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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迎巴瓦峰地区丛醉科植物区系特征

黎 兴 江
6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7

丛鲜科植物主要分布在北温带
、

亚热带及热带北缘的高山地区
,

其 中以东亚 6尤以东

喜 马拉雅山地 7 分布较为集中
。

南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 比
,

丛鲜科植物区系较为丰富
2

以往 中外学者对西藏丛醉科植物有过一些报道
,

但在南峰地区未作过详尽工作
。

 ! ∀∃ 一  ! ∀ 年我所苏永革同志参与中国科学院登山科学考察
,

在南峰地区采得丛醉

科植物标本  8 号
。

对这些标本加以鉴定后
,

并参考有关文献记录所作 出的统计结果表

明
,

南峰地区丛鲜科植物计有 ∃ 个属 6占西藏该科总属数的 8∃ 肠 以上 7
,

# 个种 6占

西藏该科总种数的 #1 肠 以上7
。

作者在西藏地区发现的该科 8 个新种中
,

有 9 个在南峰

地区
。

可见本区丛醉科植物种类繁多
,

物种分化活跃
。

本区是一个丛鲜科植物的分布
、

分化中心
,

因而探讨该科植物的区 系特征是很有意义的
。

6一 7 丛辞科植物区 系成分
:

2

世界广布种 属全世界普遍分布而没有任何特殊分布中心的种类
,

对探求植物

区 系特征及区系关系均无作用
。

南峰地区仅有 个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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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北 区成分 系广布于欧亚大陆及北美寒带和温带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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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约占本区该科总种数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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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土醉在南美和南非有少量间断分布
。

链齿鲜见于南非个别地区
,

广布在欧亚大陆

与北美温寒两带
:

目前它虽 已向南分 布至南美及南非
,

但起源及分布 中心则显然是在北

温 带
。

2

东亚 与北 美成分 由于第三纪前美洲与欧非两洲的西海岸线相连
,

致使东亚东

部 与北美东部的植物区系得以联系
2

丛鲜科属此成分的仅有  个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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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遍布于藏东南
,

个别见

于藏 南和藏北
。

2

东亚 成分 主要指分布于中国
一
喜马拉雅及 中国

一 日本的种类
。

分 布区
;

东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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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 Α卜十越南北部及喜马拉雅东段
,

向南有少量种类可能延伸至非律宾
。

南峰地区有  ∃ 个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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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丛本鲜及短尖叶墙鲜仅分布于中国 一 喜马拉雅地区
,

⊥勺东无记录
:

而卷 叶丛本

鲜的分布则向西北延伸
,

几乎遍及全亚洲
2

不过分布中心在东亚
。

#
2

泛热带成分 即指分布于南北半球热带的种类
2

南峰地区有 个种
;

绿丛本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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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叶鲜仅见于热带亚洲及热带美洲
:

而橙色净口

鲜则仅分布
一

Π 东南亚
、

印度
、

西亚及北非
,

似应属热带亚洲及热带非洲所共有的成 分
,

,

可能是古地 中海与非洲陆块相邻时即 已存在的 古热带种类
。

9
2

热带东南亚 成分 南 峰 地 区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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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列数种均属典型的印度 一 马来西亚植物卜
2

系成分 的种类
。

它们 胜要分 布 厂藏东 南

至 川贵滇湘粤
,

以至印度
、

尼泊尔
、

巴 毯斯坦和缅甸
,

抵  厂律宾 和Α印度尼 广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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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达 日

本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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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有成分 南峰地区计有 ∃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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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的粗肋曲味鲜
、

鹅头叶扭 日 鲜
、

长肋扭目鲜
、

长尖叶墙鲜
、

平叶墙醉及弯叶墙

鲜均为西藏地区所特有
,

比是被作者所发现的新种
2

6二 7 丛醉科植物区系特点

 
2

区 内种 类丰富 全世界上丛鲜科的 9 个亚科在南峰地区均有分布
。

本区丛鲜科

有 ∃  个属
,

占全国 个属的 9 
2

∀ 肠
:

本区有 # 个 种
,

约为全国  ∀! 个种的 ∃ ∀
2

1 肠
。

近期研究 发现
,

区 内有 更个我国新分布属及 9 个新种
。

我国丛醉科的大多数属
、

种
,

集

中分布在本 区及其以东的横断山区
。

因而本区是一个丛鲜科植物的分布中心
2

∃
2

地理 成分复杂 南峰地区各种鲜类植物区系成分交错汇合
,

丛鲜科植物区系成

分  
,

分复杂
,

寒温热各带地理成分兼有之
。

区内我国丛鲜科特有成分几乎占当地丛鲜科

总种数的一半
2

其中以热带亚热带高山
、

高原的中国 一 喜马拉雅植物成分为主
。

当地虽

无特有属
,

但特有种数量多
,

且有不少新种植物见于高山地带
。

这是 由于高原隆升
、

大

风
、

低温和强辐射等环境因子的影响
,

在不同地形条件下
,

使丛鲜科植物物种分 化活跃

的结果
。

由此本区是一个丛鲜科植物的分化中心
。

2

垂直带语明显 本区  1 一 1 公里水平距离内岭谷高差达 # 1 。。一 8 1 1 1 米
,

在垂

直方向上就 有热带
、

温带和高山寒带的丛醉科植物种类
2

这就是说
,

随着植被的垂直变

异
,

丛醉科植物也就有明显的垂直带谱
,

于是往往在不同高度上
,

呈现不同的替代种
2

2

高山 地带出现有不 少热带成分 的种类 如南峰地区热带东南亚成分的尖叶扭 口

鲜及泛热带成分的橙色净 口鲜等均见于海拔 # 1 1 1 米 以上高山地带
。

这些属热带成 分 而

又较原始的种类
,

因能适应高山环境
,

或因形体小
,

便能在洼地及岩缝等有利的小环境

卜御寒
、

抗早
,

致使分 布至较高处
。

这可作为高原在不断隆起的一个佐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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