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山茶属植物的进化与分布 

闵天禄 张文驹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 

) 

‘ 

· 

摘要 山茶属 Cam llia植物在其进化过程 中，以雄蕊不定数、在某些类群 中存在心皮离生至台生 

的中间过渡．认为是山茶科 中较原始的一属．分布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中国长江以南广麦的亚热 

带地区是该属的现代分布 中心，中南半岛和莸国云南、广西南 部的热带地区种类虽少，却集 中 丁 

本属原始或较原始的类群和种类。本属演化上的近缘属或姐妹群——核果荼属 Pyrenaria(包括 

石笔术属 Tutch ia)分布 区大致与本属相似，其原始(子房 5室．心皮先端多少分离，花柱离生)的 

种类也分布于此，它们可能 同出于 一个心皮离生的古老祖先，即生长于亚洲古热带森林环境 中的 

类似于五桠果属(Dillen 的原始山荼科植物，上述地区是该属的早期分化 中心和起源地，大约在 

白垩纪特提斯海(古地 中海)东岸的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接触地带 由原始五桠果类植物演化而 

来。山荼属植物 自热带亚洲起源和分化发生后．向四周辐射状扩展．在亚洲大陆．类群和种类明显 

表现出由南 向北、从热带向亚热带分化和替代的规律。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经历第三纪以来地 

史和古气候的变迁，分化发展为具花梗和花梗强烈缩短变无梗的两个演化枝，分道扬镳平行发展， 

两枝在演化上相似地表现出雄、雄蕊数目的减少及合生水平的提高．本属最进化的类群是分布医 

南界的管蕊茶组 Sect Calpandria和广布我国亚热带林下的连蕊 荼组 Sect．Theopsi* 前一组花墼 

全部合生成 肉质管、后一组雌 、雄蕊高度合生，果通常 1室发 育 中轴退化。晚第三纪以来．古气 

候的变迁和亚洲 山体的隆升、山荼组 scct Cam e胁 ，油茶组 Sect Paracamellia以及连蕊茶组 Sect 

Theopsis在新的环境 中产生进一步分化和 自然杂交，出现 了一些多倍体种群．细胞地理学研究表 

明，自中南 半岛向北 呈现出棱型由对称到极不对称、染色体儿二倍体到多倍体的变异系列，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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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regarded that genus Camellia with indefinite number of stamins and especially 5 

nearly free to variously incomplete connated carpels from a few section is assumed to be the primi— 

five genus in Theaceae The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is genus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1)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main organs棚ower and 

fruit)，a taxonomic system consisted of 2 subgenera and 14 sections．including I new section are 

presented here (2)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 mentioned above and the analysis of all the 

morpholo舀cal characters，the evolutionary tendency of genus Camellia including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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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ogenetic branches are discussed．Sect． uetia with 3～ 5 flowered short raceme and 5 nearly 

free carpels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primitive group．Sect．Archecamelfia，Heterogenea and 

Stereocarpus arc more primitive groups．while Sect Theops~ with only l—Ioculc fertile fruit and 

Sect．Cafpandria with complete connate filament tube are the most advanced groups in this genus． 

Concer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aecae，th e relationshps between  genera Camellia and renaria 

(including Tutcher瑚 arc closely related，they may be originated from a common ancestor in the 

phylogenesis．(3)The genus Camellia is only distributed in the cast and southeast Asia，from 7 

degrees south latitute to 35 degrees north latitute．80 to 140 degrees east Iogititute．The whole ge- 

nus contains l25 spec ies，about 104 species arc distributed in China，among all spec ies more than 

8O％ arc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W here a vast subtropical region is cosidered  

tO be the center of distribution of this genus．In at：cordante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ose more 

primitive groups and the closely related genus renaria in evolution，they could be originated to- 

gether from Indochina Peninsula and the neighbo uring  places south of Yunnan and Guangxi of 

China under the tropical forest environment，probably in Crateceous period． 

Ke，wnrds Camellia Evolution，Distribution 

山茶属隶属山茶科中山茶亚科，根椐形志性状以及孢粉学(韦仲新等，1992)，胚胎学(刘成运，1983；曹慧 

娟等、1986)，细胞学(黄少甫，1986；顾志建等，1988)研究表明，是一个特征相对稳定的 自然群，1壶属为术质蒴 

果 ，具粗大宿存 中轴、种 子无翅 与按果茶属 renaria(包括石笔木 属 Tutcheria)近缘，并与其隶属相区 

别。本属种子半球形，不压扁，种脐圆形，无胚乳，子叶留土萌发，大孢子发育为双孢八按意型胚囊 ，染色体 

较大均与桉果茶属不同。 

系统发育与形态性状的分化 

山茶属植物的形志特征(包括花粉形态和细胞学特征)是相对稳定和一致的，但仔细观察和研究，1壶属植 

物在系统发育过程中形志性状存在着有规律的变异，其主要的演化趋势是： 

(1)乔术一灌木；(2)叶片宽大、厚革质一叶小型、薄革质至纸质：叶近全缘或具锯齿一尖锐细锯齿：(3) 

具苞片的短总状花序一单花：(4)明显具花梗，小苞片散生在花梗上一花梗缩短至无梗或近无梗，小苞片与萼 

片密集排刊组成由小到大的连续系刊；(5)小苞片 5或较多 3或 2(稀缺)：(6)小苞片果期宿存 脱落或早 

落；(7)萼片果期宿存一脱落；(8)摧蕊不定数(楹多)一少数(2O～1 5枚)：(9)外轮花丝基邮略连合一 I／2或 

2／3台生 垒部台生成内质管；(10)心皮 5—3；(11)心皮不完全合生 合生；(12)花柱离生一不同程度台生 

(深裂或先端浅裂)；(13)果期子房室完垒发育一仅 I室发育；(14)果皮厚，术质一果皮薄、革质 (1 5)中轴 

宿存 几完全退化；(16)花粉外壁皱波状或皱瘤状一蛆瘤状纹饰；(17)染色件倍性：2倍体(2n=3O)一多倍件 

(2n=60，90，120)；(18)桉型对称一不对称或极不对称。 

上述花之各部由多数到少数，由近离生到合生，由宿存到部分脱落等演化趋势，符合被子植物进化的一 

般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心皮近离生或不完垒合生，是本属和山茶科最为原始的特征或祖征。有人强调花无 

梗或近无梗的类群中，小苞片与萼片由小到大密集排列 (果期小苞片和萼片均脱落)，称之为 “苞、萼不分 

化 ，并视为祖征 (叶创兴，1988)，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是花梗缩短的结果，是次生性状，而非原始特征，在 明显 

具花梗的进化粪群中，如连蕊茶组 Sect Theop$i$的一些种，花梗较短，小苞片和萼片密集排列并遮盖花 

梗。近来一些作者的论著 中将小苞片统称为 “苞片”，这在概念上是不正确的。 

基于上述观点，在 Scaly(1958)和张宏达 (1981，1982，1984)两个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对奉属的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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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如下(有关舟类系统的讨论将另文发表) 

SubgenI Thea(L)H T Chang茶亚属 

Typc：Camellia smens~(L．)O Kuntze 

(Subg protocameflia H T．Chang P．p；Subg．Metacamelfia H．T．ChangJ 

Sect 1 Piquetia(Pierre)Scaly越南茶组 

Type：C piquetiana(PicrreJ Scaly 

Sect．2 Archecmnelfia Sealy古荼组 

Type：c petelotii(Merr．)Scaly 

(Sect Chrysantha H T Chang) 

Sect 3 cylindricaMing柱蕊茶组 

Type：C cylindracea M ing 

Sect 4 Corallina Scaly离蕊茶组 

Type：C，coraltina(Gagnep．J Scaly 

(Sect Brachyandra H T．ChangJ 

Sect 5．Longissima H．T Chang长梗茶组 

Type：C longissimaH T Chang 

(Sect Longipedicelfata H T．Chang，quoad type) 

Sect．6．Thea(L)Dyer茶维 

Type：C smens~(L．)0 Kuntze 

(Sect Gtaberrima H T Chan【 

Sect．7 Theopsis Cohen Stuart连蕊茶组 

Type：C cuspidala Wri曲t 

Sect 8 Eriandria Cohen Stuart毛 蕊 茶组 

Type：C．caudata W al1． 

(Sect Camelliopsis(Pierre)Scaly) 

Subgen II Camellia山茶亚属 

Type：C．japonica L． 

(Subg Protocamelfia H．T．Chang，P P J 

Sect．9．Heterogenea Scaly半宿萼茶组 

Type：C henryana Cohen Stuart 

(Sect．Pseudocameltia Scaly；Sect．Furfuracea H．T．Chang) 

Sect 10．Stereocarpus(Pierre)Scaly实果茶组 

Type ：C．dormoyana fPicrre)Sealy 

(Sect：LuteofloraH T Chang) 

Sect．11 Tuberculata H．T．Chang瘤果茶组 

Type：C．tubercutata Chien 

sec【_12 Camellia山茶组 

Type：CjaponicaL． 

Sect．13．Paracameflia Scaly油茶组 

Ty pe：c．kissiWal1． 

(Sect O／e’扣ra H T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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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 14 Calpandria(BI)Pierre管蕊茶组 

类群间的演化关系 

根槲 卜述分 类系统和形态性状的演化趋势，结合各类群的分布，试图阐明类群闻的进化线索。图 1所 

示，本属分为陌个演化枝或两条演化路线。 

S∞t CalDandrIa $eet．Th~opsis 

PHmlt2~'em 5【Dr ofTh~ce自e 

图 l山茶属的系统发育关系 

Fig l The phyIogenetic relationship ofgenus Camellia 

茶亚属为具花梗 的一技，苞、萼果期 宿存(稀小苞 片早落 越南茶组 Sect．P[quetia叶大型．长达 44 

cm 先端看不明显的渡状锯齿，花明显具梗，3～5朵组成具苞 片的短总状花序(小苞片 2～3)或退化为单花( 

小苞片 5或较多)、小苞片与萼片宿存，外轮花丝基部连合，心皮 5，近干离生，幼果期最为 明显，显示出心皮离 

生 向台生演化的中间过硅，是 山荣属 中最原始的类群。仅 1种，分布越南南部 同耐河流域和相邻的柬埔寨 

边境(图 2)。 占茶组 Sect Archecamettia具花梗，小苞片 5～8投，与葶片均宿存，心皮 5～3，先端 多少分离， 

花柱离生．其 子房 5富的种类均分布于越南境内，心皮先端明显分离，越南南部芽庄的 C． 叶片大， 

长达 30cm，雄蕊栏 多，外轮花丝基部合生．提示 了与越南荣组闻的演化线索，但本组花单生，外轮花丝通常 

1／2台生 心皮仅先端浅裂，显示出较后一组 多少进化的一面。有 l7种，1 5种分布越南南部至北部和我国 

广西南部及云 南东南部的热带地区，此外，1种 (C．pingguoens神分布到广西西部，另 1种(c．huan口)分布广 

西西北部和贵州西南部的红水河上游 (图 2)(闵天禄等．1993)。离蕊茶组 Sect Coratlina花小，具梗，小苞片 

3～2(一(1J-雌、雄蕊较短，雄蕊较少，花丝常 压扁'． 皮已完垒台生，子房 3室，花柱离生，该组无疑与古茶组 中 

的小花种类相联系 后一组 中的 中越 山茶 C indochinensls及其变种 var tunghiens~花小．淡黄 白色、心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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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提供了这一联系线索，但本组花部表现出较为简化或特化的性状。约 8种，分布越南北部至我国海 

南和云南东南部 (图 3)。柱蕊茶组 Sect．Cylindrica花较大，具长花梗，小苞片 5或略 多，外轮花丝 l／2台 

生．被毛 与古茶组极为密切，但 5心皮完垒台生成长圆柱状的子房、花柱台生、先端 5浅裂，显然较为进 

化．仅 1种．分布越南北部 (围 3)(闵天禄，1994)。长梗茶组 Sect Longissima花小．具长而纤细的花梗，小苞 

片 5～ 

图 2越南茶组、古茶组、实果茶组和半宿萼茶的分布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Sect Piquetia．Archecamettia．Steteocarpu$and Heterogenea 

图 3离蕊茶组、瘤果茶组和柱蕊茶组 的分布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Sect Corallina，Tuberculata and Cyllnd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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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宿存或早落，心皮合生，子房 3～4室(稀果期 1室发育)，花桂 3～4深裂或浅裂．4种，我国垒产，3种 

分布于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邻接的越南北部热带地区，另 1种分布广西中部红水河中，下游(图 4J。与 

前组亲缘极近的茶组 Sect Thea，其花梗粗壮．小苞片减少到 3～2，早落，花拄先端浅裂而相区别，有 l2种，1 

种产老挝，其余我国均产，除茶 C．Mnensis 1种占据广阔分布区，北达辊国长江流域，西抵西藏墨脱和渡密， 

东到日本南部 其余种和变种均集中分布于西南至华南和中南半岛北部的热带地区(固4)(闵夭禄，1992)，该 

组 中具 5心皮的较原始的种厚轴茶 C crassicotumna和广西茶 C．kwangsiensis 花梗粗壮，果大，5宣，中轴 

粗大，分布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部 长梗茶组中叶片宽大、花柱深裂或近于离生的河口长梗茶 C hekouensis ． 

和超长梗茶 C longissima两个较原始种也分布这里，前者小苞片宿存，后者子房无毛，上述两组形志性状与 

占茶组均有联系．但小苞片的减少及脱落或早落性状，表明其较为进化的性质。连蕊茶组 Sect．Theol~iS和 

毛蕊荣组 Sect Eriandria 它们均具花梗，小苞片通常 5枚，与萼片宿存，连蕊茶组 中较为原始的种 C． · 

stuartiana其叶片宽大，花和果较大 子房 4～5室，花拄 4--5操裂汾 布云南元江至河 口的红河浅域，另 1种 

C．c， wipes花柱 3(一4)操裂，分布云南东南部至东北部，从而提示与古茶组之间的亲缘，但这两个组多为小 

灌木，叶小，纸质 花小，雌、雄蕊高度台生，雄蕊数少，子房 3室，果小，仅 1室发育，中轴退化，果皮薄，革质， 

是本属演化上的两个高级类群。连蕊荣组有 21种，我国垒产，广布于长江以南，北达陕西南部、湖北西部、 

安徽和江苏南部 东到琉球群岛(图 5k 毛蕊茶组子房被绒毛，且花之各部(花萼，花瓣、花丝和花拄)往往 

被绒毛而与前组相区别，11种，也垒产我国，分布长江以南，2种扩展至中南毕岛，1种到达东喜马拉雅地区 ( 

图 5)。 

图 4长梗茶组，油茶组，茶组和山茶组的分布 

F 4 The distribution ofSect Lengi~sima．Thea．Paracamettia emd Camellia 

山茶属另一个演化枝是山荼亚属，其花梗强烈缩短或变无梗，小苞片和尊片 由小到大密集排列，往往呈 

薄革质或干膜质，果期脱落或半宿存 (尊片在幼果期宿存)c实果荼组 Sect．Stereocarpus 苞，萼密集排列， 

半宿存，花 黄色，子房 5～3宣．花桂 中下部靠合呈 5～3槽，形似台生，实为 离生，3种．间断分布于越南南 

部，广西南部和贵州西北部(赤水河流域) 分布越南南部的 C dormoyana子房呈纵向 5深裂或 5棱，该组 

和古茶组多少有平行进化关系。半宿萼茶组 Sect Heterogenea(．~括 Sect．Pseudocametlia和张宏达的 Sect． 

Furfurace 花无梗，萼片半宿存，花拄离生，子房先端多少浅裂，显示出心皮不完垒合生的哀迹，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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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猴子术 C “ 删删 和蒙 自山茶 C．henryana 2种，前者 5心皮，内侧面略连合而形成具 5瀑槽的子房， 

幼果期十分明显，分布云南南部和中、西部，后 一种子房(5)3室，心皮上半部多少浅裂，果皮薄，分布云南 

东南部 、中部和贵州西南部，本组和 实果茶组可能周出自一个与越南茶组相似的原始祖先，经 由花梗缩短 

变无梗、小苞片和萼片密集排列、呈薄革质或干膜质、宿存 至半宿存 的演变发展而来。奉组约 20种，主 

要分布我国云南、两广、海南至中南半岛，少数种分布到四川西南部、贵州南部至华东一带和菲律宾 (围 

2)。瘤果茶组 Sect．Tuberculata花无梗 ，苞、萼干膜质 ，半宿存，花拄离生，子房先端 5～3浅裂，与半宿萼茶 

组区别仅在于子房和果表面具瘤状突起，6种，以贵州为分布 中心，跨越邻近省区 (围 3)(闵天棘等，1993)，分 

图 5连蕊 荣驵、毛蕊茶组和管蕊茶组的分布 

Fig 5 Ihe distributionofSect Theopsi~ Ermn~ m and Calpandria 

布滇东南和黔西南接壤 的黄泥河畔的三江瘤果茶 C．pyxidiacea 果表面瘤突不显著，5室，与半宿葶茶组的 

猴子术相似，从而提供 了两组间联系的线索，是半宿葶茶组在亚热带 石灰 山区分化发展而来的我 国特有类 

群．与热带石灰山区分布的古茶组存在若干趋同现象，如叶背有腺点、种子有毛等。山茶组 Sect Camellia 

花大，多为红色，无梗，苞、萼半宿存或常与花瓣同时脱落，雄蕊不定数，连合成束或外轮花丝 1／2台生，子 

房 5～3室，花桂先端 5～3浅裂，l2种，垒产我国长江以南亚热带地区(围 4)。该组 中苞、萼 多少宿存的一类 

有 5种，分布于两广的较原始的南 山茶 C．semiserrata及其变种 var．magnocarpa 花大、偶有 白色，果大，下 

部为宿存萼片包裹，演化上提示了与半宿萼茶组间的进化线索，被移入后一组 中的 C．hongkongens~也提供 

了这一联系的证据。山茶组 中苞、萼与花瓣同时脱落的另一类有 7种，分布华南至西南．沿南岭以西的武陵 

山到达云贵高原和措断山区。油茶组 Sect．Paracamellia无花梗，苞、萼早落，花瓣近于离生，先端凹入或二 

裂，开花后很快脱落，雄蕊和雌蕊极短，雄蕊参差不齐，花柱台生或近于离生，7种，我国均有 ，分布区南 自中 

南半岛．北止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和江苏南郎．东至 日本南部，西达东喜马拉雅地区 (孟加拉、印 

度东北部、不丹、锝金和尼泊尔东部)(图 4)。广东南部的高州油茶 C gauchowensis花大，果大，花柱 5～3 

深裂：分布于云南南 部、广西南部 、海南 至中南半 岛和热带东喜 马拉雅的 落瓣短柱茶 C kissi及其变种 

var．c。小  口花桂几离生，显示出与半宿尊茶组问的联系，本组与 山茶组可能共同 自上一组演化而来。管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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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组 Sect Catpandria花无梗，苞、萼干膜质，半宿存，心应完垒合生，花柱短，3裂，子房和花柱 皆被毛，本组 

可能与安果茶组和半宿萼茶组的南部种类(c．̂ 咖 r口c嘲 C megacarpa．C nervosa)发生着联系，但雄蕊数 少 

花丝全部合生成 I封质管，花粉外壁粗瘤状，与其余组均不周【韦仲新等，1992)，是本属演化上 另一个高级类 

群 2种．1种产秦国(jE部至南部半岛)，另一种广布于西马来西亚地区(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 

西至菲律宾)，居于本属分布区的南界(图 5 

山茶属系统演化中，茶亚属相对较为原始，特别是越南茶组显示出最为原始的性状。在系统发育和演 

化上两枝 多少相似地表现出心应不完 垒合生至台生，花柱离生至合生，子房 5室至 3室．果期完垒发育至但 ． 

1室发育，雄蕊不定鼗、基部或中下部合生至高度合生。 

山茶属的系统发育表现为三个阶段。早期分化以心皮不完垒合生，花柱离生为特征，包括本属中最原 

始的越南茶组以厦较原始的古茶组，半宿萼茶组、实果茶组 中那些 5心应不完全台生的种类，它们无疑是 

其原始祖先的直接后裔 或早期分化的产物。瘤果茶组和离蕊茶组保 留了一些原始性状(花柱离生等)，叉多 

少较为特化。系统发育第二阶段以雌、雄蕊合生为标志，伴随出现小苞片减少和苞、萼脱落，各类群 中也 

存在子房 5室的种类，柱蕊茶组显示出两个发育阶段的中间过渡；长梗茶组小苞片宿存或脱落，花柱瀑裂或 

浅裂：茶组小苞片 2～3，早落，花拄先端浅裂；油茶组和山茶组花无梗，前者苞、萼脱落或早落，花瓣先端二 

裂．雌、雄蕊短，花柱潦裂至浅 裂，后一组苞、萼半宿存或与花瓣同时脱落，外轮花丝通常 1／2合生，花柱 

先端浅裂。系统发育第三阶段表现为雌、雄蕊高度合生，雄蕊数较少，子房垒为 3室。管蕊荼组外轮花丝 

全部合生成肉质管，连蕊茶组和毛蕊茶组叶，花和果均较小，果期仅 l室发育，中轴趋于退化，它们表现出 

较高的进化水平。 

分布和地理替代 

山茶属分布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大致在南纬 7。到北纬 35。，东经 80～140。之间。北起秦岭至准河 

流域，南 止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 、苏拉威西和菲律宾的巴拉望 岛、斑乃岛 民都乐岛，吕束 岛，即华 

莱士线以西的西马来西亚地区，东自朝鲜半岛南部、日本本州以南、琉球群岛和我国华东沿海，西达东喜马 

拉雅地区的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不丹、锯金、尼泊尔东部和我国西藏东南部(图61，属于热带亚洲分布 

类型(昊征镒，1991)中的又一个变型，即自热带东南亚跨越到东亚分布类型的大部分(包括中国一喜马拉雅和 

中国一日本)范围之内。 

就种类分布而盲，该属约 125种，我国有 104种，占种数的83．2％，其中特有种 85(~9b，特有 2亚种和 

36变种)，国外共有 4O种，2亚种和 3变种。在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种类的分布是：越 南 29种，特有 18种： 

柬埔寨 2种，与越南共有：老挝 4种，特有 2种；泰国 4种 2变种 ，特有 1种 ：缅 甸 4种 ，与云南共有：东喜马 

垃雅 2种 与 中国和中南半 岛共有；西马来西亚地区 1种和 1亚种，特有；日本和朝鲜半岛 3种，与 中国共 

有。接种的分布区类型来看，热带亚洲分布 44种，占 35．2％，东亚分布81种，占 64、5％，其中中国一日本分 

布 66种，中国一喜马拉雅 l6种(1种与上一地区共有)c我国华中、华南和西南的亚热带地区 (昊征锚，1979) 

拥有该属中 14个类群(组)中的 1 1个，达 79种，选一地区是本属的现代分布 中心。 

从娄群和种类的分布与替代关系来看，分布中南半岛至曩国热带地区(个别种类到达亚热带)的有 6个 

组，它们太多是原始或较原始的类群，本属最原始的越南茶组 Sect eique．a和另一个子房 5室、雌蕊合生 

的桂蕊茶组 Sect．Cylindrica分别居于越南南部和北部。古茶组 Sect Archecametlia自越南南 部分布到我国 

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的热带地区，子房 5室、心应先端分离的 4种均分布于越南境内．从越南北部分布 

到我国热带地区子房 3室的种类，花 由大变小，花瓣 由肉质变为薄纸 质，，I、苞片逐渐减少，到达亚热带地 区 

的 2种(c．pinggoensis和 C huana)，花小．花梗鞍短．心皮几完垒合生。实果茶组 Sect Stereocarpus 3种也存 

在相似的地理替代系歹 ，分布越南南部的 C 幽rmoyana子房 5室．广西 南部的 c pubipetala子房 3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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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贵州西北部的 c luteoflora花果远较小，花淡黄白色薄 纸质。离蕊茶组 Sect Coratlina和长梗茶组 Sect 

Longissima的特征和分布表明、显系古茶组在热带北缘地区分化而来的替代类群e 

固 6山茶属和藩果茶属的分布与敏布 

Fig 6 Distrib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genus Camettta and PYrenaria 

分布 中心在我国亚热带地区的类群，其较原始的种类或根子却在热带。半 宿葶茶组 Sect Heterogenea 

中心皮不完全合生的两个原始种(c．yunnanensis和 c henryana)分别分布干云南南部和东南部，而 向北分 

布干四川峨眉的半宿葶茶 c．szechunensis子房演变为 3室，心皮完垒合生。瘤果茶组 Sect．Tuberculata以 

贵州为分布中心，来到达热带，通过分布云南东南部和贵州西南部接壤的黄泥河的原始种三江瘤果茶 c 

pyxidfacea、子房 5室，瘤蹙不明显，花大、与半宿葶茶组中上述两种发生联系 (闰天禄，1993)，到达黔北、鄂 

西一带演变成花果较小，子房 3室，果常仅 1～2室发育的小癌果茶 c．parvimuricata。山茶组 Sect 

CamPltia有两个较原始种分布热带边缘，分布广东阳春的杜鹃山茶 c．azalea叶垒缘，子房 4～3室，无毛；自 

广东湛江地区和广西南部分布到南岭附近的南山茶 c．se1,~serratcl及其大果变种 Vat．magnocarpa 子房 5 

～ 3室．叶上部边缘有粗钝齿，上述两种苞、萼 多少宿存、由南岭附近沿着两个方向分化和替代，其 中苞、葶 

多少宿存、子房无毛的一群．由华 中经华东分布到 日本、分布江西东部、福建北部和浙江 南部的浙江红 花 

油茶 c．chekiangoleosa叶片边缘具锯齿，而 山茶 面ponlca自华东滑海(浙江舟 山群岛和 山东半岛的海外 

岛屿)分布到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南部，叶边缘具细锯齿，背面明显具褐色腺点，葶片果期几近脱落，显然是 

由前一种分化演变而来的地理替代种。由南岭向西分布的另一群．其苞、萼与花瓣同时脱落，子房密被绒 

毛，叶边缘密生尖锐细锯齿，到达云贵高原和横断 山区，演变出一些 多倍体种群(2n=6O，90，120)，如毛蕊 山茶 

c mairei和滇 山茶 c．rericutata。油茶组 Sect Paracametlia中两个较原始种(c．gauchowensis和 c kissO、 

分布 中南半岛至我国热带地区和热带东喜马垃雅，华南至华东分布的短桂茶 c brevistyla，其叶、花和果均 

较小．花柱 3浅裂，果常仅 1室发育；分布北达川东、鄂西和陕南的长瓣短柱茶 c．grfjsii和 自华东分布至 日 

本的茶梅 c sasanqua染色体出现 6～8倍体的变异。茶组Sect．Thea中5室子房的较原始种类分布于云南 

东南部、中南部和广西西南部，向北演变为子房 3室的种类，如茶 c．sinensis和突肋茶 C costata，前者到达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18卷 

长江流域，后一种分布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广东西北 部．花、果较小，果常 2宣发育。毛蕊 茶组 Sect． 

Eriandria中分布云南东南部的白毛蕊茶 C candida 叶片多少宽大．花梗较长，小苞片较 多，与古荼组有着演 

化亲缘，该组多数种类分布热带边缘．分布较北的斑桂毛蕊茶 c．punctata和四川毛蕊 茶 c．tawii花梗短，几 

为小苞片覆盖 前者分布四川康定至峨眉一带，后一种产川东至鄂西。连蕊茶组 Sect．Theopsis多少具原始 

性状的种(c stuartiana和 c crassipes)，其子房 5～3宣，花柱 5～3凛剩，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而分布较北的 

持叶连蕊茶 C euryoides和毛枝连蕊茶 C trichoctada．叶片和花很小，前者分布江西、湖南、福建南部和广 

东北部，后一种分布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此外，分布四川I峨眉附近的长管连蕊茶 C．etongata，花萼台生成 ． 

高杯状，花瓣和外轮花丝连台水平较高。 

本属分布区南界的管蕊茶组 Sect．Catpandria 2种，短桂管蕊茶 C connata花丝管边缘具不整齐的齿 

突，每一齿 突先端着 生 1个 花药，自泰国北 部分 布到 南部半 岛 (海 拔 800--2000 m)，另 1种，管蕊 茶 C 

tanceotata其花丝管垒缘，花药着生干管口内缘．分布西马来西亚地区诸岛屿 (海拔450--2211 m)，后者显然 

是前一种向南分化的地理替代种。 

上述讨论提供 了选样的事实，山茶属以中南半岛和我国热特地区为 中心，在亚洲大陆 类群和种类 由南 

向北 从热带向亚热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和替代的规律：从中南半岛到马来西亚地区，出现单一类群 中种类 

的由北向南的分化与替代。 

起源与散布 

山茶属在 中南半岛和我国热带北缘地区种类虽少，却集中了那些心皮近于离生 (至少在幼果期，如越南 

茶组)或不完全合生 (古茶组、实果茶组和半宿萼茶组)的原始或较原始的类群和种类 ，从进化韵观点出发， 

代表着被子植物 由离生心 皮演 化为台生心皮的 中间过渡。本属演 化上的近 亲属或姐妹群——核果茶属 

P renar 包括石笔木属 Tutcheria)(杨世雄等，1995) 其分布区大致与山茶属相同(图 6)，其 中子房 5室，先 

端分离的原始种类也分布于 中南半 岛和我 国云南东南部至南部的热带 地区，从而可以推断，山茶属和桉果 

茶属可能在亚洲大陆 古热带森林环境 中，由其共同的祖先——原始 山茶科植物演化而来。 山茶属的原始祖 

先可能是心皮离生或几离生、相似干五桠果 属 Ditteaia的植物，后者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溯和马达加 

斯加。联系到山茶科 中一些属的分布式样，如术荷属 Schima分布热带亚洲 厚皮香属 Ternstroemia间断分 

布热带亚洲、热带美洲和热带来非至西非；大头茶属 Gordonia间断分布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本属植物的 

大化石至耷未见正式报道，山茶科最早的大化石发现 于 中欧上 白垩纪的地层 中的古木荷属 Palaeoschima 

(Knobloch等，1986)，新近报道北美东南部始新世地层 中定名 Andrewstocarpon属的果化石(Grote等，1989)． 

相似于大头茶属植物 上述事实提示了山茶科中较原始的山茶属大约在白垩纪特提斯海(古地中海)东岸的 

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的接触地带(热带东南亚)，从原始五桠果类植物演变而来，中南半岛和我国云南及广 

西南部的热带地区是山茶属的起源地，并从这里开始 早期分化．沿古地中梅沿岸分化产生本科其余的属。 

山茶属的散布与地史和古气候的变迁密切相关。在起源地附近早期分他的原始或较 原始的类群，雌、 

雄蕊(和种子)往往被毛，有的叶背发育褐色腺点，表明 中南半岛附近有过干旱气候 自起源地向北 推进 和 

散布的过程中产生 了新的分化，演变出一些多少进化或较进他的类群(连蕊 茶组 Sect．Theopsls)，并迅速散布 

到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经历第三纪东亚季节性干旱气候的漾刻影响，冬，春季 (干旱时期)开花的山茶属植 

物 中，一些类群演变成苞、萼半宿存 (半宿葶茶组 Sect．Heterogenea、瘤果 茶组 Sect Tuberculata)至脱落( 

油茶组 Sect．Paracameltia)，或小苞片在开花前脱落(茶组 Sect．Thea)。反映这一演变过程最具代表性的是 

长梗茶组 Sect．Longissima 小苞片宿存或早落兼有；无花梗的山茶组 Sect Camellia，从苞 萼多少宿存到 

与花瓣和雄蕊同时脱落。上述适应性状使它们的分布区大为扩展，向东到达朝鲜半岛、 日奉、琉球群岛(油 

荼组的茶梅 C．sasanqua 山茶组的山茶 C．japonica和茶组中的茶 C sinensis)，向西分布到东喜马拉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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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瓣油茶 C 七 ．向北 散布到秦岭和准河境域(长瓣短柱茶 c rijsii，短柱茶 c．brevisO,ta和茶)，到达本属 

的东、西和北部边界，但上述类群的性状和特征表明，它们并不是最进化的类群，是在 古气候变迁过程 中适 

应性次生演变的结果。晚第三纪和第四纪以来，喜 马拉雅造 山运动和第四纪冰期的影 响，这一热带起源的 

属，在水平分布上几乎没有超越亚热带的界限，垂直分布也局限于阔叶林带，但对物种的分化发生着较大影 

响，在分布区的北界、特别在云贵高原至横断山区进一步演变出一些多倍体种群。 

在地史上，日本和我国大陆曾连为一体，进一连接持续到上新世初，从我国华东沿海与朝鲜半 岛和 日本 

存在着同种(3种)的对应分布提供了过去连续分布的图景。至于琉球群岛和我国台湾与大陆的连接一直到 

上新世末才 中断 (昊鲁 夫，E B．，仲崇信等译，1964)，两岸植物区系的交流持续更晚(曾文彬，1994)，至夸与华 

南、华东乃至西南均存在 同种和种下等级的对应分布．从而提供了证据。 

本属分布区南界的是一个进化的小群——管蕊茶组 Sect．Catpandria．两个种的分布格局表明，山茶属 

起源发生后，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西马采西亚诸 岛屿与亚洲大陆相隔离，直到第三纪 中新世 中、晚 

期 至 上 新 世 ，澳 洲 新 几 内 亚 板 块 北 移 井 与 亚 洲 大 陆 南 部 岛 屿 拼 合 、 平 列 (schuster,1972； 

Whitmore，1981)，这时上升成陆的西马采西亚诸岛屿之间发生 过联系和植 物区系的交流，井 与亚洲 大陆发 

生过短暂接触．管蕊茶组两种的分化与分布可能在这一地史背景下发生 的。 

山茶科 中像山茶属(和核果茶属)这样较为原始或古老的属，分 布区仅局限在亚洲，可能存在着散布机制 

上的障碍，它们大而无翅的种子(与山茶亚科的其它属相比)带来了远距离散布的困难。 

山茶属细胞学研究在进化与分布上的意义 

山茶属细胞学研究进一步揭示 出该属进化、起源和散布的规律。总结山茶属 细胞学资料(黄少甫等 

1986；顾 志建等 ，1988；李 光涛等 ，1990；秦新 民等，1991；粱 国鲁等 ，1994；张支 驹等 ，1995；Kondo等 ，1979； 

Kondo，1991；GuZhijian等 1988；XiaoTiao一直ang等 ，1991)，我们看到垒属 125种中，62种有染色体数目的 

报道，占 491‰，48种有核型报道，占 38 4％(表 1)。 

按照 Stebbins(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1晕，1963)关于高等植物桉型进化的一般规律，桉型不对称性的大 

小与演化水平的高低相联系。在一个属 (或类群)内，从原始到进化，桉型不对称性从小到大。表 1反映不对 

称性大小的两个参数，即 L／S(染色体长度比)和 AR(平均臂比)，比较该属各组间这两个参数的变化，所得 

出各个组演化水平与上文形态演化的结论相一致。特别值樽一提的是古茶组 Sect．Archeeamett 研究了国 

产 3室子房的种类)和半宿尊茶组 Sect．Heterogenea(细胞学研究仅作了包括子房 5室的鞍原始种类)，哪个 

组更为原始?从形态特征的分析存在着不同争议，但比较桉型不对称的大小，可以肯定古茶组更为原始。 

组 间桉型不对称性的变 化，在地理分布上表现出从南向北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有桉型资料的组中，古 

茶组 分布于 中南半 岛和 我国广西及云 南热带 地区，其 桩型不对称 性最 小，分布比较北的连蕊茶 组 Sect． 

Theops~和 山茶组 Sect．Camel妇 桩型不对称性较高。而半宿萼茶组 ，瘤果茶组 sect．Tuberculata以及茶 

组 Sect Thea的分布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其棱型不对称性也恰位于两者之间，从而揭示了从南向北是山茶属 

扩散和演化的重要方 向，同时表明，该 属的现代分布 中心并非起源 中心，其起源 中心应该在分布 中心以南， 

因此，上文提出山茶属起源于中南半 岛和毗邻的我国热带北缘地区的论点是正确的。 

我们从表 1中还可以看到染色体倍性的变化，分布于南邮的组没有或很少有多倍体出现，而分布于北 

邮的组，如连蕊 茶组、山茶组和 油茶组 sect．ParacameHia则出现较高 比例的多倍体，这一事实进 一步反映 

了进化与分布的 相关性，与上述棱型变化所揭示的规律相一致。 同时．正如前面所述，晚第三纪以来，东亚 

～ 我国西部到东部地貌和古气候的变迁，是在这不稳定的环境 中，促成多倍体的发生和发展(也不排除 自然 

杂交或人们广泛 栽培jf起的多倍化)(Stebbins，复旦大 学遗传研究所译，1963；洪德元，1990)，山茶属从热带 

向亚热带扩教过程中，染色体多倍化就是一条重要的分化或进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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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外有关山茶属细胞学研究的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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