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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 了棒科木姜子属群的起源与演化，认为垓属群起源于古北大陆南部和古南大陆北部， 

以及古地 中海局围热带地区，起源时间不早于 中自垩纪。这一 自然属群明显存在着平行进化情 

况，其核心的术姜子属和山胡椒属报可能是同地起源于共同祖先，我国南部至印度马来西亚可能 

是这两属的起竦和分化中心，井从这里向热带美洲及大洋洲扩散。其余的属可能是从这一核心演 

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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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a'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tsea genera group(Laureae)in 

Lauraceae．It regarded that this group is originated at th e southern part ofLaurasia，northern part 

OfGondwanaandthetropieal coast area ofTeth ys sea not earlierthanmid—Cretaceons Thepa— 

rallel evolution occurred in this natural genera gr oup．The genera Litsea and L[ndera the nucleus 

of this genera group，are probably sympatrie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mmon ancestor．The 

mngc from South China to Indo—Malaysia is probably the center of origin and spe eiatlon of 

these two genera，and from there they migrated into Tropical America and Australasia The other 

genera ofthisgeneragr oupm aybe differentiatedfrom thisnucleusofthegenera group 

Key words Lauraceae，Litsea genera grOUp，0rigin，Evolution 

本文所指的术姜子属群是按 Richter 最近的垒新樟科分类系统的第二属群而言，就目前所知这一 

属群共有 1 1属，其所包括的属敷量相当于Kostermans C23樟科分类系统的木姜子族 (Tdb．Litscae，因含 

有樟科模式属宜采用 Trib．Laurcae)垒部的属和樟族 (Ttib．Cinnamomeae)的部分属 (黄内摘属 

Acttnodaphne 橡木属 Sassa~as及伞序属 Umbellularia)，也大致相 同于 Hutchinson̈  樟科分类系统 中 

的术姜子族 Richter的樟科分类系统完垒不同于过去以花或果的一些特征为依据的各个樟科分类系统， 

它是以木材和树皮一些特征为依据的。黄内楠属、橡木属及伞序属在系统木材解剖 u 以及花粉学证 

据  ̈上明显表 明与木姜子属相 近，因此这 一属群看来是樟科 中一个 自然的 类群。 根据軎方面的资 

料 ，木姜子属群的 1 1个属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见圈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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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木薹子属群备属的素馨关哥i 

F呕．1 T ̈  c |on出 ofil~e罾c嘣 ain I弹口SeDe．ia$1~up(Laufeae) 

分 布 

6 

木篓子属群 l 1个属的现代分布简迷如下。 

木姜子属 工 ％ 200种 (Kosternmns估计 400种)，热带亚热带亚洲 (北达朝鲜及日本)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1种，新西兰2种)、北美至中美洲 (美国南部，墨西哥山地及哥斯造黎加 5种)}我国有 72 

种。 

山胡椒属 Lindera 100种，热带亚热带亚翻 (北遮朝鲜及日奉)、热带捷槲 (昆士兰 1种) 北美东 

郫 (3种)I我国有4o种。 

黄内椭属Actinodat~ne．100种，热带亚热带亚洲}我国有 2O种。 

新木姜子属Ne。litsea．8o种，热带亚热槔亚洲 (北达日奉)，热帮基洲 (3种)}我国有45种。 

糠木属 Sassa~as．3种，东亚 2种，北美 1种}我国有 2种。 

单花山胡散属 nP耐口坤肿，2种，热带亚谰：我国有 t丰II 

月桂属 Laurus,2种，地 中海区及加那刊群岛。 

单花木姜子属Dodecadenia．1种，印度、不丹、尼泊尔厦我离云南西部，四川西部和西蠢东南部。 

}cl糠木属 Paro~assa 础 1种，不丹 缅甸北部及我国云南商部 

华镰木属SinozaasaJ~az．1种，我国云南西部和西捌东南部。 

伞序属Umbellularia，1种，美国如 星墨镬哥北部 

从上述逸一属群各个属的分布情况，裁们可l 囊括为以下軎点： 

1．木姜子属群整个说来其舒布的中心基在热槽亚洲，逮里集中的种救最多，常绿种类占优势，向亚 

热带种类渐减少，北达朝蚌及日本。而大掸州、美洲有为数不乡的种类，非洲除地中海区有月佳 1种外 

几乎投有其他种类。 

2．在热带亚洲中心内，特别是其山区，就以达一属群的棱心术姜子属和山胡椒属来1兑，既有原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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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也有进化种类，既有常绿种类也有落叶种类，明显表现出演化系列，这种热带亚热带过渡性或一体性 

在热带亚洲是很明显，也是其区系明显特征之一，这有别干热带美洲、热带非洲甚至热带澳洲。 

3月挂属和牟序属分布干地中海气候区域范 围，两者分布区看来是 由千古地 中海退缩，加之干旱化 

而形成，井多少具有孑遗性质。这一情况正如吴鲁夫 所指 出：“加那列月挂 Laurus canariensis在第三 

纪 中广泛分布干地中海区，而现在只保 留干加那列群 岛及比利牛斯半岛的西部潮湿区。在这一个区的其 

它大多数地区， 目前它被更旱生的种 月桂 L．nobitgs代表着。” 

起源与演化 

根据上述这一属群的地理分布，结合地史情况，很明显t它们是起源千古北大陆南邦和古南大砧北 

邦，以及古地中海周围热带地区。这一看法与 Raven和 Axlcrod[93根据樟科的分布、特有现象以及化 

石记录所得出关于樟科的起源地推论相一致，但明显与 Gentry”"和 Richter n 对樟科起源地的推论不 

相同。Gentry认为樟科是一古南大陆的科，而 Richter相反却认为樟科是一古北大陆的科。至于这一属 

群起镉【时间问题，可以从现有樟科植物化石记录大概推断出来。目莆归人樟科的许多化石大多出自始新 

世以上地层。它们大都是叶化石，因而其鉴定为樟科经常是不确切的 u 。樟科花粉化石不多见，它是 

由于其外壁经受不住醋酸酐分解 ⋯]。最近 Drinnan等人 n 瓮现保存很好的花化石，它无疑是属于樟 

科并且在年代上较之已归人樟科的任何其它化石还要古老得多。这些花化石的年代是属于北美东北马里 

兰中自垩纪托马克群，大约九千万年前。因此，樟科公认是出现于中自垩纪的一个古老拄袖科。既然如 

此。鄢么木姜子属群的起源年代不舍早于中自垩纪。至于木姜子属群的演他方向问厦，也就是说那些属 

在系统蹙生中相对地说较为原始，而那些属相对地说较为进化。根据目前费料．这里存在着两个垒然相 

反的意见；Richter印 根据木材及树皮的一些特捱认为单花山胡椒属鼍为原始，依次的是新木姜子属、 

山胡椒属、月桂属、黄肉楠属及木姜子属，鼍为进化的是伞序属及糠木属，特别是糠木属其木材悬环孔 

材槛不相同于其它各属的散孔材。李锯文 ]、崔鸿宾 主要依据他石出现的先后再堵音进一属群出现 

平行进化的情况推论糠木属在速一属群中鼍为原始．依次较为进化的悬拟糠木属、华糠木属、木姜子 

属、山胡椒属，而单花木姜子属和单花山胡椒属是在这一属群中鼍为进他。现在看来，要是接受Richter 

的意见，必然认为樟科是一古北大陆的科，也就是说樟科是起源千古北大陆，连一点上目前证据是不充 

分的。我个人认为，由于这一属群中明显存在着花药具 4宣的类群与花药具 2宣的粪群多少平行进化的 

情况．而这一属群的棱心是木姜子属和山胡椒鼻，这两个属从现在分布的格局来看楹可能是同地起源于 

共同祖先。我国南部至印度马束西亚集中这两个属绝大部分种类，在这里既有原始娄型也有特他类型， 

系统发青备中间环节垒部具备，在生态适应性上该地区有常绿至蒋叶的一系列种类，况且逸一地区白第 

三纪以来地质上较为稳定，因此它可能是怍为这一属群棱心的木姜子属和山胡椒属的起源和种暑；分化中 

心。可以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花药具4室的一系列属与花药具 2室的一系列属各自从木姜子属和山胡 

椒属出现平行演化情况，但看来莆者演化较为强烈。就以木姜子属为侧，花被裂片很不完整或缺如的潺 

搞木姜子 Litsedgtutinoaa，曾被 Richter(‘ 和Hyland  ̈提出疑问，它与木姜子属其他种类是否同属。 

类似的情况井未出现干花药具2室的类群。木姜子扁和山胡椒属在美洲为数不多且常被认为稀有种，但 

它们的存在可能是由于热带美洲位于古南大陆西部的晚白垩纪时白亚洲中心迁移过来。大洋洲出现选两 

属的代表可能时间要 晚得多，极可能是 中第三纪或晚第三纪时澳大利亚向北飘移与热带亚洲接近的时 

候。月挂属和伞序属的演化显jl!；与地中海式气候有关，它们各自起源于花药具 2室和花药具 4室的祖先 

在古地中海周围热带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下形成，它们现在分布的格局是古地中海退缩的结果。黄囱楠 

属、檫木属，拟擦木属只是花序苞片排列方式与木姜子属不同，单花木姜子属却以伞形花序具 1花而与 

木姜子属有别，新木姜子属以其花 2基数不 同干木姜子属，所有这些属都 出现干木姜子属的分布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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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这就有理 由认为它们都是源于木姜子属。华棒木属、单花山胡椒属与山胡椒属的关 系也有类似相应 

情况，也不难设想它们是源于山胡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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