , 尸 ,

细羽鲜 ∀ Δ Θ Ες Ε3 , ” , ΕΘ Θ 8 3 Ν。二
,

毛尖羽鲜 ∀ 方3 Ες Ε3 ,

6ΔΕΝΕ[。Θ ΟΕΕ
,

山羽鲜 ∋西Ε0 ΓΕΒ 0 ΝΝΜ Μ吞ΕΑ ΓΕΒ Μ
,

计 ϑ 种
,

占本区羽鲜科植物总

数的 Λ 5
。

Π写弱
。

Β
−

东亚区系成分 ?包括中国一喜马拉雅及中国一 日本的种类≅
Θ

有
Υ

卷叶叉羽鲜  Α 6Γ0 6ΓΑ , Ε夕万, Μ Β ς Θ 。Ι ΕΒ ‘3 Σ ∴ Μ Γ 3 ,
,

直茎 叉 羽 鲜  
− ϑ ΓΘ ΕΞ ΓΕΥ

Ξ Μ 3 ΝΑ
,

直叶叉羽鲜  
− ϑ 3 [ΕΒ ΓΑ夕Θ 3 Ι ,

细叉羽醉  
。

ΓΑ Β Α ΝΝ。, ,

刺疵牛 舌
·

醉 ∋ Β < < < ς
。, Β Μ [[ , Α , ΕΜ Ο3 ϑ ,

碎叶牛舌鲜 月
。

Γ人Σ Μ 3 ϑ Γ 3 ϑ ,

东亚硬羽 鲜 ) Μ 一

。ΕΑ ΝΝΜ Τ
0 ]Εϑ Μ , Μ ,

二歧羽鲜 ∀ Δ3 Ες Ε0 Ι [Ε6ΕΒ , “Γ3 Ν3 , ,

细叶羽鲜 ∀
−

ΝΑ6Ες 0一

⊥ ΕΜ Ξ Α 3爪 ,

黄羽鲜 ∀
。

6夕Ξ Β 0 ΟΔ0 ΝΝ3 二
,

尖叶羽鲜 ∀
。 Μ ϑϑΕΙ ΕΝΑ

,

毛羽鲜
Ο Χ Υ

0 , 0 夕3 Α入ΕΜ 二 0 Ν_Α Β乙0 Α Θ Ε
,

锦丝鲜 且Ξ ΓΕΒ 0 ⊥入3 Ες Ε0 Ι Δ0 0 论Α Θ Ε
,

计 1 Η种 ?其中

Π 种为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 ≅
,

占本区该科植物总数的, Π
−

,纬强
。

111
。

旧热带区系成分
Θ
指分布于亚洲

、

大洋洲及非洲热带地区的 种

类
,

一般属于古老残余成分
,

如大羽鲜 ∀ Δ 3 Ες Ε3 Ι Ξ 夕勿乙ΕΤ
0 ΝΕ3 ,

拟灰羽 葺
∀

−

口
Μ Θ ‘Β0 Ν’ς 0 ϑ ,

计 Λ 种
,

占本 区该科植物总数的Κ
−

1 Ω强
。

#/
−

西藏特有成分
Σ
仅有 Λ 个种

,

即皱叶麻羽鲜 (ΝΜ0 6Ας Ε3 Ι Θ 3夕3 Ν0
Υ

二ΕΤ
0 ΝΕ3 二

,

西藏羽葬 ∀ Δ3 Ες Ε3 , ‘Ε[Α Ν。 Θ Θ 二
,

占本区该科植物总数的Κ
−

1Ω强
。

一 1 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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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广 布 种
Θ
羊 角醉 + 。, , 。ΕΕΒ Α 3 Ο 0 , Γ 0 Ξ Α 0 Μ Α ,

狭 叶 小 羽 醉

+ Μ 夕Ν0 Ξ Ν0 ς Ε,‘Ι Μ Θ 2 。 Θ , ΕΤ0 ΝΕ3 , ,

细叶 小 羽 鲜 +
−

, ΕΞ Ο 06Δ夕#Ν3 脚
,

计 . 种
,

古西藏本科植物总数的 1<
−

Κ Ω 强
。

通过以上初步分析可以看 出
,

西藏羽鲜科植物的地理分布及区系成分

有如下特点
Θ

1
−

随着暖湿气流的 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弱
,

纬度不断增加
,

降水与

气温也不断减低
,

羽鲜科植物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限制
,

因而
,

其种类自

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

以至在藏西温寒荒漠区和藏北高原区已无羽鲜科植

物的踪迹
。

Λ
−

大多数属种分布于水湿及气温条件良好的喜马拉雅山南翼及 藏 东

森林地带
,

仅有少数属种分布于草甸
、

灌丛地区
。

在地形复杂
,

处干低纬

度的墨脱
,

低海拔地区的热带雨林
、

季雨林中出现了热带植物 区 系 的 种

类
,

如拟灰羽鲜 ∀人3 Ες Ε, 。 夕#Μ 3 Ξ ΕΒ 0 Ες Α ϑ ,

另外
,

属旧热带植物区系成分

的大羽鲜 ∀ Δ3 ΕςΝ’3 Ι ‘, Ι 厉Τ0 #Ν’Θ 二 ,

广泛分布于喜马拉雅 山南翼及藏 东 海

拔Η < <一, 1< <米的广大林区中
。

.
−

由于西藏地区的地势
、

气候极为复杂
,

各种醉类植物区系在此汇

合
,

因此
,

本区羽鲜科植物几乎与世界各区系成分都有一定关系
,

但以泛

北极区系成分及东亚区系成分为主
,

兼有少量的旧热带区系成分
。

,
−

种类丰富
,

本科全世界计 , 个亚科
,

西藏全有
,

本区羽鲜科植物

有 11 属
,

占全世界 12 属的ΗΚ
−

2Ω 弱
,

占中国 1Κ 属的“
−

Κ Ω强
,

且具两个特

有种
。

∋ Η ∀ ) ∋ ( ∀

∋ 11 ϑ Ζ Α Α ΕΑ ϑ 0 Τ ΤΜ Ι ΕΝ4 ∀ 几3 Ες #’Μ Α 0 Μ Α ΤΟ 0 Ι = Ε⊥ Μ Β Χ ?∀ Ε[ Α Γ≅ Μ Ο Α

心 δ Μ Ι ΕΒ Α ς Μ Β ς 1 1 Χ Α Β Α Ο Μ ε ΕΓ Δ Λ 5 ϑ Ζ Α Α ΕΑ ϑ Μ Ο Α Ο Α 60 Ο ΓΑ ς
−

#Β Μ Α Α 0 Ο ς Μ Β ΑΑ ε ΕΓ Δ Μ Τ3 Ο ΓΔ Α Ο Μ Β Μ Ν4 ϑ Εϑ 0 Τ ∴ Α Χ Α ΓΜ Γ Ε0 Β , Χ Α 0 Υ

名 Ο Μ Ζ Δ ΕΑ Μ Ν Μ Β ς ∴ Α Ο ΓΕΑ Μ Ν ς Εϑ ΓΟ Ε[ 3 ΓΕ0 Β 0 Τ ∀ Δ赵泣ς ΤΜ Ξ Α Μ Α ΤΟ 0 Ι = Ε⊥ Μ Β Χ ,

1Γ Ι Μ 4 [ Α ΓΑ Β ΓΜ ΓΕ∴ Α Ν4 ς Ε∴ Ες Α ς ΕΒ Γ0 Τ0 ΝΝ0 ε Ε0 Χ ΓΔ Ο Α Α Ο Α Χ Ε0 Β ϑ Θ Ε
。

∀ Δ Α Ο Α Χ Ε0 Β 0 Τ Θ 0 3 ΓΔ Α Ο Β ϑ Ν0 Ζ Α ϑ 0 Τ ΓΔ Α + ΕΙ Μ ΝΜ 4 Μ ϑ
−

Φ Δ Α Ο Α 3 Β ς Α Ο

Τ Ν0 3 Ο Εϑ Δ Μ [ 0 3 Γ 1 < Χ Α Β Α Ο Μ Μ Β ς Λ Η ϑ Ζ Α Α ΕΑ ϑ Μ ϑ ς 0 Ι ΕΒ Μ Β Γ Α ΝΑ Ι Α Β Γ ϑ
。

Λ
−

∀ Δ Α Ο Α Χ Ε0 Β 0 Τ Α Μ ϑΓΑ Ο Β = Ε⊥ Μ Β Χ
−

∀ Δ Α Ο Α Μ Ο Α Κ Χ Α Β Α Ο Μ Μ Β ς 1 Λ

‘Ζ Α Α ΕΑ ϑ −

.
。

∀ ΔΑ Ο Α Χ Ε0 Β 0 Τ ϑ 0 3 ΓΝΕ Α Ο Β = Ε⊥ Μ Β Χ
。

Φ ΝΕ Α Ο Α ΓΔ Α Ο Α Μ Ο Α ϑ

一 1Λ Π 一



名Α Β Α Ο Μ Μ Β ς Π ϑ 6Α Α ΕΑ ϑ
−

∀ Δ Α ς ΕΤΤΑ Ο Α Β Γ ∴ Α Ο Γ ΕΑ Μ Ν ς Εϑ ΓΟ Ε[ 3 ΓΕ0 Β ϑ Ζ Α Α ΓΟ Μ 0 Τ ∀ 几3 Ες ΕΜ Ξ ΑΜ Α

ΤΟ 0 Ι = Ε⊥ Μ Β Χ , ΓΔ Α Μ 3 ΓΔ 0 Ο Δ Μ ϑ Ο Α Α 0 Χ Β Ε⊥ Α ς , ς Εϑ ΓΕΒ Α Γ Μ ΝΓΕΓ3 ς ΕΒ Μ Ν

⊥ 0 Β Α ϑ Μ ϑ Τ0 ΝΝ0 ε ϑ Θ 1
−

∀ Δ Α Α ∴ Α Ο Χ Ο Α Α Β [ Ο 0 Μ ς 一 ΝΑ Μ ∴ Α ς Μ Β ς ς Α Α Ες 3 0 3 ϑ

[ Ο 0 Μ ς
一

ΝΑ Μ ∴ Α ς Τ0 Ο Α ϑ Γ ⊥ 0 Β Α ?5 < <一 . < < < Ι
。 Μ ΝΓ

−

≅
−

∀ Δ Α Ο Α Μ Ο Α Λ . ϑ Ζ Α Υ

、

Α ΕΑ ϑ −

Λ
−

∗ 3 [ Μ Ν6ΕΒ Α Α 0 Β ΕΤΑ Ο 0 3 ϑ Τ0 Ο Α ϑΓ ⊥ 0 Β Α ?.< < <一. Η < < Ι
−

≅
−

∀五Α Ο Α

Μ Ο Α 1 Κ ϑ6 Α Α ΕΑ ϑ −

.
−

∋ #6 ΕΒ Α ϑΔ Ο 3 [ 一 ΟΒ Α Μ ς 0 ε ⊥ 0 Β Α ?. Η < < 一 , 2 < < Ι
−

≅
−

,

∀ Δ Α Ο Α Μ Ο Α 1 Λ ϑ Ζ Α Α ΕΑ ϑ
−

,
−

∀ ΕΝΝ ς Α ϑ Α Ο Γ ⊥ 0 Β Α −

% Β Ν4 1 ϑ 6Α Α ΕΑ ϑ ς Εϑ Υ

Γ Ο Ε[ 3 Γ Α ς ΕΒ Γ Δ Εϑ
⊥ 0 Β Α 。

∀ ΔΑ [ Ο 4 0 ΤΝ0 Ο Μ 0 Τ ∀ 人。Ες ΕΜ Α 尸Μ Α ΕΒ = Ε⊥ Μ Β Χ Α 0 Β ϑ Εϑ Γϑ 0 Τ ΓΔ Α Τ0 ΝΥ

Ν0 ε ΕΒ Χ Χ Α 0 Χ Ο Μ Ζ Δ ΕΑ Μ Ν Α ΝΑ 8 Β Α Β Γ ϑ Θ ?1 ≅ + 0 ΝΜ Ο Α ΓΕΑ Α ΝΑ Ι Α Β Γ ϑ Θ Η ϑ Ζ Α Υ

·

Ξ 1Α ϑ , Μ 6 Ζ Ο 0 δ ΕΙ Μ ΓΕΒ Χ Γ 0 Λ 5
−

Π Ω 0 Τ Γ Δ Α Γ 0 Γ Μ Ν Β 3 Ι [ Α Ο 0 Τ ∀ Δ 3 Ες ΕΜ Υ

‘ Α Μ Α ΕΒ = Ε⊥ Μ Β Χ
−

?Λ ≅ ! Μ ϑ Γ ∋ ϑ ΕΜ ΓΕΑ Α ΝΑ Ι Α Β Γϑ ? ΕΒ Α Ν3 ς ΕΒ Χ ∗ ΕΒ 0 Υ

βΜ Ζ Μ Β Α ϑ Α ,
∗ ΕΒ 0 一

+ ΕΙ Μ ΝΜ 4 Μ ϑ Α ΝΑ ΓΒ Α Β Γϑ
−

≅
Θ

∀ Δ Α ϑ Α ϑ Ζ Α Α ΕΑ ϑ Γ 0 ΓΜ Ν 3 Ζ Γ0

1 . ϑ Ζ Α Α ΕΑ ϑ ,

[ Α ΕΒ Χ 连Π
−

,Ω 0 Τ Μ ΝΝ ΓΔ Α ∀ Δ3艺ς ΕΜ Ξ Α Μ Α ΕΒ = Ε⊥ Μ Β Χ
−

?. ≅
‘

< Νς ε 0 Ο Νς Γ Ο 0 Ζ ΕΑ Α ΝΑ Ι Α Β Γ ϑ Θ Λ ϑ Ζ Α Α ΕΑ ϑ , Μ Ζ Ζ Ο 0 δ ΕΙ Μ ΓΕΒ Χ Γ 0 Κ
−

1Ω

0 Τ Μ ΝΝ ΓΔ Α ∀ Δ3 Ες ΕΜ Ξ Α Μ Α ΕΒ = Ε⊥ Μ Β Χ
−

?, ≅
。

! Β ς Α Ι ΕΑ Α ΝΑ Ι Α Β Γϑ Θ Λ ϑ6Α 一

·

Α ΕΑ ϑ , Μ Ζ 6Ο 0 δ ΕΙ Μ Γ ΕΒ Χ Γ0 Κ
−

1 Ω 0 Τ Μ ΝΝ Γ Δ Α ∀ 人3 Ες ΕΜ Ξ Α Μ Α ΕΒ = Ε⊥ Μ Β Χ
。

?Η ≅ Α 0 ϑΙ 0 Ζ 0 ΝΕΓΜ Β Α ΝΑ Ι Α Β ΓΜ ϑ Θ . ϑ Ζ Α Α ΕΑ ϑ , Μ Ζ Ζ Ο 0 δ ΕΙ Μ Γ ΕΒ Χ Γ0 1 <
−

Κ Ω

心 Τ Μ ΝΝ ΓΔ Α ∀ 几3 Ες Ε口Α Α Μ Α ΕΒ = Ε⊥ Μ Β Χ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
−

陈邦杰 Θ 中国首醉植物生态 群落和地理分布的初步报告
−

植物 分类学 报
,

Κ? , ≅ Θ Λ Κ 1一
Λ仑. ?1马Π 5 ≅

。

Λ
−

陈邦杰
Θ

珠穆朗玛峰地区 的苔醉植物
−

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 Θ 植被及土坡
,

三
、

苔醉植物
,

Λ 1Η 一Λ . 2 ?12ΠΛ≅
,

科学出版社
。

.
−

吴征谧 Θ 论 中国 植物 区 系的分区 问题
,

云南植物研究
,

1? 1 ≅ Θ 1一ΛΛ ?12了。≅
−

,
−

徐近之
Θ

青藏 自然地理资 料
−

科学出版社 ?12 Π 2≅
−

Π
−

郑度等
Θ

试论青藏 高原 的自然地带
,

地理学报 . , ? 1 ≅ Θ 1一11
−

科学 出版社 ?12Κ2≅
−

心
−

! Μ ΟΓΟΜ Ι
,

!
− −

Θ ∃ 0 Ο ΓΔε Α ϑΓΑΟ Β + Ε垃Μ Ν胜4Μ 0 7 0 ϑϑΑ ϑ
−

3 ΝΝ
−

Κ’0 Ο Ο
−

0 Γ
−

( Ν
−

日Λ Θ

Λ Λ一Λ匀 ?1匀ΠΗ ≅
−

Κ
·

∃ 0 Χ 3 ΑΔ Ε
,

∋
· Θ

#Β +
−

+ Μ Ο Μ −

∀ ΔΑ &Ν0 Ο Μ 0 Τ ! Μ ϑ ΓΑΟ Β + ΕΙ Μ 8Μ 4 Μ
−

Π Κ 5一Η ∀2 ?12 ΠΠ≅
−

一 1 Λ Κ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