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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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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横断山脉地区是一个十分自然的植物区系地区，其种子植物区系有丰富的科 属、种， 

地理成分复杂，特有现象和替代现象明显，基本上是温带植物区系性质。根据特有种丰富的程 

度以及一些 自然地理特征，横断 山脉地 区在区系上可以划分为 3个小区：滇西北川西南小区 

川西北甘西南青东南小区和藏东至东南小区。从区系成分分析看，横断山脉地区确实是阐明区系 

发生与板块运动关系，以及包括东亚 北美、欧洲植物区系在内的北温带植物区系起源的一个关 

键地区。 

芙蕾词 横断山脉地区；区系小区；区系研究：种子植物区系；北温带植物区系；区系发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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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ion of Hengdllan mountain is a very natural region in flofistic natRre．Its seed 

plants flora is abundant in species，genera and famil~s，complex in geographical elements,strik- 

ing in endemism and viearianee，and basically tempe rate in nature．Ac0ordilj幛to the degree of 

abundance in endemic six,ties and some phy ographieal features，the region c-an be floristically 

divided into throe subregion~ subregion of NW Yunnan and SW  Sichuan，subregion of NW 

Sichuan to SW Gansu and SE Qinghai，as well as subregion of E to SE Xizang．Based on the alia． 

1ysis of its flofistic elements，the region is certainly a knot for cladfying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lorogenesis and the plate-tectonics，about the origin of the North 

temperate flora including titat orE Asia，N America and Europe  

Key wards Region ofHengduan mouhaim Floristic subregion；Flofistic study；Seed plants flora， 

North tempe rate flora~Florogenesis~Plate-tectonics 

横断山脉地区是一个十分 自然的植物区系地区，在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中是作为泛北极植物区中国一 

喜马拉雅植物亚区中的一个地区 ㈣ 。其地理范围北起甘肃西南部和青海东南部，经四 『整个西部及西 

藏东至东南部，直至云南西北部 (图 1)，比即将出版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中的 《横断山区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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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横断山地 区的地理范围及其分区：1．滇i~dLJII西南小区：2川西北甘西南青东南小区；3．藏东至东南小区 

Fig I Hengduan mountain region and its subregions：I．subregion of NW  Yunnan and SW  Sichuan；2 Subregion of 

NW Sichuan，SW Gansu and SE Qinghail 3．Subregion ofE to SE Xlzang． 

维管束植物》一书所包括的地理范围还要向北延伸。它位于世界上最高最年青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外围， 

境内高山竣岭被怒江、谰沧江、金沙江 黄河等大中江河以及它们的支流深深切割，这些江河以及它们 

的支流基本上是南北向．河谷深而狭窄，呈 v字形，两岸山坡陡，水流潮急，极难于通行。珍稀濒危的 

太熊猫和岩羊原产这里．本地区垂直分布明显，从山脚到山顶往往具备热带、亚热带到高山寒带各类型 

的植被，为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区域．松柏类植物很发达，彳i明 的垂直分布，大体上低山由松 

(Pinus)，侧柏 (Platycladus)，柏 (Cupressus)占优势，松属在 ．北部为马尾松 (尸 ~ oniana)， 

西南部为云南松 (P unnanemis)，其上带均为高山松 (Pdell,~t~a)域华山松 (P．armandii)所代替。 

柏属多在于热河谷出现，而在更于热的生境则又为干热河爷滞 或热带稀树草原式植被所置换，后者多 

与印度、非洲植物区系和植被有渊源。中山普遍有铁杉或 较于叫ffi由高山栎 (Quercus aqu帕 ides) 

所代替，而湿润或过湿生境中则铁杉 常和多 种硬叶 或常 栎类、黄杉 (Pseu由t~uga) 榧 

(TorreyaJ、甚至台湾杉 (Taiwania)混交．亚高山带依次出观 杉 (Picea)、冷杉 (Abies)和落叶松 

(Larix)林带，最 占优势，并形成景观，种类颇多而具有小区代替的明显规律。高 山常见圆柏 

(Sabina)林或灌丛，较湿润处则多杜鹃 (Rhododendron)林或灌丛．次生或先锋群落也有白挣 (Betula 

platyT lla)、山杨 (Populus davidiana)，但远不如欧亚针叶林区发达．奇特的是：尽管川西地区的落叶 

阔叶林比较常见，但作为整个的落叶林带在垂直分布带内完全缺失，水青冈 (Fagus)和落叶栎几不存 

在，或后者常存在川西高山峡谷地区，而椴 (Tilia)和种类较多的槭 (Acer)仅作为下木和伴生种出现 

于混交或针叶林内，种类繁多的竹子出现于山地林内．高山带和唐古特地区有密切联系，但较之更为发 

达，属、种更多，尤以杜鹃、报春 (Primula)、龙胆 (Gentiana)三大名花以及马先蒿 (Pedicu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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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堇 (Corydalis)、风毛菊 (Saussaurea)、囊吾 (Ligutaria)等常形成分布和分化的中心，欧亚高山的 

属种几乎应有尽有，但有更为丰富复杂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并形成许多特有属。由于南北向{可谷便 

于南、北植物交流，热带植物上升和温带植物下降都在长期内连续进行，因此混杂情况较之其它地区尤 

为显著。 

本地区长期以来极受中外植物学家所关注，进行过大量的深人的植物考察和采集，不少高山花卉被 

引种于世界各地，誉为。花园之母’，但对其区系研究成果却零星见于植物学文献，没有系统的整理。即 

将出版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中的 《横断山区植物——维管束植物》一书上下两卷是在三年野外考察 

二年室内总结历时五年的巨著，它是全面而系统对该地 区植物区系研究的总结，因而也是本地区最新和 

最重要的植物学文献。本文试从这一基础资料出发，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对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 

进行初步探讨 。 

一

、 统计资料 

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据初步统计有 226科、1325属、7954种，其中裸子植物有 7科，l7属、63 

种 每属平均含 6种。就科而言，含 300种以上的科有 6个，即禾本科 (133：655) 、菊科(77 597)、 

蔷薇科 (41：406)、蝶形花科 (60：337)、毛茛科 (28：344)和兰科 (84：325)，含 2o1—300种的科 

有 5个，即玄参科 (23：290)、伞形花科 (50：284)、杜鹃花科 (11：269)、唇形科 (45：253)和莎 

草 (18：236) 选 11科所含种数为 3996种，占本地区种子植物总种数 50 24％。这些科大多数是世 

界性大科且 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含 lO1—2o0种的科有 1O个，含 8l一 100种的科有 1个，含 6l一80种 

的科有 6个，含 4卜一60种的科有 13个，含 21—40种的科有 21个，含 1l一20种的科有 33个，含6～ 

l0种的科有 23个，含2—5种的科有 61个，含 1种 (即单型科)有 47个 (表 1)。就 1 5个古老木本科 

而言，本地区有 66属 399种，种数略高于西藏，但明显少于云南，占该地区种子植物总数 5 03％，可见 

本地区种子植物区系中木本植物所占的比侧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占绝对优势的是草本植物 (表 2) 在本 

地区出现的东亚特有科 11个，单型中国特有科 2个，其出现度优于西藏，但略低于云南 (表 3) 就属 

的分布型而言 ，本地区有世界广布属 81个，热带亚热带属 552个，占本地区总属数 (不包括世界广 

布属．下同)44．37％，温带属 620个，占本地区总属数 49．84％，中国特有属 72个，占本地区总属数 

5 79％。热带亚热带属中占首位的是泛热带属 (占本地区总属数 15．93％)，依次的有热带亚洲属 (占 

11．叭％)、旧世界热带属 (占6．27％)、热带亚ill【至热带非洲属 (占5．22％)、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属 

(占3．62％)、热带亚洲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属 (占2．33％)。温带属中占首位的是北温带属 (占本地区总 

属数 18．74％)，依次的有东亚属 (占 1 3．67％)、旧世界温带属 (占6 82％)、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属 (占 

5．38％) 温带亚洲属 (占2．们％)、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属 (占 1 77％)、中亚属 (占 1．44％)(表 

4)。含 50种 上的大属计有 2l属，共有 2065种，占本地区总种数 25．96％，即占 1／4强。这些属绝 

大部分属于温带分布型，其中又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 (表 5)。就种的分布型来说，其核心是中国特有 

种，占本地区总种数 (不包括世界广布种，下同)64．04％，其次是温带分布型的种，计有 2021种，占 

总种数25．49％，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种计有 830种，占总种数 10．47％，世界广布的仅有 24种 温带 

分布型种中首位的是东亚分布型的种 (占总种数 18．01％)，其中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亚型的种又占绝对 

优势 (占总种数 14．22％) 温带亚洲分布型的种 (占2．06％)、北温带分布型的种 (占2．O3％)以及旧 

世界温带分布型的种 (占2．01％)，它们的数量均相差不大，但均明显少于东亚分布型 的种。地 中海西亚 

至中亚分布型，中亚分布型以及东亚北美分布型的种为数就更少。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种中占优势的是 

表示瓜敷：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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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 亚洲分布型的种 (占总种教 7．26％)，其它热带分布型的种为数更少 (表 6) 在中国特有种中，横 

断 山脉地区特有的有 2988种，占本分布型总种教 58 83％，横断山脉地区 -q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的有 2091 

种，占本分布型总种教 41 17％。横断山脉地区区 内分 4个小区，即滇西北、川西南、川西北、藏东南， 

分别对其特有种数量统计，其数量大小顺序是 滇西北 (910种 )、川西南 (26t种)、川西北 (232 

种) 藏东南 (84种)．滇西北和川西南显然是横断山脉地区中最富于特有种的两个小区．这两个小区彼 

此相连，自然地理特征几乎一致，可以看成是整体，是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特有种的核心地区， 

也是其种子植物区系的核心地区。横断山脉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特有种中，与南方片 (包括西南 

华中、华南、华东)共有 356种，与北方片 (包括西北 华北、东北)共有 64O种，与南北方两片共有 

裹 I 横断山脉地匠种子檀鞠科的大小曩序排列 

Table I The arrangement ofthefamilies of seed plantsin sequencefrom the region ofHengduanm auntain． 

表示属鼓：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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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种．与西南各省区 (四川 、云南、贵州、西藏)共有种中，与云南共有 341种，远远高于与其它各 

省区共有的种 (表 7)。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横断山脉地区与北方片共有的种中，其中与西北地区共有 

的种 (529)种远远高于与北方片其它地区共有的种，这是由于我们统计所依据的 《横断山区植物——维 

管束植物》一书显然投有把甘肃西南部和青海东南部包括在横断山脉地区的地理范围之内，现在看来横 

断山脉地区在其北端包括这些地区是十分 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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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横断山脉地区古老木本科的大小颞序排列 (与云南．直藏有关科对比 

Table 2 The arrangemeat ofthe ancient woody families ofseed plants in sequence from the region 

ofHengduan mountain(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Yunnan and Xizang) 

裹 3 在横新山脉地区出现(+)和未出现(-)的束亚特有科和单型中盲特有科 (与云南、西藏对比) 

Table 3 The ooauren。e f+]or absence【-)of the eastern asiatic and monotypic chinense ehdemic families of seed 

plant~from the re,on ofHengduanmountain(m comparisonwiththosefromYunnan andXizang) 

二、区系分析 

下面我们对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进行区系分析研究，分述 7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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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 620属，占 

总 数 ’49．84％ 

8— 1．环 极 

8--2．北投一高山 

8—3．北强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 
8--4．眈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 

8—5地中海 东亚 新西兰和墨西哥一智利阃断 

9．东亚和 北美 间昕 

9--1．东亚和墨西哥间断 

O】日世界 温 带 

lO—l地中海区 西亚和东亚阃断 

lO—2．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问断 

1O_3．酞亚和南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 

中悔区 西亚至巾亚 

2—1．地中海区至 中亚和墨西哥间断 

2—2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 

2—3地中海区至热带非洲 

3中 亚 

13～ 】中亚至喜马拉雅 

13_I2中亚至喜马拉雅一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 

4东亚(东喜马拉雅至 日奉) 

l4— 1中国一喜马拉雅(SH) 

l4—2中国一 日奉(S／) 

露r—————一  

不包括世界分布属 

1．区系性质 

横断山脉地区的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温带性质，无论从科的太小顺序排列或从属和种分布型统计 

来说都充分证实这点．科的大小顺序中种数最多的是世界性但又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的科．就属的分布 

型来说-温带成分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北温带成分，但泛热带和热带亚洲成分比温带其它成分还要多些。 

北温带成分中的松柏类如云杉、冷杉、落叶松、松、侧柏和柏的种类繁多，形成广阔的亚高山针叶林植 

被，同时许多北温带大属在这里获得高度的分化和特化．例如杜鹃、报春、龙胆、马先蒿 紫堇、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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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檀袖■的分布型 

p1antsfromthe region ofHengduanmountain． 

属 魏 横 断 山属 占全 国属 落分 布 型 占横 断 山总 

全国 横断山 的百分数(％) 属敦 ‘的百分散(％) 

104 8l 
．

77 88 

316 179 56．65 14 39 

17 362 8 l98 47．06 54．70 0．64 15 93 

29 l】 37．93 _ 0 90 

6 2 2 9 46 77 2 l3 

l47 68 46 26 5 47 

36 183 10 78 33 33 44 07 0．80 6．27 

l47 44 29 93 3 54 3 62 

1 148 1 45 100．∞ 30 4l 008 

l49 61 40 94 4．90 

6 164 1 65 16 66 39 63 0．08 5．22 

9 3 33 33 0．24 

442 l06 23 98 8 52 

30 l0 33．33 0 80 

43 6ll 7 137 16 28 22 42 0 56 I1．01 

29 6 20．69 0 48 

67 8 1l 94 0．64 

2l3 l69 79 34 13．59 

l0 l 10．00 008 

l4 3∞  l3 233 92 86 77 67 1 05 l8 74 

57 46 80 70 3．70 

5 3 60 00 0 24 

l l 1∞ ．00 008 

I23 J24 66 67 53 66 ．03 5 30 5．38 

l l 100 0．08 

l】4 60 52 63 4．82 

25 l4 56 00 1 l2 

8 l64 4 85 50．00 5l 83 0 32 6 82 

l7 7 4717 0．56 

5 5 ． 2 5 45 45 2 )I 

l 52 l4 9．21 1 l3 

2 163 l 22 50 00 1 3 50 008 1 77 

5 5 100．∞  0 40 1 

4 2 50 00 0．16 

69 5 9．25 0．40 

26 1∞  I1 18 42．30 18 00 0 88 1．44 

5 2 40 00 016 

73 47 64．38 3 78 

l41 2 l01 170 7l 63 56 86 812 13 67 

85 22 25 88 I．77 

2 l7 7 2 28 02 5． f9 

29 P0 l3 25 44 31 l00 00 

菊，囊吾、虎耳草 (Sax~raga)、乌 头 (Aconitura)、翠雀 (D咖  ̂ )、柳 (Salix)，无心 菜 

(Arenaria)，艾蒿 (Artem~ia)等，都有其适应高山、高原寒化和早化环境条件的多种多样类群，井且 

种的特有现象也获得高度发展。这是指中、高山情况。另一方面在低山和河谷热带亚热带成分比较发 

达，主要由于本地区所处纬度较南，干热干暖河谷有稀树草原式植被，其山坡上有硬叶栎林，松林，常 

绿阔叶林厦混交林，热带亚热带成分或者在这些河谷及山坡植被中自第三纪以来就存在或者是近代又沿 

南北河谷向北延伸的结果，一般说来本地 区热带成分分布海拔较高 (比低纬度地区高出 lO00~ 

】500m)，分布纬度比较北。这种热带温带成分井存本来就是热带亚热带山区植物区系的特征，而在本地 

区随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不断隆升的过程中提供了这些成分发生和发展最活跃的舞台．但是由于隆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5卷 

过程始终占主导地位，因而温带成分得到极大发展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本地区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温 

带性质，尽管热带亚热带成分有不少存在。 

2．特有现象 

横断山脉地区的特有现象是明显的，不仅表现在出现不少东亚科和单型中国特有科上，而且也表现 

在出现不少特有属和特有种上。横断山脉地区有中国特有属 72个，占中国特有属总数 28 02％，其中可 

作 为本 地 区特 有 属有 l2个， 占本地 区中国特有 属总数 16 22％。 本地 区特有 属有芒 苞草 

【Acanthochlamys 1／l，(本地 区种数 ／全属 总数，下 同)J、罂粟 莲花 Anemo~lema，1／1) 重 羽菊 

(Diplazoptilon．1／1)、 蛇 头 荠 (D oota l／2) 、 复 芒 菊 (Formania 1／1)、 金 盏 苣 苔 

(1sometrum，7／c13)、 毛 茛 莲 花 (Melanemone l／1)、 冬 麻 豆 (Salweenia，1／l】、 葶 花 

(Skapanthus．1／1)、 反 唇 兰 (Smithorchis，1／1)、 华 福 花 (Sinadoxa，l／1) 和 四 福 花 

(Tetradoxa 1／l】(后两属在 《横断山植物——维管束植物》一书中没有包括)等 l2属。除芒苞草、冬 

麻豆、华福花、四福花 4属为古特有属外，其余 8属均为新特有属，且多为单型属。种的特有现象尤为 

强烈，横断山脉地区种的分布型中，中国特有种占很大比重，其中横断山脉地区固有的特有种叉居主要 

位 置 ， 特 有 种 的核 心 地 区是 滇 西 北 川 西南 。从 滇 西北 川 西南 唇 形 科 特 有 种 的 成 因分 

析 0 ，整体说来，生态成因多于历史成园，这一结论与应俊生和张志松 c4 对我国特有属川西滇西北中 

心的分析相一致。因此横断山脉地区特有现象既有古特有成分也有新特有成分但更多的是新特有成分， 

衰 5 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檀糟古 5o种以上的属瞳序排刊 

Table 5 The arrangement ofthe big genera(containing more than fifty species) 

m seed D】anb from the regio．ofHengduan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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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 8北温带 【161) (2 03) 

2021种 8．北 温带 广布 40 105 147 l 85 

占 种数 。 8—1北极一高 山 1 l 1 0．01 

25 49％ 8 2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阃新 l1 l1 13 0 16 

9．东亚和北美间断 l0 l3 (14) (0 t8) 

10旧世界温带 (159) (2 01) 

10旧世界温带广布 37 1l6 156 (】97) 

10--l地 中海 区 西亚和 东亚 间 断 3 3 3 (0 04) 

1l温带亚洲分布 41 122 f163) (2 06) 

12．地 中海 区 西 亚 至中 亚 {19) (0 24) 

12地 中海区 、西亚 至 中亚 l2 l 5 1 8 (0 23) 

12一 l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问断 1 l 1 0．01 

13中亚 (77) (0 97) 

13中亚 广布 11 l4 1 5 019 

13-- l中亚东 部 2 2 3 0 04 

13--2中亚至喜马拉雅 8 I7 23 0 29 

13—3西亚至喜马拉雅 16 28 36 0 45 

14东 亚 (1428) (1 8．01) 

14全东 亚 40 63 71 0 90 

14—1冲 国一喜马拉雅 l1 7 460 l128 14 22 

14．2冲 国一 日本 74 l63 229 2 89 

不包括世界广布种 

成因既有历史成因也有生态成 因，但更多的是生态成因。由于本地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垂直气候带变化 

明显 冰J】I多次进退，导致气候上下位移频繁，但因山区环境复杂，不仅使古特有成分找到避难所得予 

保存和继续发展，而且新特有成分又在新的生境中得予形成。这种新老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可以说是横断 

山区植物区系的特有特征。 

3．地理联系 

横断山脉地区虽然位于内 ，但其种子植物区系与世界其它各地的种子植物区系有密切的联系。这 

种联系特别表现在各连续和间断分布上，大的如洲际，小的如地区间甚至同一地区不 同山头之间．就与 

不同的植 物地区联系而言，横断山脉地 区作为泛北极植物区的一个区系地区自然与泛北极植物区内不同 

区系地区有极为密切联系，往往表现为核心地区或区系结，但同时它与古热带植物区甚至新热带植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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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7 艟断山脉地区中重特有种的分布亚型 

Table 7 The areal-subtypes of"the chinese endemic species ofseed plants 

from the region ofHengduan mouLain． 

分 布 亚 型 科 教 属 戥 种 数 占车分布型的％ 

l5(i)横断山脉地区特有 

a．滇西北 

b川西南 

c川西北 

d藏东南 

e．滇西：ltJ~I西南 

f滇西北川西北 

g滇西北藏东南 

h．J A J西南川西北 

i．川西南藏东南 

j．JfJ西北藏东南 

k滇西~t JII西南藏东南 

I川西南川西北藏东南 

m 滇西北川I西南川西北 

n．滇西北川西北藏东南 

。垒 区 

l5(2)横断山脉地区与我 国其它地区共有 
a川 

b．滇 

c藏 

d．黔 

e川黔 

』1I滇 

g滇黔 

h川滇黔 

i南方片 

i-I．华中 

i-2．华南 

i--3．华东 

i-4华 中华南华东 

i-5．西南 

i-6西南华 中 

I-7．西南华东 

[--8．西南华南 

[--9西南华中华南 

i-10西南华中华东 

i-Il西南华南华东 

i-I2．西南华中华南华东 

j北方片 

1一1．西北 

卜2．华北 

卜3．东北 

卜4西北华北 

j-5华北东北 

j ．西北华北东北 

k．南、北方片 

总 计 

28 

2 

l7 

9l 

74 

2 

23 

467 

；079) 

内不同区系地区多少也有联系．这种联系的强弱从表 6种的分布型所占总数的比倒大小表现出来。在这 

里不一一赘述。问题是：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种类繁多，地理联系广泛，分布镶嵌交错，正是其山区 

种子植物 区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糍 耋至 器 苎墨 詈苎 誊墨 罾誉量詈 

础 矧 蚪m如 "m”驰 洲 Ⅲ̈ 弼" ：： 加 ”n ㈣  ̈

Ⅲ ”粥 m鲫 " 明 " 川 柏 韶 u ： 砷 "” ： 鲫 m 

训 ：宇 儿 n 蛆舯 叭 ： ： 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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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替代现象 

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替代现象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水平替代和垂直替代两个方面。 

较低海拔的森林植被和中国一日本植物区系相似，并且由相同的属组成，但喜暖松柏类和常绿栎、栲 、 

石栎的种则完全不同，而往往是其替代种或种对。亚高山、高山带依次出现铁杉、云杉、冷杉、落叶松 

和圆柏也与华中高山相似．但也出现一系列的替代种。本地区垂直分布明显，并结台水平分布而形成不同 

海拔高度的水平带，有时在根短的空间距离内集中许多垂直分布带，其区系成分甚至在同一属中有明显 

垂直替代，这在一些温带大属中尤为显著。 

5．分区 

横断山脉地区内种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这不仅取决于种本身的历史和生态幅度，而且也取决于 自然 

地理条件的综合效应。因此可以依据种特别是特有种的丰富程度和一些 自然地理条件的特征划分为3个 

植物区系小区：滇西北川西南小区、川西北甘西南青东南小区以及藏东至东南小区 (Ca 1)．滇西北川西 

南小区是横断山脉地区特有种分布的核心区，小区内垂直差度很大，生境复杂，具备热带至高山植被， 

由于地质年代相对较古老，物种形成极为强烈，因此种类也最丰富。川西北甘西南青东南小区特有种丰 

富程度不如前者，小区内垂直差度相对较小，高原面积较大，生境相对较不复杂，物种形成强度较差． 

在区系成分上与唐古特地区有密切联系．藏东至东南小区特有种丰富程度最小，小区内垂直差度虽较 

大，但由于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最强烈，地质年代较年青，物种形成时间毕竟较短，因而强度也较 

弱，区系成分上与东喜马拉雅地区有极密切联系。 

6。与古地理、古环境关系 

白垩纪以后世界大陆仅有少数地区遭受海没，古地中海海槽范围大大缩小。由于第三纪喜马拉雅造 

山运动的影响，特别是新第三纪中新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进人高潮时期。组成古南大陆的南亚大陆板 

块迅速向北移动，并俯冲于欧亚板块之下，使古地中海海槽逐渐消失，地壳发生强烈褶皱隆起与断裂， 

使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构成了许多海拔高达8000m 上的高峰。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过去的老 

构造重新复活，特别是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动表现尤为明显，川滇黔统一的准平原遭受解体，位于康滇 

古陆西部的横断山脉地区地壳发生强烈隆起，在隆起过程中并有断陷地带的形成．造成南北向河漉的深 

深切割．横断山脉地区位于古北大陆南端，明显受古地中海退缩和古南大陆俯冲的影响，正是由于其所 

处的古地理古环境位置．古地中海成分和古南大陆成分必然渗透或迁移过来，而古北大陆成分也必然会 

南移。这在其区系成分起祸【上必然可区分出三大区系成分：古北大陆成分、古地中海成分和古南大陆成 

分。古北大陆成分显然是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核心，但同样古地中海成分和古南大陆成分 

也不容忽视。研究这三大区系成分的消长关系对于阐明横断山脉地区区系发生与板块运动无疑是有很大 

帮助。古地中海成分可以举出的例子有川犀草 (D，智nmf lin 妇 (vah1)Maebrid~．见于德镘、得荣， 

生金沙江河答沙滩上，海拔 2700m)，中华粘腺果 (Comm~arpus chinens L．)Helm．，见于德镘、得荣、 

芒康，生于干暖河谷路边石缝 中，海拔 (190o__)2350---3000m)和独尾草 (Eremurus chinensis 

0．A．Fcdtseh．，见于滇西北 川西南 川西北、甘南及藏东南．生于河答草坡灌丛中，海拔 1300-- 

2700m)，它们可船提示古地中海南部的踪迹，明显是在青藏高原隆起，古地中海向西撤退后留存下来。 

古南大陆成分有芒苞草 (AcanthochtamysbracteataP．C．Kao，见于乾宁、马尔康、乡城等地，生于干旱 

的山坡灌丛草地，海拔 2700---3500m)，它明显是古南大陆西北的一个孑遗成分，由于青藏高原隆升和 

古地中海退却逐渐适应于高寒干旱生境而具有蒿草状I氐矮多年生草奉习性并成为亚高山蒿草草原的一个 

重要成分。冬麻豆 (Satweenia wardii E G Baker，见于川西 藏东，生于干旱河答山坡灌丛中，海拔 

3200---3300m)与非洲的 CulpurnCa属有密切亲缘，也是古南大陆残遗成分，局限分布于澜沧江、怒江上 

游的二个非常狭窄的避难所中．古北大陆成分是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棱心，为数众多，可 

作为例子的有典型的古北大陆成分五福花科。其三个属 (五福花 Adoxa'华福花 Sinadoxa和四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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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doxa)均出现于横断山脉地区，后两属为该地区所特有 ” 

7．起源与演化 

既然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温带性质，因此我们对其区系的起源与演化的分析着重于 

温带成分 现在有许多证据说明在本地区种的分布型中占优势的东亚成分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一喜马拉雅 

成分 大都是 由于其 它温带 成分适应于高 山环境衍 牛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系统发育上前者可 以追溯到 

后者 ” 。其它温带成分如北温带．旧世界温带．亚洲温带以及东亚北美成分在本地区区系成分中所占 

的比例较小，它们具有相同的起源。至于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和中亚成分，它们是另外起源 ” 。从属分 

布型看，北温带成分是本鹕区温带成分的棱心，这可从本地区含50种以上的大属绝大部分是北温带分布 

型得以证实 (表 5)。北温带分布型的许多大属如杜鹃 ．报春、龙胆．乌头等等，在本地区不仅种类 

极为丰富，而且既有原始类型，也有不少特化类型，同时中间类型亦大量存在。因此横断山脉地区可以 

认为是北温带分布型的属的起源和分化中心，并从这一中心向各方迁移。这一情况使人联想起：李惠林 ” 

在研究 了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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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 ：“在我国西南部发育了中 

国植物区系的核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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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地区植物 

区系和重要组成成分 。 吴鲁夫 姐 在对 世界植物区系作了深人研究之后亦指 出： 中国植物 区系，毫无疑 

问，不仅是东亚其它各植物区系的基础，同时也是温带许多植物区系成分的起源 吴征锚 在对中国 

植物区系热带亲缘进行研究之后更为明确地指出：“居于北纬 20。至4O。之问的中国南部与西南部和印度 

支那的广袤地区，是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的科和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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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同，横断山脉地区是解决北温带植物区系 (包括东亚 北美和欧洲的植物区系)的起源和 

演化同题的一个关键地区 

三 、结论 

根据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统计资料 及区系分析，现将结论归纳为以下 5点： 

(1)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温带性质，就属的分布型来说，温带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是 

北温带成分，但泛热带和热带亚i}lI成分比温带其它成分还覃多些，这充分显示出热带亚热带山区植物区 

系的特征。 

(2)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不仅种类复杂和繁多 而且地理联系广泛，分布镶嵌交错，具有极 

为明显的水平替代和垂直替代的替代现象和新老并存但以新为主的特有现象。 

(3)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按其与古地理古环境关系在起源上可划分为古北太陆成分 古地中 

海成分和古南大陆成分，研究这三大区系成分的时空消长关系对于阐明横断山脉地区甚至中国的植物区 

系的区系发生与大陆板块运动有很大帮助。 

(4)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特别是其温带植物区系是在原地起源，并且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引发的青藏高原隆起 和古地 中海向西撤退而不断分化，且 向各方向迁移，新老区系成分兼备，中间类型 

叉得以保 留，明显是北温带植物区系 (包括东亚．北美和欧洲的植物区系)的出生地或摇篮地。 

(5)横断山脉地区在植物区系分廷上是一个十分自然的植物区系地区 区内根据特有种的丰富程度 

以及一些自然地理特征可划分为 3"PigN／I'N：滇西北川酉南小区、川西北甘西南青东南小区和藏东至 

东南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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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地理》一书出版 

本书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王荷生研究员编著，科学出版社于 1992年6月出版的一部关于植暂 

区系地理的专著。全书共 1 1章，作者概述了植物区系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趋势及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 

法，详述了植物科 属 种的分布区蛩，分布区形成的诸种学说，气候变迁和植物带 ／区的分布和发 

展，以及植物分布和生态学原理 对植物区系的起源和散布，着重介绍了热带起源学说；对岛屿植物区 

系的论述，着重于岛屿生物区系的平衡理论和种类循环；同时对新兴的植物染色体地理学也作了论述。 

本书还介绍了植物区系分区的原则和方法．比较了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的备分区系统及世界植惰犀和地区 

的特征科属，并概述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的特点 特有性及各类区系成分的起源等 

本书内容丰富，结合实际．可供植物学、地理学 生态学、生物资祸c学工作者，高等院校有羔专业 

及农、林、牧 药等科研和教学人员参考 本书定价 1 1。20元，需购者．请与冀京东黄城根北街 l 号 

(邮编 100707)科学 出版社邮购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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