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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热带是指云南东南、南及西南的}凸边热带地区，其地理范围在现夸巍带雨林及热斜芋季 。 
7 

雨林分布的区域。其种子植物区系有 4915种，隶属 于 1447属和 248科，基本上是热带北缘性 

质但同时明显表现出向亚热带过渡的特点。经分析，云南热带东西两侧的地理联 系，替代现象、 

特有现象和区系起i写{和演化上有很大差异，其原因可能有不同地史背景。因此，将云南热带东西 

两侧划分为古热带植物区中两个不同的植物区系地区是音理的，但其范围和分布界应按 云南省 

植被区划 图* (吴、朱，1987)所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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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ft-act Tropical Yunnan is the tropical border area of S E．S＆ SW  Yunnan 11lis al'~a is the 

range of tropical ra in forests and tropical monsoon forests in Yunnan province now．Its seed 

plant s flora has 4915 species in 1447 ge nera and 248"families It is basically tropical in nature but 

has some obviOHS transitiona1 characteristics from tropical to subtropical floras．so that 1t】s best 

to be said as a north variant oftropical flora．After analysing its floristic elements．the eastern part 

and western part of tropica l Yunnan hav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vicariance，endemism ，as well as floristic oFgin and differenfiafion．The 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s 

may be  due to their difierent geological backgrounds．So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divide these two 

pa rts of tropical Yunnan into different regiOIlS of palaeotropical kingdom but the range and 

boundary of these two floristic region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ap of idealized  vegetation of 

Yunnan‘wU＆Chu，1987)． 

Key words Tropica l Yunnan，Seed plant Florisfic study 

云南热带通常称为云南热区，是指云南东南、南及西南部的边册热带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干 

《云南省植物舟区圈弦Ⅲ 中的滇缅老边境区 (图中作Ⅵ区)和滇越边境区 (Ⅶ区 )，或更 确切的说相 当于 

《云南植被 一书所附的 云南省植被区划圈 中 IAi季风热带北缘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地带 中 

的 IAi I滇南滇西南 山间盆地季节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区和ⅡAi一2滇东南峡谷 中山湿润雨林 山地苔藓林区 

。 国家 自熬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9390010。参加野外考察尚有陶国选、朱华、王洪，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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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植被区。在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 中，它是作为 古热带植物区马来西亚森林植物亚区 中的北部湾地 

区 (1IG21)和滇缅泰地区 (1IG22)两个植物区系地区。 由于这两个植物区系地 区在我国云南境内仅 

是它们的一小部分，要分别对这两个地区进行论述显得资料不够充分和垒面，因此把这两个地区在我国 

云南境 内统一作为云南热带，以便对其种子植物区系加以统计，分析和讨论。 

云南热带在云南境 内二级夷平面一般高程 】200一 】400m 以下，境内由东至西依次被红河、把边江、 

澜沧江 以及怒江所切割，这些 江河呈南北 向，在这一般高程之 下的河谷低盆地 比较发达，海拔在思茅以 

南为 500--800m之 间，例如景洪 (540m)，撤榄坝 (530m)，大劫笼 (60Ore)、勐腊 (610m)、小劫养 

(780m)等。云南东南部边缘因夷平面受现代河流的强烈切割，谷地的海拔更低，南溪河下游的南溪仅 

为 180m，红河下游的河 I：1附近只有 84m，为云南境 内海拔最低的河谷。在气候上，云南热带受西南季 

风的强烈影响而在东部兼受东南季风的影响，干湿季十分分明，年温差小，干季前半期干而冷，后半期 

干而较热，但此时雾多。湿季为雨季。干、湿两季交替迅速，其季节特点和起连时 间，都 与南亚各地基 

本一致。岩石基质东部主为灰岩，西部为红色砂岩，页岩。土壤为暗色砖红壤、赤红壤 ，黄色砖红壤和 

黄壤。 

云南热带的地带性植被是热带雨林和热带 季雨林。热带雨林的各个类型主要分布干北纬 23。30 以 

南，海拔 800m 以下盆地四周的山地下部和丘陵、阶地上，在局部生境优越的地段可沿沟谷分布至海拔 

l100m。在本区，热带雨林可分为湿润雨林和季节雨林两类。以北越龙齄香 (D／pterocarln~s rel̈ “ )，隐 

翼 (Crypteronia panicutata)，毛坡垒 (Hopea moltissima)为标志的热带湿润雨林仅分布干滇东南海拔 

300--500m 以下的峡谷 中，现仅零星保存干河 I：1及屏边大围山下部的阴森i；句谷 中。热带季节雨林在本区 

具有最广泛的分布，东起 滇东南海拔 300--700m 的盆地或河谷暴露坡面，向西则分布到滇西南的南汀河 

下游以南的山地下部。典型的分布地区为西双版纳南部。这一类型的群落分布在阶地或丘陵上者，乔木 

上层以大药树 (Antiaristox~aria)、龙果 (PouteriagrandiJblia)为标志，群落的性质偏干，称为 干性 

季节雨林 ’} 而分布 在低 山下 部的 沟谷 中者，上层 均 千果揽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番 龙眼 

(Pometia tomentosa)为标志，生境潮湿，雨林气氛更浓，称为 湿性季节雨林，或 沟谷雨林，。自西双版 

纳 向东，随着沟谷的发育和气候偏湿，沟谷雨林类型的比例增大，西双版纳 东郭边缘的望天树 (Sh。，鲫 

wangtianshuea)林，分布干三面环 山向南开 口的南腊河河谷地区。这，一类型 向东延伸至河 口、盘平一 

带，逐步 向广西西南部的擎天树 ( wangtianshuea Val" kwangsienMs)林过渡。偏干性的季节雨林 向西 

分布至滇西南，均分布干低海拔的河谷地，南汀河下游以南的班洪、班老一带，坷谷 中仍为以番龙眼为 

优势的湿性季节雨林，但下层棕搁植物增多。在云南西南部海拔 250m 以下的羯羊河谷有季节雨林的另 

一 类型分布，上层优势树种为 阿萨姆娑 罗双 (Shoreaassamica)，油树 (D eroc口，肼 turbinatus)和纤 

细龙脑香 (D gracilis)，其下层有众多棕搁植物和与季 节雨林偏湿类型相似的其它种类。本地区，热带 

季雨林可分为半常绿季雨林和落叶季雨林两类。半常绿季雨林分布干本区海拔 1000m 以下的河谷盆地 中 

央，集 中而典型的分布地区则是滇西南德宏州南部。半常绿季雨林以上层具有高榕 (Ficusa#~sima)和 

麻楝 (Chukrasia tabuta， )为标志。奉区常见的 落叶季雨林均 术棉 (Bombx malabarica)、 多种刺桐 

(Erythrina spp．)楝树 (Melia azedarach)、槛树 (Albizia chmens~)为主，其它常见的树种是j心叶树 

(Haldina cordfol~t)、 九 层 皮 (Sterculia pexa)、 白头 树 (Garugaforrest~)， 火 绳 榭 (Erwlaena 

malvacea)、野 火桐 (Erythropsis血lgem)，羊蹄甲 (Bauhhda variegata)、帽拄木 (Mitragynebrunon~) 

等。本地区 山地植被垂直分布有两个系列：一个是潮湿的，一个是湿润的。潮湿的植被 垂直系列存在干 

滇东南，即湿润雨林分布的地区，其顺序是：热带湿润雨林 (海拔 300--500 II1以下)—热带季节雨林 

(海拔 300--700m 下)一 山地雨林 (700-- 1300 m)一山地季风常绿阔叶林 (1 3OO—l750 m)一苔藓常 

绿阔叶林 (I 750--2900 m)一山顶菩藓矮林 (2700--2900 171)。以云南蕈树 (Altingia vunnanensis)、滇 

木托生 (Madhuca pasquirolii)为主的山地雨林 占据 了一个较宽的海拔范围，具有热带雨林向 山地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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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季风常绿 阔叶林过渡的特点。 男一个湿润的植被垂直系列存在于哀牢山以西地区，这里气候稍偏干， 

叉困极少超过海拔 2000m 的山地，因而较简 单，其顺序是：热带季 节雨林 (海拔 800~900m 以下)一 

山地确 林 (80I卜 lO00m)一 山地季 风常绿 阔叶林 (10【】I1 1 lOOm 以 L)。山地 林是 以网脉 内托 果 

(Semecarpus reticutata)、假含笑 (Paramichetia baittonii)、滇捕 (Phoebegla c知 妇)为标志。 

本区长期以来极受 中外植物学家所关注，特别在新 中国成立后，为了热区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 

护， 曾进行过多次大量深入的植物考察和采集，对其植被及区系特征有不少报道。但以整个云南热带为 

对象对其种子植物区系进行 系统研究， 目前还不 多见于植物学文献中。本文试图以吴征镒教授主编的 

《云南种子 植物名录》上、下两册 ” 这一基础资料出发，结合实地考察和其它文献资料，对云南热带 

种子植物区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

、 统计资料 

云南热带种子植物据初步统计有 248科，1447属，491 5种 ，其中裸子植物有 8科，l6属，32种 。 

每属平均含 3．4种。就科而言，含 200种以上的科有 1个，即兰科 (82：253)①，含 l01—2o0种的科有 

l0个，即蝶形花科 (56：179)、禾本科 (99：1 76)，樟科 (8：1 55)、茜草科 (44：139)、荨麻科 (7： 

1 31)、菊科 (58：126)，大戟科 (44：126)，山毛榉科 (5：119)、唇形科 (44：111)、苦苣苔科 (26 

：1 10)。 这 1 1个大科所含种数为 1625种，占本地种子植物总种数 33．06％。这些科 中尽管有些科是主 

产温带如菊科、禾本科，但大都是主产热带的而有些科的分布延至热带甚至温带。含 61—80种的科有 

11个，含 4l—60种的科有 l4个，含 2l—40种的科有 28十，含 11—20种的科有 25个，含 6一l0种的 

科有 38个 ，含 2— 5种的科有 78个，含 1种的科有 43个 (表 1)。就 15个古老木本科而言，本地有 92 

属 631种，种数明显高于泛北极植 物区 中的云南高原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占该地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12．84％ (表 2)。若把木本的热带科的种数考虑进去，本地木本植物种数所占的比侧明显很高。云南热带 

出现的东亚特有科 10个，单型中国特有科 1个，其出现度低于泛北极植物区的横断山脉地区但略 高于云 

南高原地区 (表 3)。另一方面云南热带出现 一些泛北级植物区中从未出现的热带科如假兰科、金刀木 

科，隐翼科，古诃科 、翅子藤 科、大花草 科、 肋果茶科．四数木科 、黄叶树科等等。就属的分布 型  ̈

而言，云南热带有世界广 布属 62个；热带 亚热带属 1059个， 占本地总属数 (不包括世界广布属， 下 

同)76．46％；温带属 289个，占本地总属数 20 87％；中国特有属 37个，占本地总属数 2．67％。热带亚 

热带属中占首位的是热带亚洲属 (占本地总属数 30 76％)，依改的有泛热带属 (占 19 64％)、旧世界热 

带属 (占 8．57％)、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属 (占7 94％)、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属 (占6．35％)、热带 

亚堋热带美洲 间断分布属 (占 3．18％)。温带属 中占首位的是北温带属 (占本地总属数 7．44％)，依次的 

有东亚属 (占 6 86％)、东亚北美 间断分布属 (占 3．83％)、旧世界温带属 (占 1 95％)、温带亚 属 

(占0．36％)、地 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属 (占 0 29％，表 4)。含 20种以上的中大属计有 28个，共有 858 

种，占本地总种数 17 46％，即 占 1／6弱。这些属绝大部分属于热带亚热带分布型，其 中又以泛热带分 

布型为主。就种的分布型而言，世界广布的有 9种 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有 261 6种，占奉地总种数 (不 

包括世 界广布种，下同)53 32％ 温带分 布型的 有 461种， 占奉地总种数 9 40％ 中国特有的 1829 

种，占奉地总种数 37 28％。种的分布型中，核心是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种，其中又以热带亚洲分布型的 

种占绝对优势 (占 45．60％)，其余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种所 占的比例很小，依次有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 

州分布 型的种 (占 2 57％)、热带亚洲 至热 带非洲分布型的种 (占 1 65％)、泛热 带分 布型的种 (占 

1 55％)、热带亚洲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型的种 (占 1 02％)、旧世界热带分布型的种 (占0 94％)。在热带 

①表示属数 ：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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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云南热带种子植物科的太小顺序排列 

Table I The arrangement ofthe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sequence form tropical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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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云南热带古老木奉科的太小囊序排判 (与云南毫原地区、横断山脉地区对 比) 

Table 2 The afrangement of the ancient families ofseed plants from TTopical Yunnan in sequence(in comparision 

with thosefrom the regionofYunnanPlanteau andthe【egion ofHengduanM ountain) 

袭 3 云南热带出瑰 (+)和未出现 (一)的末亚特有和单型中国特有科与云南■厦地区、横断山脉地区对比 

Table 3 The ocnⅡence‘+)of ab3encc(_)of the e够忙rⅡasia6~and monotyp~~Chi Be~nde=aic families of seed 

plantsfromtropicalYunnan(in comparisionwiththosefromthe re,onofYtmnanPlateauandthe region of 

Hen酿 uan Mountain) 

《1)东亚特有 

星叶科 Circaeastraceae 

领春术科 Euptelaaceae 

水青树辩 Tetraccntraceae 

辞秧桃科 Actinidiaceae 

旌节花科 Stachyuraccae 

十尊花科 Dipcntodontacca~ 

青美叶科 Helwin$iao~=ae 

精柄术科 T0riceIliacea~ 

执叶草辩 l【ingdonlaoeae 

连香料辩 Cercidiphyllacca~ 

昆栏树科 Trochodendrac~ae 

大血蘑科 Sargentodoxaceae 

南天竹辩 Nandinaceae 

马尾坩科 Rhoipteleaccae 

助果蓁辩 Sladeniacea~ 

f2)革型中国特有科 

伯乐树科 Bretschneideraceae 

珙伺科 Davidiacea~ 

杜仲科 Eucommiac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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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分布型的种中占绝对优势的是热带亚洲广布分布亚型的种 (占 27．40％)，其次是越南 (中南半岛) 

至华南 (西南)分布亚型的种 (占 10 80％，大部分种分布于本地的东侧)；而缅泰至华 南分布亚型的种 

(占3 81％，多数种分布干本地的西侧)、热带印度至华南 (西南)分布亚型的种 (占 2 83％，多数种分 

布干西侧)、缅 (泰)、中南半 岛至华西南 (华南)分布亚型的种 (占 0 74％，多数种分布干西侧)、以及 

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 (西南)星散分布亚型的种 (占 0．02％)均为数不 多。温带分布型的种 中主要是 

东亚分布型的种 (占本地总种数 7．70％)，其余温带分布型的种为数很少，依次有旧世界分布型的种 (占 

0．71％)，北温带分布型的种 (占 0 59％)、温带亚洲分布型的种 (占 0．31％)以及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型 

的种 (占 0 08％)。在东亚分布型的种 中，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亚型的种为数众多 (占 5．09％)、 中国 日 

本分布亚型的种 (占 I_96％)和垒东亚分布亚型的种 (占 0 6s％)均明显减 少 (表 6)。在 中国特有种 

中．云南热带特有的种有 566个，占本地总种数 1 1 54％，但占本分布型总种数30 95％，其中东侧即滇 

越 老 边 境 区 特 有 的 为 数 焱 多 (计 有 303 种 ， 占 本 分 布 型 16 57％ )， 其 次 是 

表 5 云南热带种子檀物舍 20种以上的中大属 

Table 5 The arrangement ofthe bigger genera(containing more than 20 species)in seed plants 

from Tropical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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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6种，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 间断分布 17 40 {5 0] {22) (4) {24) {1 02) 

篓 ’4旧世界热带 25 45 {46) {12) (2) (32) {o 94) 
～ ⋯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53 102 (126) {53) (I1) (62) (2 57)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35 69 (8I) (25) 02) (44) (I 65) 

7．热带Ⅱ洲 (2237)(751) (528) (958) (45 6O) 

7热带亚洲广布 165 6I1 I 344 456 194 694 27 40 

7一I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 1 1 1 ／ 1 ／ 0
．02 

7 2热带印度至华南(西南) 52 I13 139 68 30 41 2 83 

7 3缅甸、誊国至华西南 73 15I 187 122 26 39 3 81 

7—4．缅甸(泰国)、中南半岛至华西南(华南) 25 35 36 17 10 9 0 74 

7—5．越南(中南半岛)至华南(西南) 1 14 321 530 88 267 175 10 80 

·不包括世界广布种 

西删即滇缅泰边境区 (计有 201种，占本分布型 10．99％)和云南热带垒区 (计有 62种， 占本分布型 

3．39％ )。 云 南热带 与 我国其 它地 区 共有 1263种 ， 占本地总 种 数 25 74％， 但 占本分 布型 总种 数 

69．05％，其 中与南方 片共有的种 (计有 645种， 占本分布型 35 26％)和与西南片共有的种 (计有 519 

种， 占本分布型 28．38％)大俸相当，但与南北片共有的种 (计有 99种，占本分布型 5,41％)就显著减 

少。云南热带与西南片共有的种 中，云南热带 与云南非热带共有的种也就是云南特有种远远 多于云南热 

带与I~JII、西藏，贵州共有的种，这是由于云南热带与非 带本来是连在一起，热带和非热带的种互相 

渗透交错分 布。值得提出的是：云南热带与南方片共有的种 中，与华 南共有的种和经西南与华南共有的 

种两者远远多于与其它地区共有的种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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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云南热带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亚型 

Tab]e The area] subtypes of the chinese endemic species ofseed p]ants from Tropical Yunnan 

二、区系分析 

下面对云南热带种子埴物区系进行分析，分述 7个方面： 

1．区系性质 

云南热带种子埴物区系明显是热带北馨性质，无论从科的大小顺序排列或从属和种分布型的统计来 

说都充分证明这点。科的大小顺序排列 中种数 最多的一些科基本上与南亚和东南亚各热带地区是一致 

的，但同时云南热带亦有不少东亚特有、单型中国特有 及一些主产温带的科，特别是在一些主产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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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 中．它们所含的属、种为数不少，这就显示出其区 系有从热带至亚热带过渡的热 带北缘性质。也反 

映了植物区系热带起源，向北方扩散的历 史事实。另一方面，就属的分布型而论，热带亚热带属占绝对 

优势，其 中主体足热带亚洲属和泛热带属，泛热带属含冉大量延伸至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种，而温带属 中 

的北温带属和求亚属与除热带亚洲属和砭热带属以外的其它热带亚热带属在数量上大体相当，这就明显 

显示出云南热带是处于热带北缘并向亚热带逐渐过渡的实际情况。以木姜子属 (Litse口)为倒，它是热 

带亚洲热带美洲问断分布属，在云南热带有 29种，既有常绿种类也有落叶种类，既有局限分布于热带的 

种 也有分布延伸至亚热带 甚至温带的种，这种 由热带向亚热带逐渐过渡的种系系列明显见于云南热带， 

这正是典型砸洲热带种系分布特征，有别于热带美洲或热带非洲，后两地热带向亚热带种系过渡情况是 

极不明显的。在种的分布型中，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种占很大比重，其 中又以热带亚洲分布型的种占绝 

对优势，而 中国特有种 比温带分布型的种 多出 4倍，在数量上仅次干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种，但在中国 

特有种 中，云南热带与我国其它地区特别是与西南片、南方片共有的种叉 占很大比重，这些种实际上是 

由热带向亚热带过渡分布或相反分布的种。这就不难看 出，云南热带种的分布型统计既反映 出其热带亚 

洲特 别是马来西亚以西 的东 南亚的热带性质，而且 由于众 多向亚热带过渡分布的种叉反映出其北缘性 

质。 

2．特有现象 

虽然就整体来说，云南热带的特有现象是明显的。但深入分析，云南热带的东侧即滇越老边境区和 

西侧即滇缅泰边境区的特有现象有很大差异，前者特有现象 ：仅十分明显而且显示出其古特有性质，后 

者特有现象及 其性质都不明显。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特有科上，在特有属和特有种 上均是如此。在东亚 

特有的 15科 中云 南热带 出现有 10个，东侧出现的 有 9个，西侧 出现的有 2个}3个单型 中国特有科 

中，有 1科出现于东侧，而西侧垒然布出现 (详见表 3)。云南热带出现的 37个中国特 有属 (占中国特 

有总属数 14．4％) 中绝大部分只出现东侧，这些属 中除少数的如盘凤藤属 (Dotichopetnlure)、富宁藤属 

(Parepigynum)、翼拄苣苔属 (Boeicopsis)、华盖木属 (Mangtietiastrum) 多少具有新特有性质外，其余 

的均 明显 带 有 古特 有性 质 。 只 出 现 于 西 侧 的 中国 特 有 属 有 藤 枣 属 (Ete“thatrhena)、华 檫 术 属 

(Sinosassafras)等，但为数不 多。此外尚有少数 中国特有属在两侧均有出现。从云南热带特 有 566种的 

分布情况看，只出现于东倒的 303种，只出现于西侧的有 201种，同时出现于东西两侧的有 62种，况且 

出现干东侧的种很多在系统位置上比较古老甚至带 有孑遗性质。单就数量上来说，东侧的特 有种比西侧 

的特有种多出 50％。因此，从科、属、种的特有现象不难看出，云南热带东倒也就是滇越老边境区是云 

南热带特有现象的核心地区．井明显表现出古特有性质。云南热带东西两侧在特有现象的明显差异可能 

由于它们各 自有不同的地史背景。 

3．地 理联 系 

云南热带虽然位于内陆，但其种子植物 区系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种子植物区系却有不同联系，这种联 

系表现在各种连续和间断分布上。就其与不同植物区系地区联系而言，云南热带种子植物区系本质上是 

属于古热带马来西亚森林植物区系，其东侧与越南和老挝北方以及我国广西西南部三地共同构成古热带 

趋物 区中的北部湾地区，而西侧与其邻接的缅 甸掸邦及泰国北部共 同构成古热带植物区 中的滇缅泰地 

区， 当然这两个地区与我国境内同属古热带植物区中的南海地区和台湾地区有较为密切联系。但明显的 

是：作为北部特地区组成一部分的云南热带东侧与南海地区的区系联系要比它与云南热带西侧的区系联 

系来得密切，这不仅是由于气候的原因，而且更重要的由于地史的原因。云南热带东侧和西侧看来在地 

史上属于不同的陆块。云南热带 与古热带植物区我国以外的其它地区的区系地理联系，目前因缺乏可作 

比的详细资料难予一一说明，但 明显的是：云南东西两侧的区系地理联 系是不同的，不能作为一个整体 

对待，东侧 明显与太平洋地区的西马来西亚范围内的东南亚各地区系地理联系密切，而云南热带西侧明 

显与印度洋地区的南亚各地以及热带非洲的区系地理联系密切。一般说来，云南热带种 子植物区系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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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地理联系可从表 6种的分布型统计 中体现出来，联系的强弱从所 占总种数的比例大小得以表现出 

来，在这里无需一一赘述。但值得指 出的是：云 南热带与地 中海、西亚以及 中亚植物 区系的联系甚为微 

弱或垒然没有联 系。这可能后者是完垒不同性质的植物区系，它是在 古地 中海范围内发生发展，而云南 

热带东侧是古北大陆甫缘，而西侧是古南大陆北缘，它们的区系在第三纪以后 由于地质上的稳定而很少 

变化，古地中海的推进和退缩所引起的种子植物 区系变化从来没有波及到这里。 

4潜 代现象 

云南热带东西两侧在气候上有差异，西侧主要承受西南季风的影 响气候偏干，而东倒兼受东南季凤 

的影响气候偏涅，选种差异不仅反映 出两地的植被发育程度不同．而且也明显反映 出两地植物区系组成 

的不同。这种因气候偏涅偏干而出现东西两侧的水平替代现象不仅在 同属不 同种 中有所表现，而且在 同 

种不同的地理亚种 中亦有所反映。前者的例子有：东倒热带湿润雨林的建群种北越龙脑香，在西侧 由热 

带 偏 干的季 节雨林 的建群 种 纤细龙 脑香 所替代 ； 东侧季 风常绿 阔叶林 的建群 种 栲树 (Castanopsis 

而rgesii)，在西例则 由剌栲 (C．hystrix)所替代。后者的例子有：蜘蛛花 (Sih,ianthusbracteatus)有两 

个水平替代的地理亚种，在东侧为线萼亚种 (ssp tonkinensis)，而在西侧为原亚种 (ssp．braceatus)，其 

花萼裂片和苞片显示出自云南东南向西南由挟长至宽大的连续变异倾向，此外甚至同在一侧由于东西绿 

的气候差异而反映出区系上的水平替代现象，如西侧的沟谷雨林的建群种，在东缘为望天树，而在西绿 

则为阿萨姆娑罗双，两者是 同属不同种。在垂直替代上，东例由于存在高大山体，植被垂直带 谱明显， 

反映在区系上的垂直替代也很 明显；而西删，因极 少有超过海拔 200m的 山地，植被垂直带谱鞍 简单， 

反映在区系上的垂直替代就不很明显。现以东例檬果樟属 (Caryoda D 4个种为例，它们的垂直 

替代是：檬果樟 (C tonkinensLe。120---1200m)一老挝檬果樟 (C．1aot~a．300-- 1200m)一宽叶檬果樟 

(c． f ／／a 800m)一小花檬果樟 (c．henrfl,21OOm)。 

5．分 区 

云南热带范围内种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这不仅取决干种本身的历史和生态幅度，而且也取决于 自然 

条件的综台效应。因此可以依据种特别是特有种 的分布情况和一些 自然地理条件的特征 划分东侧与西侧 

两个地区。正如上面所说，东侧的特有现象 明显，且在区系上表现出很大的古老性和复杂性，地貌主要 

是石灰岩溶地貌，土石山相间，气候上兼受东南季凤影响而偏湿；而西侧的特有现象不明显，区系上虽 

然热带性较强但古老性和复杂性较弱，地貌主要是破碎的 山原地貌，石灰岩基质甚少，基本上是土山， 

气候上受西南季风控制而偏千。 云南植物分区图》和 云南省植被区划图 两者对云南热带的分区均反 

映 出这种情况，但前者向北的范围过于扩 大，远远超出现耷云南热带地带性植被的热带雨杯和热带季雨 

杯的实际分布范围，而且东西两侧的分界又过于偏东，后者实际上反映 出云南热带地带性植被的分布范 

围，东西两侧的分界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因此较为台理 (图 I)。根据实地考察，江城附近的李仙江河谷 

是热带湿润雨杯建群种北越龙脑香和河内坡垒 (Hopeahongayens~s)分布的西界。 至于东西两侧的地区 

内分区，根据现有资料东西两侧各 自的东西绿和西侧东绿的南北阑在区 系组成上确略有差异，待 日后对 

它们相邻 的广西西部和越 南、缅甸、泰国及老挝四国北部的具体区 系资料进行深入对比分析，并参照 

《云南省植被区划图静进行细分，此处暂不讨论。 

6．与古地理、古环境关系 

自从 中生代的燕山运动以后，一直延续到新生代的第三纪中新世，云南大地经历 了漫长的夷平作用 

过程，形成 了广大的夷平面。 自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开始由于大规模的抬升而形成云 南高原。这个抬升 

过程奠定云南现耷的多层次高原复杂地貌，地势北 高南低。 云南南部在 这个抬升阶段 中有一个较长期的 

稳定，经历 了一攻新的剥夷过程，又形成了现夸云南南部低一缎夷平面，这个夷平面一般高程为 12OO一 

1400m，主要见于云南东南、南及西南边沿热带地区。在 高原面解体成为地势起伏较大的山原地貌 过程 

中， 由于云 南自西向东有怒江断裂、澜沧江断裂、红河断裂 、安宁河 龙川江断裂、滇东平行断裂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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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大断裂，影响到云南境内主要 山棘、河流近南北走向。选些正说明云南热带地区在地史上与其北面 

的云南高原地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 别。云南热带处 于云南低一级夷平面海拔高程之下，再加上 山脉、 

河流近南北走向，这 仅有利于南亚及东南亚热带植物区系向北扩展和毅国亚热带甚至温带植物区系向 

南迁移，而且 由于纬度较南和海拔较低也有利于热带 植物区系发育。这种南、北植物混杂的情况在云南 

热带是十分明显的，也正是热带山区植物区系的特征 因此，在这种古地理、古环境背景下，云南热带 

种子植物区系明显带有热带北缘性质，并表现出向亚热带逐渐过渡的特点。 

图 】云南热带的地理范围厦其分区：I滇缅毒边境区 2滇越老边境区 

Fig I The range ofTropicalYunnan andits regions：1 The remonofborderafea ofYunnan．N M yamItar and 

N Thailand；2 The region ofborder 02"ea ofYunnan N Vietnam andN Laos 

7．起源与演化 

既然云南热带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热带北缘性质，因此对其区系的起源与演化的分析应该着重于 

热带亚热带成分。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云南热带的种分布型中占绝对优势的热带亚洲成分是其向北缘分 

布的结果，也就是说云南热带往往是这些成分分布的北界。在这些热带亚洲成分中根据其现在分布范围 

可捌分为各种不 同分布亚型，其中热带亚洲广布的分布亚型和越南 (中南半岛)至毅国华 南 (西南)分 

布亚型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热带亚洲广布的分布亚型绝大部分是指自印度热带或南亚热带或东南亚大 

陆热带至西马来西亚的分布范围，其分布的东界均在华莱士线以西。不过这两个分布亚型对东西两侧区 

系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对西侧而后者却对东制的种子植物 区系起源和演化起着关键作用。然而，热带 

亚洲地域广大，从地史上说是 由几个不 同的古陆和岛屿 复台而成。根据目前所接受的观点，印度 、缅 

甸、泰 国属于古南大陆的一部分；中南半岛属于华南古陆的一部分，亦即古北大陆 的一部分；马来半 

岛、苏门答腊 、爪哇和婆罗州 曾是有陆地连接的一个整体，叫巽他古陆，连接着华 南古陆，仍属干亚洲 

大陆的一部分，亦即古北大陆的一部分；新几内亚是澳洲古陆的一部分，属于古南大陆 j而菲律宾、苏 

拉威西、小巽他群岛及马鲁 古群岛则是一系列太平洋岛屿。结台地史来考虑，云南热带东制的种子植物 

区系核心明显是在华南古陆西部起源，起源后 由于地质上较为稳定而就地演化，因而在区系上表现出很 

大的古老性和复杂性，并且由于演化时间相对鞍长， 

带西侧的种子 植物区系核心是在古南大陆北部起源， 

再加上石灰岩基质，特有性表现十分强烈j而云南热 

其后 由于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陆俯冲而受印度、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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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泰国的热带 凝刻影响，因此在区系上虽然 由于纬度更南而带有较强烈的热带性但在古老性和 复杂性上 

远不如东侧，同时由于演化时间相对较短，特 有现象就相对不 明显。这样说来，从云南热带种子植物区 

系核心的起源和演化的观点出发，把其东侧与西侧划分为 古热带植物区 中的不同植物区系地区是有充分 

科学依据的。 

三、结论 

根据云南热带种子植物区系的统计资料以及区系分析，现将结论归纳以下 4点： 

1云南热带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热带北缘性质， 同时也明显表现出向亚热带过渡的特点，这有剐 

干旧热带非洲和新热带美洲，后两者向亚热带过渡是不明显的。 

2云南热带东西两侧植物区系的地理联系不尽相同，东侧与古热带植物区的南海地区，台湾地区联 

系较密切，而西侧则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联 系较密切；在云南热带范围内，虽然东西两侧有明显的水平 

替代，但在垂直替代上东侧剧远较西侧明显，这 由于西侧地势起伏不大，极少有超过海拔 20OOm 山地的 

缘故。 

3．云 南热带东西两侧的特有现象差异很大，东侧特有现象十分明显且表现主要为古特有性 质，而西 

侧特有现象及其古老性远不如前者，这种差异可能由于它们具有不 同地史背景。 

4．从云南热带东西两侧各 自种子植物区系核心起源与演化有不同地史背景的观点出发，将它们划分 

为古热带植物区中不同的地区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东倒应连 同越南和老挝北方以及广西西南部组成北 

部湾地区， 而西删应连同缅 甸和泰国的北部组成滇缅泰地区，这不仅在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区划上是必 

要，而且更能反映它 们区系的实际情况，但这 两个地区在云南境内的范围和分界按 云南省植被区划 

图 所标出的更为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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