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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 

李锡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O4) Q 叼 S 

摘要 云 南高原地区是一个十分 自熬的植物区 系地区，其种 子植物 区系约有 5545种，隶 属于 

149l属和 249科 中，基本上是亚热带性质。本地区水平及垂直替代现象明显，地理联 系广泛， 

但与中国 喜马拉雅亚区不同区系地区联系密切，显然是 中国一喜马拉雅 区系成分的发源地。根 

据特有种丰富程度以及一些 自然地理特征，云南高原地区在区系上可以划分为 3个小区：滇 中高 

原小区、澜绝红河 中游小区和滇东南小区，它们之间在许多方面有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 由于 

同地史背景。 

关键词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植 
A FLoRISTIC STUDY oN THE SEED PLANTS FRoM  THE 

REGIoN oF YUNNAN PLATEAU 

LI Xi—W en 

(Kunramg ln．slitule of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e region of Yunnan Plateau is a very natural one itt floristic Ilatul~e．Its seed pJant％ 

flora has about 5545 species in 1491 genera and 248 famil~s，It is basically subtropical in nature． 

obvious i11 hofizontal and vertical vicariance．as well as the wide connection i11 geographical rela— 

tionships but specially with the regions of Sino—himalayan subkingdom It so,ms that the region 

may be the birthDlace of man y Sino himalayan floristic elements．According t0 the degree of 

abundance in endemic spec ies and some physiographical features，th e region cab be floristica lly 

divided into three subregiOILS：subregion ofCentral Yunnan Plateau，subregiOil ofmiddle reacher 

of M ekong river and Red river,as well as subregion of SE Yunnail．These subregions have evi· 

dent difference$in many aspects，the I~ason of that may  be due to difierent geological back- 

grounds 

Key words The region ofYunnan Plateau．seed plant．Floristic study 

云南高原 地区是一十十分 自特的植畅区系地区，在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中是作为泛北极植物区 中国 

喜马拉雅植物亚区中的一个地区 c13。其地理范围自横断山脉地区南部以东，经过整个云南高原面直至 

贵州西部的一部分，其南边紧接云南热带地区，北边大抵以盘抄江北坡为界，大致相 当于 云南省植物 

fife圈 ( 中的云南高原或宜称滇中高原区 (I区)、澜沧江红河中游区 (V区)大部分及滇东南区 

(Ⅷ区)．也相于 云南植被》 一书所附的 《云南省植被区划圈》中高原亚热带南部季风常绿阔叶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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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中的 3个 亚区 (即ⅡAi—la谰绝江把边江中游中山山原嗣栲栲 类林思茅松林亚区、 ⅡAi一2a豢 自元江 

岩溶高原峡谷云南橙红木荷林木棉虾子牦草丛亚区和 ⅡA ～2b文山岩溶山原罗浮栲大叶泡林亚区)以及 

高原哑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地带 中的 3个亚区 (即 ⅡAii—ta滇 中高原盘谷滇青冈林元江栲林云南松林亚 

区、ⅡAii—tb滇 中北 中山峡谷云南拴林、高山栎类林亚区和ⅡAii ld滇东北高原中山云南捡林羊草草甸 

皿区)。逸一地区均在北纬 23 以北，属于 亚热带范围。境内地势高耸，呈北 高南低 的颤斜，四周 由 

南、 E盘江 红河、谰抢江以及金沙江所切割，高原面呈丘陵状起伏．一般高程海拔在 2000---2500 m 

左右。气候上 由于本地区所处纬度较低，瀑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和西风环流季节交替的影响，具有旅厚的 

南 季风气候的特色，干、涅季分明而年温差较小，但东部也兼受太平洋东南季风的一些影响，并且具 

有高原气候的太阳辐射强烈、日温差大等特点。土壤主为红壤、砖红壤性红壤及黄壤。 

本地区地带性 植被 为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但在 南部和北部的种 类组成上有很大差异。在本地区 南 ‘ 

部．因纬度偏南和盆地海拔相对较低，常绿阔叶林的种类组成较为丰富，而且含有某些热带性植物种 

类，称之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在季风常绿阔叶林分布范围内，衷牢山以西地区的群落为偏干的类型， } 

森林上层以栲属 (Castanopsis)和石栎属 (LCthocarpus)喜暖的耐种为主，其 中刺栲 (c hyst， )和截 

果石栎 (L truncatus)多在海拔稍高或生境信湿处成为森林的 匕层优势种；印度栲 (c．~ndica)则在生 

境偏干的地段为上层优势，至本类型分布的北缘，又转为以小果栲 (c lieurye)为优势的森林，红术荷 

(Schirna wattichii)则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分布。哀牢山以东地区蒹受东南季风影响，气候越渐偏湿， 

主要为含润捕 (Machitus) 木莲 (Mangtietia)的季风常绿阔叶林，上层以罗浮栲 (c fabri)、杯状栲 

(c．catathfj6厂，” 为主，其它山毛榉科树种不多，而樟科及木兰科树种剐相对较 多。和季风常绿阔叶林 

的偏干类型在分布上和演替上有密切联系的是恩茅松 (Pinus kes v口Val"／angbianensis)林。哀牢山以西 

澜拖江中下谤地区是思茅捡的分布 中心。在本地区北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为其地带性植被。森林上层 

以青冈和栲类为优势，在多数情况下，上层优势种比较单一而明显。侧如：在 石灰岩基质或陡坡地段， 

稹 青 冈 (Cycloba／anopsis g／aucoides) 常 为 上 层 优 势 ， 在 土 层 深 厚 的 酸 性 土 上 ， 则 多为 元 江栲 

(Ca．~tanopsis orthacantha)林所分布}生境温暖湿润处，高山栲 (c，de／avayi)林成片生长，而在海拔鞍 

高处，剐黄毛青冈 (Cyctobalanopsis de／avayi)林小片分布。与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在分布上和演替上紧密 

联 系的是云南松 (Pinusyunnanensis)林 云南松林在本地区中、北部的现有面积远鞍半湿润常绿 闰叶 

林为大。在本地区北缘，盘沙 江中下游峡谷 山地 阳坡或石灰岩基质上有硬叶常绿 闰叶林，其主要树种不 

下 l0个，其 中大面积分布的是川滇高山栎 (Quercusaquifotioides)林。本地区南部山地植被垂直带 自下 

而上是：季风常绿阔叶林和思茅松林 (海拔 1 300---1800m)一馒性常绿 闰叶林 (1800---2600m)一常绿 

针、闰叶混交林和云南铁杉 (Tsuga dumosa)林 (2400--2800 m)一苔藓常绿矮林 (2800--3000 m)或 

冷杉林 (3000m以上)，而北部山地植被垂直系列是：芈湿润常绿阔叶林 (19OO一2500m)一湿性常绿 

阔叶林 (2500---2900 m)一云南铁杉林及常绿针、阔叶混交林 (290O一3200 m)—冷 杉林 (3100 m以 

上 )。冷 杉林分布最南缘为镇康大雪 山上部，在海拔 3000 m以上的高中山上部有小片苍 山冷杉 (Abies ． 

del,tva )林；而分布最东缘为乌蒙山，海拔 3100 nl以上为急尖长苞冷杉 ( georgei var．smithii)。需 

要指出的是：本地区山地垂直系列中不存在落叶 闰叶林带，只是在冷杉林下缘原有森林破坏后才有小片 

以槭 (Acer)、桦 (Betu／a)为主的落叶目叶林 分布，明显带有敬生性 质。 

本地区开发较早，人为话动频繁，植物考寨和采集都有悠久历史，一些山头如昆明西 山、武定狮 

山、景东无量 山等都 曾不 同程度上进行过植物区系研究，但以云南高原作为一个植物区系地区而进行区 

系研究 目前只零星地见于植物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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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基础性资料出发，结合实地考察和其它文献资料、对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进行初步垒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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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统计 资料 

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据初步统计有 249科，1491属，5545种，其 中裸子植物 9科，l7属，28种。每 

属平均含 3 72种。就科而言，含 300种以上的科有 1个，印菊科 (85：343)0，含 20l一3oo种的科有 3 

表 1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檀物科的大小顺序排列 

Table 1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am ilies of seed plants in s翎 uen0e from the region ofYunnan Plateau 

>300种(1科) 

菊科 Composit~ (85：343)’ 

IO1— 200种(7科) 

蔷薇科 Rosaeeae(33：195)；唇形科 Labiatae(52：169)； 茜草科 (Rubiaeeae(39：133)； 

大载科 Euphorbiaceae(32：132)； 毛茛科 Ranunculaceae(16：120)；莎草科 Cyperaeeae(19：107)； 

杰参科 Scrophulariacea~(30：106) 

8l— 100种(7科) 

报毒花辩 Ptimulaceae(4：95)；苦苣苔辩 Ge．scetiaeeae(23：89)；伞形花科 Umbe~fer&e(28：88)； 

荨 麻 科 Urticatoeae(18：87)； 杜鹃花科 Ericaceae(8：86)；山毛榉科 Fagatoea~6：84]； 

棒 科 Lauraceae(17：83) 

6l—80种(7科 ) 

爵 床 科 Acanthaceae(33：78)；百合科 LiHaceae(28：78)：萝 蘑 科 Aselepiadaeeae(24：7I)； 
山茶科 Theaeeae(10：64)；木 犀 科 Oleaeeae(8：64]：五加科 Araliaoeae(I6：63)：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1 I：61) 

41～ 60种(1l科) 

龙 胆 科 Gentianacea~(13：60)；蓼 科 Polygonaceae(5：59)；忍 冬 科 Caprifoliaceae(6：52)； 

桑 科 Morceae(6：5I)；觜垒牛科 Myrsinaceae(5：50)；旋花科 Convolvulaeea~(t5：46)； 

卫 茅 科 Celastraceae(5：46)；石竹科 Caryophyllaceac(12：45)芸 香 科 Rutacea~(12：43)： 

鼠李科 Rhamnacea~(1 I：42)：葡 萄 科 Vitaeeae(7：42) 

2I—40种(30科) 

葫 芦 科 Cucurbitatoeae(1 3：40 夹竹桃科 Apoeynaeeae(19：39)：天南星科 Ara~ae(15：39)： 

菝 夷 科 Smilaeaceae(2：38 锦 葵 科 Malvaeea~(10：35 云 实 科 Caesalpiniaceae(7：34)： 

冬 青 科 Aquifoliaeeae(I： ；防 已 科 Menispetmaceae(10：32)：茄 科 $olanaeeae(10：32)； 

姜 科 Zingiberaceae(9：32)；越 拮 科 Vacciniaeeae(2：32) 野牡丹科 Melastomatax~ae(I2：3I)： 

鸭跖草科 Commelinaoeae(10：3l 小 檗 科 Berberidaceae(2：31)：薯 蓣 科 Dioseoreaeeae(I：3 0]； 

景 天 科 Crassulaceae(4：29)；虎耳草科 Saxiftagaeeae(6：29)：胡 椒 科 Piperaeeae(2：28)： 
桔 梗 科 Campanulaceae(1t：28 扬 柳 科 Salicaeeae(2：28)：紫 草 科 Bomginaeea~l3：27)： 

山 矾 科 Symplocaceae(1：26)；桑寄生科 Loranthaeeae(9：26) 堇 莱 科 Violaeeae(I：25 
十字花科 Crueiferae(1l：24)：艟 树 科 Tiliaecae(6：24)；蘸 树 科 Aaacardiaccae(1l：24)： 

梧 桐 科 Stereuliaeeae(t0：24 凤仙花科 Balsamina∞ae(1：23)：赦眷棠科 Begoaiaeea~(1：21) 

lt--20种(33科) 

槭树科 Aeeracea~(2：20)；紫堇科 Fumariaeeae(2：l 8)：棒 科 Mel~ceae(10：l 8)： 

远志科 Potygalaeeae(2：I 8 含羞草科 Mimosao~ae(5：17)：木兰科 Magnoliax~ae(5：17)； 

安息香科 Styracaeeae(5：16)；榆 科 Ulmace．ae(5：l 6)；清风蔗科 Sablaceae(2：l6)： 

瑞香科 Thymelaeaoeae(5：l 6)：桃盘娘科 Myrtaceae(3：1 6]：五味子科 Sehisandraoeae(2：l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13：15)；山茱黄科 Comaeeae(4：14)；胡颓子科 Elaeagnacea~(1：l4)； 

肇藏科 Bignoniaceae(9：I4)；柳叶莱科 O-aagraceaec4：1 4)；盘墼执科 Hypericacea~(1：14)； 

番荔挂科 Acnou&ce~te(6：l3)；山撼科 Catal~~ida．oeae(3：l3)：杜英科 Elaeo6ar~eead．2：13)i 

苋 科 Amaranthaoeae(8：l3)：胡执科 Juglattdatoea~5：13)：绣球花科 Hydrangeaeeae(3：13)； 
醉鱼草科 BuddI咖 cead1：13)；鹅耳枥科 carpina∞aec4：l 2)；半边莲科 Lobeliaceae(2：I2)； 

乌檀科 Naucleaceae(8：12)；马兜特科 Aristolochiax~ae(2：l 2] 猕猴摊科 Actinidiaeeae(1：l1)； 

龙牛儿苗科 Geraniaceae{1：l1)： 棕榈 科 Palmae(8：l1)：海桐科 Pittosporaceae(1：1 I) 

① ·表示属数 ：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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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6 10种(28科) 

盘缕梅 科 Hamamelidaceae(8：10)；茑尾科 lridaceae(2：1 0)：夭胡荽科 Hydrocotylaceae(2：1O)： 

檀香科 Santalaeeae(6：9) 千屈蕈科 Lythraceae(5：9)：厚壳榭科 Ehretiaceae(2：9)： 

眼子菜科 potamogetonaceae(1：9)：蒯篱术科 Flaeourtiaeeae(6：9)．柏 科 Cupnessaeeae(5：9)：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3：9)；山龙眼科 Proteaeeaec2：9) 黄扬科 Buxaeeae(3：8)： 

梅花草科 parnasiacead1：8)；术通科 Lardizabalaeeaec4：8)．盒虎尾萃}Malpighiaceae(2：8) 

假叶树科 Asparagaceae(I：8)；橙 科 Pinaceae(4：7)：灯心草科 Juncaceae(2：7)： 

柿树科 Ebenaceae(1：7)；山{每花科 Philadel曲 aceae(1：7)：藤黄科 Guttiferae(3：7)： 

{眭酱科 Valerianaceae(2：7)莲叶橱科 Heraandiacead1：7)：蛇菰科 BManophOfac~ae乜 ：6)： 

醋票羊斗Grossulariaoeae(1：6)．术鳖科 Hrdrochar[taceae(5：6)：藜 科 Chenopodiaeeae(1：6)： 

槲寄 生 升 Viscaceae(I：6】 

2-- 5种(85科) 

荣菜萸科 Icacinaeeaec4：5) 浮萍科 Lemnaoeae(3：5) 刊当科 Orobanchaceae(3：5) 

苦术科 SimaruIraceae(3：5)；仙茅科 Hypoxidaceae(2：5)：酢浆草科 Oxalidaceae(2：5)： 

西普莲科 Passifloraceaec2：5)，蓖 科 Alliiceae(1：5)：水东哥科 Saurauiaoeae(1：5)： 

老鸦咀科 Thunber giaceae(1：5)；马钱草科 Loganiaceaec4：5)：芭蕉科 Musaceae(3：5)： 

杠柳科 Periplocaeeae(3：5)=梓术科 Betulaceae(2：5)：内豆蔑科 Myrlstieaceae(2：5)： 

幂粟科 Papaveraeeae(2：5)：省拈油科 Staphyleaceae(2：5)；八角科 lllieiaceae(1：5)： 

五月茶科 Stilaginaceae(I：5)；橄揽科 Burseraeeae(3：4】：蓝雪科 Plumbaginaceae(2：4)； 

交让术科 DaphniphyIlaeeae(1：4) 鼠蒯科 [1eaceae(1：4)：理藻科 Utriculariaceae(1：4)： 

译泻科 Alismataoeae(3：4)；水晶科 Monotropaceae(3：4)：八角枫科 Alangiaceae(1：4)： 

答精卓科 Eriocaulaceae(I：4)；火筒树科 Leeaceae(1：4)：三白草科 Saurauraoeae(3：3)； 

小二仙草科 Haloragidaceae(2：3)：鬼臼科 PodophyIlaceae(2：3)．鹿蹄草科 Pyrolaceae(2：3)： 

矗苞蘸科 Symphoremataceae(2：3)：粗榧科 Cephalotaxaceae(I：3)：青荚叶科 Helwingiaceae(1：3)： 

菠藻科 Najadaceae(1：3)：亚麻科 Linaceae(3：3)：金幕兰科 Chloranthaceae(2：3)： 

杏菜科 Menyamhaoeae(2：3)；马齿苋科 Portulacaceae(2：3)：山揽科 Sapotacea~(2：3)： 

术棉科 Bombacaceae(1：3)；觅丝子科 Cuscutaceae(1：∞：扬梅科 Myrieaceae(1：3)： 

铁青树科 Olacaceae(I：3)：芍药科 Paeoniaceae(I：3)：天料术科 Samydaceae(1：3)： 

蕾埔科 Typhaceae(I：3)；接骨术科 Sambucaceae(1：3)；延龄草科 TriHiac~ae(1：3)： 

牛栓蘸科 Connaraceae(2：2)：川断续科 Dipsacaeeae(2：2】：趣子藤科 Hippocarateaceae(2：2)； 

够 科 Taxodiaceae(2：2)：蜻格科 Calycanthaceae(1：2)：锥头寐科 Ceeropiaeeae(1：2)： 

白花菜科 Cleomaceae(1：2)：茅膏菜科 Droseraeeae(1：2】 熏米革科 Mollugmaceae(1：2】： 

商陆科 Phytolacaceae(1：2】：车前科 Plamaginaceae(1：2)：红树科 Rhizophoraceae(1：2)； 

肉虫树科 Sarcospermataoeae(1：2)；旌节花科 Stachyuraceae(1：2) 紫杉科 Taxaceae(1：2】； 

双参科 Triplostegiaccae(1：2)；蒺纂科 耐 g0phylLaceae(1：2)；四角果科 Cademanniaeeae(2：2)； 

岩{每科 Diapensiaceae(2：2)：掏繁缕科 Elatinaceae(2：2)：山袖子科 Opiliagea~(2：2)： 

水玉蕾科 Burmanniaceae(1：2】：大麻科 Cannabidaceae(1：2】：金鱼羹科 Ceratophyllaceae(1：2)； 

闭鞘姜科 Costaeeae(1：2)；买席藤科 Gnetaceae(1：2)；露兜树科 Pandanaceae(1：2】； 

黄连术科 Pistaciaceae(1：2)；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1：2)；红花荷科 Rhodoleiaceae(1：2】； 

度量草科 Spi~eliaeeae(1：2】；百部科 Stemonaceae(1：2)：鞘柄术科 Toricel~aceae(1：2)： 

黄眼草科 Xyridaceae(1：2) 

1种(37科) 

地舌兰科 Agavaceae(1：1)；石蒜科 Amaryllidaceae(1：1)；重阳术科 Bischofiaeeae(i：1)； 

伯乐树科 Bretsehneideraeeae(I：1)4莼菜科 Cabombaoeae(1：1)：木马齿科 Callitridaaceae(1：1) 

心翼果科 Cardiopteridaceae(1：1)：山柳科 Clethraceae(1：1)：马桑科 Coriariaceae(1：1)； 

苏铁科 Cycadaceae(I：1)毒鼠子科 Didlapetalaceae(1：I)：十尊花科 Dipentodonaceae(1：1)； 

幌菊科 Ellisiophyllacead1：1)：赤苍蘸科 Erythropalaceae(1：1)；娟春术科 Eupteleacea~(1：1) 

单室茱荑科 Masfixiacea~(1：1)；莲 科 Nelumbonaceae(1：1)；睡莲科 Nymphaeaceae(1：I)； 

遗骨草 科 Phrymataceae(1：1)：川苦草科 Podostemaceae(I：1)： 

大血蘸科 Sargentodoxaceae(1：1)：箭根薯科 Taccaceae(1：1)；水青榭科 Tetracentraceae(1：1)： 

五桠果科 DiUeniaceae(1：1)；八宝树科 Duabangaceae(1：1)；席 黄科 Ephedraceae(1：1)； 

古柯科 Erythroxylacead1：1)：七叶柑科 Hippocastanaeea~(I：1)；蒯续斯科 Morinaeeae(I：1)； 

觜茉莉科 Nyctaginaceae(I：1)：扯报菜科 Penthoraceae(1：1)：九子母科 Podoaceae(1：1)： 

罗汉橙科 Podocarpaceae(1：1)马尾榭科 Rhoipteleaoeae(1：1)：肋果茶科 Sladeniaceae(1：I)； 

银蓦树科 Tapiseiacead1：1)：角果藻科 Zannicheliaceae(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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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锡文：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 5 

表 2云南高原地 区古老木本科的大小顺序排列(与捶 断山脉地区、西藏对比) 

Ta1)1e 2 The ai~angement of the ancient woody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sequence from the region of Yunnan Pla。 

beau(in comparision with those from the region of Hengduan M ountain and Xizang) 

衰 3云南高原出现【+)和未出现(一)的束亚特有和单型中国特有科(与横 断山脉地 区、西■对比) 

T ble 3 The o∞uren∞(+)。r absence()of the eastern asiatic and monotypic Chinese endemic families of seed 

plantsfrom the region ofYunnanPlateau(in comlmrisionwith thosefromthe region of 

HengduanMoulain andXizan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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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李铸文：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 7 

个，即兰科(79：276)、蝶形花科(62：258)和禾本科(11 5：234)，含 10卜_200种的科有 7个．即蔷蕞科(33： 

195)、唇形科 (52：169)、茜草科 (39：133)、大戟科 (32：I32)、毛蓖科 (16：120)、莎草科 (19： 

107)、玄参科 (30：106)。这 l】个大科所含种数为 2073种，占本地区种子植物总种数 37．39％。这些 

科 中既有主产温带的，也有主产热带的。含 81—100种的科有 7个，含 61—80种的科有 7个，含 41— 

60种的科有 l】个，含 2卜—4o种的科有 30个，含 11—20种的科有 33个，含 6—10种的科有 28个，含 

2—5种的科有 85个，含 1种的科 (即单种科)有 37个 (表 I)。就 I5个古老木本科而言，本地区有 99 

属 509种，种数均明显高于横断 山脉地区和西藏，占本地区种子植物总种数 9．18％，可见本地区种子植 

物区系中古老木本植物为数不少 (表 2)。在本地区出现的东亚特有科有 9个，单型中国特有科有 1个， 

其 出现度明显优于西藏，但略低干横断山脉 地区 (表 3)。就 属的分布型  ̈而言，热带亚热带 属 868 

个 ， 占本 地区总 属数 (不 包括世界 广布 82属， 下 同)61．61％}温带 属 486个 ， 占本 地区总 属数 

34．49％} 中国特有属 55个，占本地区总属数 3．90％。热带亚热带属中占首位的是热带亚洲属 (占本地 

区总属数 21．08％)，依次的有泛热带属 (占 I8．10％)、旧世界热带属 (占 7 67％)、热带 亚洲至热带非 

衰 5云南矗原地区种子檀物吉 2O种以上的中太囊 

Table 5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igger genera(containing more than 20 species)in seed plants from the region of 

Yunnail Platg虮  

洲属 (占 6．81％)、热带亚 洲 至热 带 大洋洲 属 (占 5 54％ )、热 带 亚洲 热带 美洲 间断 分布 属 (占 

2 42％)。温带属 中占首位的是北温带属 (占本地区总属数 1 3．1 3％)，依次的有东亚属 (占 10 79％)、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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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温带属 (占 4 54％)、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属 (占 4 54％)、温带亚洲属 (占 0 99％)、地 中海西亚至 

中亚属 (占 0 28‰) 中亚属 (占 0 21％)(表 4)。含 20种以上的 中大属计有 3o个，共有 930种，占本 

地区总种数 16．77％+即占 l／6强。这些属除世界广布 7属外，热带亚热带属略多于温带属，而前者又 

以晓热带属为主 (表 5)。就种的分布型来说，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种，计有 2555种， 占本地 区总种数 

(不包括世界广 布 21种， 下 同)46 25％j其次是热带亚 热带分布型的种，计 有 1977种， 占总 种数 

35 74％。温带分布型的种计有 992种，占总种数 l7．96％。热带亚热带分布型的种 中， 占绝对优势的是 

热带亚洲分布型的种(占总种数 29．31％，其它热带分布型的种为数艰少。温带分布型的种中，占绝对优 

势的是 东亚分 布型 的种 (占总种 数 13 63％ )， 其 中 中国 喜马 拉雅 分布型 的种为 数最 多 (占总种 数 

9 23％)，中国一日本分布亚型的种 明显次之 (占 3 35％)(表 6)。在中国特有种中，云南高原地区特有的 

有 468种，占本分布型总种数 18．31％，云南高原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的有 2087种，占本分布型总 

数 81．68％。云南高原地 区区内分 3小区 (图 1)，印滇中高原小区、澜绝红{可中游 小区、滇东南 小区， 

分别对其特有种数量统计，其数量大小顺序是：滇中高原小区 (202种)、澜沧红河中游小区 (132种) 

滇东南小区 (82种)。滇 中高原小区是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 区系特有种的棱心 地区，特有种的数量 自 

北向南及向东南两个方向分别递减，而 向东南方向递减尤为明显。云南高原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种 

中，与西南片共有 1266种，与南方片共有 5l3种，与南北方两片共有 308种。在与西南片共有种中，与 

云南热带区共有 240种，与云南非热区 (即除云南高原地区以外的属于横断山脉地区的滇西部分和属于 

华中地区的滇东北一隅)共有 302种，与云南非热区及四川共有 282种，这三者远远高于与西南其它地 

区共有的种数。在与南方片共有的种 中，与华南及经西南与华南共有的种数最多 (表 7)。 

二、区系分析 

下面对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进行分析研究，分述 7个方面： 

1．区系性质 

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 区系明显是亚热带性质，强烈表现出从热带 植物区系向温带植物区系的 中间 

过渡。从科的大小顺序排列看，在 l1个大科中，既有主产温带的也有主产热带的，在热带地区种数最多 

的兰科在本地区则让位于主产温带的菊科，显示出种子植物区系从热带向温带的过渡性。从属的分布型 

统计看，热带亚热带属占优势，温带属次之，但在前者属中主要是热带亚洲属和泛热带属，晓热带属在 

数量上略改干热带亚洲属，而晓热带属在我国有大量分布至亚热带有时甚至分布至温带的种，选就使得 

本地区种子植物区系明篮带有浓厚的亚热带色彩。从种的分布型统计看，占绝对优势的是中国特有种和 

热带亚热带种，后者 占总种数 35 79％，大都是分布至亚热带的种，而在 占总种数 46．25％的 中国特有种 

中．云南高原地区特有的种周然是亚热带种，云南高原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的种主要是与西南片和 

南方片共有的种，它们明显也是亚热带种。因此无论从科或属或种的分布型统计 中，都不难得出本地区 

种子植物区系是亚热带性质。 

2．特有现象 

云南高原地区的特有现象总的来说是明显的。就科而言，本地区的东亚特有科和单型中国特有科出 

现度明显优干西藏，但略低干横断山脉地区。本地区有中国特有属 55个，占本地区总属数 3．90％，但占 

中国特有属总数 21 40％，所 占的 比侧也是低于横断山脉地区 ]。其中可作为本地区特有属约有 7个， 

占本地区中国特有属总数 12．72％，在比例上也是略低干横断山脉地区。但与横断山脉地区相反，本地区 

古特有属所 占的比例显然要高。本地区特有属有心叶石蚕 ~Cardioteucris， 1／1(本地区种数 ／垒属种 

数． 下 同)] 巴豆 藤属 (Craspedolobium， 1／1)，毛药 苣 苔属 (Dasydesmus, 1／1)， 沙镉 杖属 

(Eremotropa，2／2)，全唇花属 (Hotoche~la，1／1)，以及地涌金莲属 (Muselta，1／1)。这些属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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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古老。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那些出现于干旱河谷的 中国特有属如：栌菊木属 (Noue妇， 1／1)，金铁锁 

属 (PsaramosileBe， I／1)， 丁茜 属 (Trailliae出xQ， 1／1)， 以及 长 冠 苣 苔 属 (Robdothamnopsis， 

1／D 和上面已提到的地涌金莲属。它们 明显呈子遗状志，且与热带非洲或古地 中海有历史渊源 稷 贝 

母属 (Bolbostemma，1／2)在本地区西北部及东南部各有 1变种，这两个变种本身呈间断分布而两者 

作为 1个种与华北和黄土高原另 1个种呈 间断分布。胡榛子属 (Ostryopsis，1／2)以及本地区亦有出现 

北温带黄栌属 (Cotinus)的种类分布也有类似情况。这种华北、黄土高原和云南高原河谷的种类相近亲 

绿和平行发展关系，事实可能启示我们去设想前者的古代植被均属于亚热带干旱灌丛。另一些属 明显是 

由于云 南 高 原 抬 升 而 特 化 形成 的新 特 有 属 ， 如 细 柄 芹 属 (Harrysmithia， 1／1)， 南 一笼 鸡 属 

(Paragutzlaffla，2／2)，以及高 山豆属 (Tibetia， 1／4)等。在本地区种的分布型 中，核心的是 中国特 

有种．占有很大比重，但就云南高原地区本身来说，其特有种的数量和所 占的比侧上均远不如横断山棘 

地区，更谈不上云南高原地区特有种棱心的滇中高原小区与横断山脉地区特有种棱心的 滇西．11"JII西南小 

区相比，这可能 由于本地区位于横断 山脉地区以东，相对来说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强度较弱，高原 

抬升的高度相对较低，高山生境不多因而整个生境的复杂性较差，再加上高原形成时 间较短，种的特有 

现袅表现较弱。 

表 6云南高原地 

Table 6 The areal types ofthe soecies ofseed口lantsfrom the regionofYunnanPlateau 

‘不包括世界广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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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云南高原地区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亚型 

Table 7 The area]一subtypes oftheChinese oodemic spcci~s ofseedplantsfrom the region0fYunn蛆 PIa‘eau 

1 5(2)云南高原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 
a西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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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云南非热区 藏 

a—l2云南非热医 川 藏 

a—l 3云南非热医 川 藏 

a一14云南非热区，川 黔 藏 

a—l 5．云南热区与西南地区 

a一16．云南热区与非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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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联系 

云南高原地区虽然位于内陆，但其种子植物区系与世界其它各地的种子植物区系有着联 系，这种联 

系特别表现在各种连续和间断分布上。从种的分 布型统计中可以看出，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联系中与热 

带亚洲的联系最为密切，而在温带地区的联系中与东亚地区联系最为密切，其中又以东亚地区的西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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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为密切。就与不 同的植物地区联 系而言，云南高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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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植物地区有鞍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 与同属中国 喜马拉雅森林 植物亚区的横断山脉 

地区联系密 切。但本地区实质上是 由 3个区系小区组成，滇 中高原小区无疑是与横断山脉地区鞋系密 

切；滇东南小区与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中的滇黔桂地区、华南地区硅 系密切，但同时 与古热带植物 

区的北部湾地区也有不少联系；澜沧红河 中游小区 由于其所处鞍南纬度和鞍低的海拔，正如反映在其季 

风常绿阔叶林种类组成上，与古热带植物区的滇缅泰地区有较强烈 的联 系。此外，本地区与新 、古热带 

及泛北极植物区其它地区的地理联 系均 明显减弱。 

4．替代现象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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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 

组成植被的区系成分与中国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有一系列的优势种水平替代现象，不仅低海拔的喜暖常 

绿栎类、按柏类和其它常绿和落叶树种如此，即使 高海拔的铁杉、冷杉亦如此。例如：云南松代替了马 

尾抡 (Pinus massoniana)，滇油杉 (Keteteeria evelyniana)代替 了铁坚杉 ( ．davidiana)，滇青冈代替 

了青冈 (Cyctobatanopsisgtauca)，高山栲代替了苦槠 (Caslanopsis sclerophylta)，黄毛青冈代替了赤皮 

青冈 (Cylcobalnopsisgilva)，旱冬瓜 (Alnusnepalensis)代替了桤术 ( crematogyne)等等。在本地 

区范围内，由于东西及南北在气候上有差异，水平替代也是明显的。例如季风常绿阔叶林，东部的罗浮 

拷代替了西部的刺栲；针叶林北部的云南按代替了南部的思茅按。本地区垂直分布明显，并结合水平分 

布而形成不 同海拔高度的水平带。在这里垂直替代不仅表现植被 类型 自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向针 

叶林、高山灌丛 和高山草旬明显过渡而在建群种上发生变化，而且就植物区系而言明显表现出同属不同 

种由于生态适应幅度不 同而发生真正的垂直替代。后者例如低海拔土层深厚处半湿润常绿闰叶林上层优 

势树种元江栲，在海拔高处则 由高山拷所替代 本 区南部海拔 85o__l 850m 分布的思茅松，在北部则由 

海拔 1500----2800 m分布的云南松所替 代。云南松与思茅按的替代 同时表现在水平替代和垂直替代两个 

方面。 

5．分 区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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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区内的分布情况和一些 自然地理条件的特征划分为 

3个植物区系小区：滇中高原小区、澜沧红河中游小区和滇东南小区 (图 1)。滇 中高原小区是云南高原 

地 区特有种分布的核心区，小区位于云南高原面上，一艘高程在 2000 m，北面由于金抄江及其支漉切 

割，有不少干旱河谷地区，生境相对鞍复杂，具备 由亚热带至亚高山植被，乌囊山是奉小区最高处，地 

质上明显受喜拉雅造山运动和 古地 中海向西撤退的影响，物种形成相对鞍强烈，特有种也是最丰富。澜 

抢红河 中游小区，位于本地区南部，南面邻接古热带植物区的滇缅泰地区，镇康大雪 山、景东无量山是 

本小 区最高处，前者海拔可达 3100 m，但其余广大地域 垂直高度相差不大，一 般高程在 1200--1600 

ii1，生境相对不大复杂，再加上小区内澜抢江红河呈近南北走向，有 利于南北植物交漉，因而物种形成 

强度较差，特有 种丰富程度鞍低。 滇东南小区位于本地区东南部，境内无高大山体，南、北盘江切割其 

间，一般高程在 1200--1600 nl，区系上虽然表现出极大古老性，但由于与其东部滇黔桂地区和华南地区 

以及其南部北部湾地区在区系上有密切硅 系，因此小区内特有种表现程度最弱。 

6．与古地理、古环境关系 

晚三叠纪末，本区为内陆沼泽期，气候温湿，呈海洋性热带亚热带气候，裸子植物繁盛，形成森林 

井构成热带常绿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已与当时南亚、东南亚、 日、欧、北美南部有一定区系联系。早、 

中侏罗纪为湖沼相沉积，气候干热，不少植物死亡，我国南北大陆连成一片，这是我国植物大规模南北 

交流的开始。晚侏罗纪，气候温湿，奉区成陆，裸子植物繁盛，属欧亚植物区。 白垩纪这里属南方干旱 

亚热带 区，南北方植物群分界渐不明显。晚白垩纪，西南发生褶皱断裂，云贵高原面貌奠定，此时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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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已 占优势，本区属古地 中海白垩植物区 当时东亚与北美区系联系较多，我国整个南方区系相似性 

很大。早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与古地中海消失，日本与东亚大陆分开+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阽俯 

冲，气候为温湿的热带气候，被子植物大发展，欧亚大部分被热带雨林所覆盖。其后云南高原不断抬 

升，气候趋向千冷，导致古生物地理迁移，在早第三纪中后期，本区为南亚热带常绿及落叶阈叶林带。 

图 l云南高原地区的地理范围及其舟区草图 

l滇中高原小区；2澜沧红河 中游小区；3滇东南小区 

Fig 1 A sketchmapofthe region ofYunnanPlateau andits subregions： 

subregion of Central Yttnnatl Plateau．2 subregion of middle reacher of M ekong river and Rcd river．3 

subregion ofSE Yunnan 

晚第三纪，青藏高原及云南高原隆升剧烈，奉区的针叶树种从邻近高 山传播下来，形成亚热带针叶林 ， 

一 些常绿及落叶埘种也从早第三纪热带森林 中分化出来，形成耐寒耐旱成分，生态变异很大，形成不少 

与我国同纬度东部同属 中的种类地理替代 ”。此期，草本植物也明显增多。第四纪冰 I作用及喜马拉 

雅 山的强烈隆升，加之云南高原进一步抬升，气候更趋千冷，干湿季寂见分明。奉区虽未受冰川的直接 

影响，但由干上述原因，迫使在第三纪植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植物群落组合和分布发生分异，同时渗入 

了一些北方南移的植物，很多木本 植物分布区收缩 ，草本植物 占到绝大多数，与现代极为相似。此期， 

本区高山植物也很发达，如杜鹃、报春、龙胆等。早更新世，本区发育亚热带常绿 落叶阈叶混交林，有 

胡桃、桤、未兰、樟、山茶等，中晚更新 世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栲、石栎、青冈、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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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等。 由上述可知，本区早期多为浅海或湖招环境，新生代至夸多为陆相环境。植物区系的主要来源有 

二： 一是中生代或早第三纪当地或附近起源的古老及优势种类，以及新分他的适应高寒环境的类型；二 

是随着高原不断抬升和第四纪冰期中北温带成分的渗入。 云南植被 一书 中所提到本区区系的五大特征 

(组成植被优势的区系成分的明显水平替代现象；本区山原和河谷各地出现许多地 中海分布式的植物；干 

热河谷区系组成多古老而 孑遗植物；富含中国 喜马拉雅的特有种；古热带植物区系与泛北极植物 区系 

奇妙混合相互渗透)无疑与古地理古环境有关系，可从其区系的二个主要来源结合地史情得予阐明 

7．起源与演化 

既然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亚热带性质，那幺对其区 系的起源与演化应着重于对其亚 

热带区系成分进行分析。本地区种分布型的棱心是 中国特有种，无论本地区特有的种或本地区与我国其 

它地区共有的种毫无例外均是分布干我国亚热带地区，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亚热带区系成分。根据上一 

节所提出的本地区植物区系的二个主要来源，这些亚热带区系成分明显是 中生代或早第三纪当地或附近 

起源的古老及优势种类以及新分化适应高寒环境的类型+而肯定不是渗入北温带成分。另一方 面，从地 

史上说：滇东南小区与我国南方地区特别是华南地区 同属华南古陆，而滇 中高原小区和澜绝 河 中游小 

区连同四川西部同属康滇古陆。这两者亚热带 区系成分各 自有其区系历史背景，但从 中国特有种的分布 

亚型统计 中不难看出，具有后者区系历史背景的种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具有前者区系历史背景的种。具有 

后者区系历史背景的亚热带种是起源于康滇古陆的，其现在分布中心大多在滇 中高原，因此滇 中高原小 

区可认为是云南高原地区多数亚热带种的起源 中心，在这个中心新老成分蓑备但以新成分为主，而其它 

两个小区当然也是云南高原地区一些亚热带种的起源中心，但其重要性远不如滇中高原小区。 另外还需 

要说明两点：(1)在热带亚热带种 中热带亚洲种占绝对优势，这正说明本地区的种子植物区系明显具有 

亚洲热带亲缘；(2)在温带种中东亚分布型的种占绝对优 势，其 中又以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亚型为主，这 

正好说 明本地区种子植物虽然是亚热带区系性质，具有亚洲热带亲缘，而在温带 区系成分 中由于富有 中 

国一喜马拉雅区系成分，显然本地区是这一成分的发源地。 

结 论 

根据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统计资料以及区系分析，现将结论归纳 为以下 5点： 

1．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基本上是亚热带区系性质，表现 出从热带植物区系向温带植物区系的 

中间过蛙。 

2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不但种类复杂和繁多而且地理联系也广泛，与中国 喜马拉雅亚区不 同 

植物区系地区特别是横断山脉地区联系尤为密切。 

3．云南高原 地区水平替代和垂直替代十分 明显，水平替代现象不仅表现在本区内而且也明显地表现 

在对我国东部的 中国 日本植物区系的替代。本地区特有现象总的来说是明显，虽然在科、属、种特有 

程度上比横断山脉略低但相对说来在古特有性上却略高。 

4．云南高原地区种子植物区系主要是 中生代或早第三纪以 当地或附 近起源为主的亚热带成分}热带 

亚洲成分不少，表 明其区系的亚洲热带亲缘 而温带成分 中北温带成分渗入不 多，但特别富含中国 喜 

马拉雅区系成分，显示出本地区是后一成分的发源地。 

5云南高原地区在植物区 系上是一个十分 自然的植物区 系地区，地区内根据种特别是特有种的分布 

情况和一些自然地理特征可划分为 3个区系小区：滇中高原小区、澜抢红河中游小区和滇东南tl、区。 

致谢 本文承蒙吴征镒教授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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