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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在云南的两大生物 

多样性中心及其特征 

李锡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d2O4j & 

摘要 中国特有种子植 物属在云南有两大生物多样性 中心：一个位 于滇西北，另一个 位于滇东 

南。据初步坑计，前者约有 47个属，分隶属于 27科，其中单型属 l9个，少型属 22个，多型 

属6个，它们主要是温带性质}后者约有48个属，分隶属于 36科，其中单型属 33个，少型属 

l3个，多型属 2个，它们主要是热带亚热带性 质。两个中心共有 1 1个属，只出现 于前者 有 36 

个属，而只出现后者有 37个属。两个中心的属在成因上差异根大；前者占主导地位的是生态成 

因而历史成因改之，后者占主导地位的是历史成因而生态成因改之。因此前者主要是新特有中 

心，而后者却主要是古特有中心。 

羌键词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生物多样性 中心，新特有，古特有 

TW O BIG BIoDIVERSITY CENTRES oF CHINESE E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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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i-W en 

fKuaminglnalitule ofBocany,Chme~Academy ofSc~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ere ar~ two big biodiversity centres of Cl1inos e endemic genera of seed D1ants in 

Yunnan province：NW  Yunnan ＆ SW  Yunnan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statistics．the NW  

Yunnan e2ntre has 47 Chinese endem ic genera(belonging to 27 families,am ong them 19 genera 

ale ofmonotypic ones，22 ofo!igotypic onesand 6 ofpolytypic ones)which aremainly oftem per- 

ate oatura；the SW Yunnan centre has 48 Chinose endem ic genera(belonging to 36 families， 

among them 33 genera are of monotypic ones，13 of oligotypec ones and 6 of polytypic oneQ 

which arc mainly of tropical an d subtropical nature There are l1 C nese endemic genera which 

are commonto both centres，but 36 genera  are only occuringintheformer centre and 37 genera 

are only occuriog in th e latter e2ntre．The ori n ca USe of these genera in both centres is very dif- 

fergnt．In the foraler centre it is mainly of ecol0gical reason rather than historica l one；but in the 

Iafter centre it is mainly 0f historical reason rather than ecological one Thus the form er centre iS 

m ainly ofneo
．

endemism ，butth elattercentreism ainlyofpalaeoendem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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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eoendemism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在云南的分布虽然像云南高原面上的大姚昙华山 巧家药山、武定狮 山等一些 

地方集 中的种类为数不少，但其种类集中为数最为众多的地方显然在滇西北和滇东南两大生物多样性 中 

心。从特有现象角度上研究生物多样性中心不仅是植物区系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生物多 

样性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的形成是在 中国境 内特定的地理环境经过长期物 

种形成过程的历史产物，其分布为何集中于某一地方，其特征和成因是什，厶，这些都必须加以彻底研 

究，以利于今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合理应用。这里所指的 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是指其分布区在我国 

境内或者稍有超越而其主体或核心部分仍在我境内，后者往往被人们称为“半特有”。现从三方面分述如． 

下。 

滇西北 中心 

滇西北 中心大致范 围是指宾川以西及西北地区，包括 “云南植物分区 图 ⋯ 中的 n (金沙江 区)、 

Ⅲ (滇西峡谷区)、rv(东喜马拉雅区)和Ⅺ (康藏高原区)4区，在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 中是属于 

泛北报植物区 中国 喜马拉雅植物亚区中的措断山棘地区 (IFI7)的南端。境内高山峻岭海拔在 4000m 

以上，被怒江、澜沧江、盘沙江等南北向江河深深切割，地形极为破碎，河各瀑而狭窄，两岸山坡陡， 

水流湍急，报难于通行，从山脚到山顶具备热带、亚热带至高山寒带各类型植被，高山植物区系报为丰 

富。在这中心集中的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的详细情况可参看表 1。该中心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t 

1．温带性质 

该 中心计有 中国特有属 47个，分隶属于 27科，其中伞形花科有 7属，菊科 5属，毛茛科 3属，苦苣 

苔科 3属，十字花科 3属，紫草科 2属，兰科 1属，蝶形花科 2属，百台科 2属，裸子植物杉科 2属， 

其余 17科，每科 1属。从所隶属科的情况看，含属数较多的科大都是属于温带分布类型，科的大小顺序 

排列与温带地区区系者也相似，明显地表现出带有温带性质。 

2．新特有性质 

该 中心按属的大小计算，单型属 (含 1种)19个，少型属 (含 2—5种)22个，多型属 (含 6种以 

上 )6个。一般认为多型属多处于系统发生的中期或盛期，其分布区不断扩大，特有现象往往表现不明 

显，而单型属或少型属通常处于系统发生的初期 或后期，此时特有现象往往报明显，在系统发生初期表 

现出的特有现象是带有新特有性质，而相反在系统发生后期表现出的特有现象则往往带有孑遗或 古特有 

性质。从该 中心众多的单型属和少型属系统发生研究分析看，除 了两中心共有的 11个属以外，有 20个 

属是可以认为是新特有属，它们是由于高山干冷环境下形成的，如葶花属 (Skapanthus)之起源于香茶 

菜属 (1sodon)，高山豆属 (Tibetia)之起源 于米 I：1袋属 (Gueldenstaedtia)，小芹属 (Sinocarum)之起 

源 于葛 缕 子 属(Carum)，辐 花 属 (Lomatogoniopsis) 之起 源 于 侧 蕊 属 (Lomatogonium)，地 捅 金 莲 属 

(Musetla)之起源于象姥蕉属 (Ensete)，马蹄黄属 (Spenceria)之起源于龙牙二草属 (Agrbnonia)等。 

从 习性看，木本属 8个 (乔术 3．5个，灌术 4．5个 )，草 本属 36个，藤奉属 3个 (本 质 1个，草质 2 

个)，占优势的是草奉属，这就明显显示该中心的新特有性质。 

3．过渡性质 

该中心在自然地理上是处于自二投夷平面(一般高程在 2000---2500m向青藏高原 (一般高程在 4000 

m以上)的过渡带，因此其区系性质也是由亚热带向高寒山地区系过渡，这表现在与青藏高原区系有密 

切联系，且很 明显特别体现在新特有属上。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 一些古特有属 由干山地小环境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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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而得以保存，如本 中心 出现的台博栏属 1种，与台博山地出现的另 1种，呈现 出该属 2种对应间 

断分布。假贝母属在本 中心 有 l变种，而滇东南 中心有另 l变种，此两个变种本身呈 间断分布而两者作 

为 1个种 与华北另 1个种叉呈 间断分布。胡榛子属的分布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的分布型明显表明与华 

北区系和黄土高原区系的联系和过瞳。 

裹 1滇西北 中心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资料 

Tabte l Thedetails ofChinese endemic genera of seed plantsinNW Y1J．1ln~n centre 

属 名 习性’ 种数 )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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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T表示乔术 ，s表示茬术，H表示草本、L表示藤本；2】该中心种 致／该属所含种鼓，下同；3)·号表示两中心 

共有，下同：4)·号表示新特有、下同。 

滇东南 中心 

滇东南 中心大致范围是在师宗、罗平以南，玉溪、元阳以东地区，包括 云南省植物分区图 中的 

Ⅶ (滇越边境区)、vI(滇东南区)两区的全部以及v (澜抢、红河中游区)和Ⅵ (滇缅老越边境区)两 

区的东端，在 中国植物 区系分区 中是 跨越两个植物区即瑟北撮植物区和古热带植物区的过凌地带 

(Ⅵ区是古热带植物区的滇缅泰地区 nG22，Ⅶ区是古热带植物区的北部湾地 区nG21，而 V和Ⅷ区均属 

于泛北掇植 物区的云南高原地区 IFI6)。境内缦有高山峻岭，夷平面一般高程在 1200-- 1400 m，由于受 

南盘江和红河以及其支流强烈切割，各地的海拔更低，红河下游的河口附近只有 84m，为云南境内的最 

低河谷。境内石灰山地貌相当发育，往往形成土 山与石灰山镶嵌地形，为一弛特景观，自河谷至山顶具 

备热带至亚热带粪型的植被。在这中心集中的中国特有种子植物的详细情况 可参看表 2●。 

该 中心的特征 明显地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热带亚热带性质 

该中心计有中国特有属48个，分隶属于 35科，其中苦苣苔科有 5属，禾本科 3属，兰科 2属，野牡 

丹科 2属，玄参科2属，紫草科 2属，唇形科 2属，无患手科 2属，裸子植物杉科 2属，其余 26科，每 

科 1属。从所隶属科的情况看，含属数鞍多的科大都是属于热带或亚热带分布类型，科的大小颇序排列 

多少与热带、亚热带地区区系者相似，与滇西北中心相反，明显地表现出带有热带亚热带性质。 

2．古特有性质 

该 中心按属的大小计算，单型属 33个，少型属 l3个，多型属 2个，单型属为数众多。从该 中心众 

多的单型属 系统发生研究分析着，可以认为 是新特有的属为数较少，大约 有 l0个，倒如：翼柱苣苔属 

(Boeicopsis) 起 源 干 短 筒 苣 苔 属 (Boeica)， 朱 红 苣 苔 属 (Ca~areoboea) 起 源 干 长 蒴 苣 苔 属 

(Didymocarpus)， 金 凤 藤 属 (DoBchopetalum) 起 源 于 蜂 出 巢 属 (Centrostemma)， 富 宁 藤 属 

(Pare~gynum)起源于思茅藤属 (Epigynum)。它们或者是由干热带向亚热带生境过渡时所形成的，更 

可 能是 由干向石 山特殊生境过渡时所产生的。其余的单型属和少型属若对于出现西 中心的不加 考虑 的 

话，很明显的都表现古特有性质。如星散出现干谈 中心屏边一带的水松，使人联想 起中生代珠江流域稻 

泽地中的水松群落，其古老分布区无疑向西延至今日的屏逾一带，这明显带有孑遗性质。华盖木本身虽 

os．T Dunn0915)记载云南东南部鼙 白有 中国特有斜萼草属1种(斜萼l~Loxocatyx ult／c ／／a Hemsl，Henry 

10237)，因未见标本，该种目前所知．在云南省只见滇东北镇难一地．因此本文暂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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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滇东南中心中国特有种子檀物曩资料 

Table 2 The detailsofChinese endemic genera of seed plalltsiaSW Yunnan ceatre 

属 名 习性”种数 舟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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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下同；4)·号表示新特有 下同。 

是古老植物 ，但明显是木莲属 (Manglietia)从热带分布到亚热带过渡时一个特化的产物
。 其它如 伯乐 

错、蜡梅、青钱柳、裸蒴、大血藤、银鹊树都是著名的古特有植物。从上述例子明显表明该中心具有古 

特有性质。从习性看，木本 属 23个 (乔木 18 5个，灌木 4．5个)，草本 属 21个 ，藤本属 4个 (木质 3 

个，草质 1个)，占优势的是木本属，这就明显显示该中心的古特有性质。 

3．过渡性质 

该 中心在 自然地理上是处于 自低海拔河谷向一级夷平面 (一般高程在 1200---1400m)的过渡带，因 

此共区系性质也是由热带向亚热带山地区系过渡，这不单表现在该中心一些属与热带分布的属在系统发 

生的联系上，而且也表现在该 中心不少的中国特有属分布区地跨热带和亚热带，所谓“北部湾区系”包括 

越南北部、云南东南、广西西南以及海南，实质上是热带亚热带过渡区系的代表。该 中心 中国特有属的 

分布区是与华 中、华南以及华东 (包括台湾)有联 系，而中心叉往往是这些属分布区的西界，也许在地 

史上它们同属于一个古陆的缘故 

讨 论 

在上述中国特有种子植物属在云南的两大生物多样性 中心的对比研究 中，现已形成几个观点，特提 

出加以讨论。 

1．过渡地带再加上 山地和岩石基质条件是决定生物多样性中心形成的先决条件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滇东 南和滇西北 中心在 自然地理环境 中都是位于过渡地带上，前者是 白热带 

低地向一级夷平面过渡，后者是自二级夷平面向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过渡，由于过渡地带具有双重性 

格，再加上两地都是 山区，各种小生境形成垂直分布，而岩石基质差异则更增加生境的复杂性，后一 中 

心的土山石山镶嵌分布就是这种情况，这就使得各种成分找到得予保存的避难所和适于进一步发展的演 

化中心。当然，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形成归根到底取决于生物本身的遗传机制，但是具备选种条件就能擞 

发生物多样性 中心的形成，否则就根本谈不上生物 多样性中心。 

2．地质上的毽定与否主要影响生物多样性中心舶年代 

地质上的稳定与否虽然会强化或削弱生物巍样性中心的形成，但主耍是影响共年代性质，例如是古 

特有性质或新特有性质等。滇西北中心虽然也有不少古特有属，但也有较多的新特有属，前者多少出现 

于避难所而呈星教分布，后者则是处于上升阶段，明显地是由于始于第三纪 中新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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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发起 的青藏高原隆升和古地中海向西退却所造成。从这一中心的 中国特有属成因看，占主导地位是生 

态成因而历史成因次之，因而该中心认为主要是新特有 中心。滇东南中心情况即正好相反，这一 中心 自 

老第三纪以来地质上较为稳定，具有很多古特有属植物，而为数不多的新特有属是由于热带区系向亚热 

带过渡时，再加上岩石基质的作用而造成的，因此滇东南中心的中国特有属成因占主 导地位是历史成因 

而生态成因欢之，所以该 中心可认为主要是古特 有中心。这就是地质上的稳定与否影响生物 多样性 中心 

的年代明显例子。从上述资料看这两个 中心的特有程度是相差不 多的，虽然从理论上讲地质上的稳定与 

否会加强或削弱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形成，但生物 多样性 中心的形成是时阃和空阃的历史产物，受约于许 

多因素，而地质上的稳定与否主要与生物多样性 中心的年代有关。 

3．人类活动是生物多样性中心形成的一个制约因素 

白人类出霉以来，它对自然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作为自然现象之一的生物多样性中心也明显受到人 

类话动的制约。在不受或少受人类干扰破坏下生物 多样性 中心才得以形成和持续发展。 

致谢 吴征镒教授审阅文稿，井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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