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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统计分析 

李锡文 

(中国科学皖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650204) ．4。黾 
摘要 中国种子植物初步统计有 337科，3 200属，26 276～27 268种，其 中裸子植物有 10科，36 

属．191～1 95种．单子叶植物有 57科，679属．4 493-4 661种。本文对我国种子植物 分别就科、 

属、种分布区类型，大小顺序排列，特有性等方面进行区系统计分析，井在种级水平上对各区系地 

区或具体区系进行对比，为中国种子植物区系深入研究提供基本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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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statistics．there are 26 276～ 27 268 spocies in 3 200 genera of 

337 families(among them 191～195 sp~ies in 36 genera of 10 families belong to Gymnospermae， 

4 493～ 4661 speciesin 679 genera of 57families belongto M onocotyledoneae inChina．In order 

to provide elementary data for the intensive flonstic stady from China，the areal types，arrange- 

ment in sequence from big to small，endemism of the families，genera and species in seed plants 

from China are displayed and analysed respectively M oreover，various floristic or concrete re- 

gions are compared at the species level in this pape r． 

Key words seed O1ants from China，Floristic statistics and analyses．Families，Genera Species 

最近对最新 中国种子植物资料(吴征镒等．1983；吴征镒．1994。．1993．1991)进行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统计 

分析．目的是为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瀑入研究提供基本素材 分述以下两部分 

环境背景 

我国位 于欧亚大陆东部，幅员广阔，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亚洲大陆腹部，南北跨热带、亚热 带、暖温 

带、温带和寒温带。 自然条件多样复杂。大抵以 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至青藏高原东部为界．东南半部 

属于季雨气候．主要受太平洋季风影响．比较湿润，季节变化分明。西南部还受印度洋季风的影 响，夏季西 

南季风盛行．井沿横断 山脉长驱直入，但背风坡产生“焚风”，形成千热阿谷。西半部则为亚洲腹地干旱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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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和草原气候，塔里木盐地是 脏州或欧亚大陆的干旱中心。 其南面高亢的青藏高原为高寒的高原气候，与 

周围形成明显对比。我国地势的显著特点是分成二缎巨大的阶梯：即青藏高原连同川西和滇北．是最高一 

级阶梯，号称“世界屋脊” 普遍达海拔 4000 5000 rn；越过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仓 山一祁连山和东段的岷山一 

邛崃山一横断山一线 ，地势就迅速下降到海拔 1000--2000m左右，为第二阶梯。这级阶梯的东缘大致以大 

兴安岭一太行山 经巫LU向南至武陵山、雪峥山一线为界．此界线以东直达海岸，可作为第三缎阶梯。这种 

地势 自西向东 下降的趋 势．不但决 定着长江、黄河、珠江等大 江的基本流向，而且也 间接影响植物的分 

布 埘植物区系地理更有意义的是我国山脉纵横，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它们主要呈东一西或东北一西南走 

向．前者如天山．明山 昆仓 山 祁连 山 秦岭，喜马拉雅 山和南岭等。横断山脉大致呈北一南或北北西一南 

南东走向屹立在青藏高原东缘。这些具有明显方向性的犬山脉，是植物界天然侍播的通道或屏障 也是许 

多植物的发源地、分化中心或避难所。地带性 自然 景观大抵可分为 东部温润森林区，西北干旱草原荒漠 

区和青藏高原高寒 区。在 自然植被上大抵可 分为 针叶林，阔叶林 ．灌丛和灌草丛，草原和稀树草原，高山植 

被以及草甸馏泽 6大类型。针叶林 由北至南可分为：寒温性针叶林，温性针叶林，温性针 阔叶混交林，暖性 

针叶林和热性针叶林。阔叶林可分为：落叶阔叶林．常绿薄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 ，硬叶常绿阔叶林，季 

陌林和雨林。灌丛和灌草丛可分为 ：高寒灌丛，温性落叶灌草丛，暖性常绿落叶灌丛和草丛，热性灌丛和草 

丛 草原和稀树草原可分为：草旬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原 稀树草原。荒漠和旱性灌丛类型可 

分为：小乔木荒漠、灌木荒漠，半灌木灌木荒漠和垫状小车灌木荒漠(高寒荒漠)。草甸 可分为：草旬和高寒草 

旬 

区系统计分析 

我国种子植物据初步统计有 337科 3200属，26 276--27268种。其中裸子植物有 I'0科，36属，】9I～ 

[95种 单子叶植物有 57科．679属 4 493--4 661种 平均每属含 8 2～8 5种。 

科 的区系 统计分 析 

含 2000种以上只有 1科 即菊秆(239：2428～2528)q'；含 Io0I～2000种的有 4科，即禾术科(244：1 360 

～ I390)．蔷薇科(56：1069～1l68)，蝶形花科 (127：1038～1l61，，兰科(I77：993～IO8I)：含601～B00种的有6 

科 即唇形科(97：755～761) 毛蓖科f40：735～743)，杜鹃花科(114：7I 8～722) 莎草科(37：668～677)，玄参科 

(61：652～685)，茜草科(80：594～609)．这 I1个大科共 含 1】010--】1 522种，约占总种数 4l 92％～42 27％ 

它们是我国种子植物的主体 此外．含 40l～600种的有 6科 含 201～400种的有 l6科，含 lOl～200种的 

有 26科．含 81～100种的有 1I科，含 6l～8O种的有 10科，含 4l～60种的有 20科，含 2l～4O种的有 36 

科，含 I1～20种的有 34科 含 6--10种的有 36科，含 2～5种的 有 63科，含 】种的有 68科，后者其 中有不 

少科足属于 睢型科(表 1)。按科的分布型统计，世界分布有 50科，占总科数 14 ％：泛热带分布 120科，热 

带亚洲和热带美洲分布 l 1科，旧世界热带分布 17科，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l0科 热带亚洲至热带 

非洲分布 7科．热带亚洲分布 22科，属 于热带分布的共 187科，占总科数 55 5％：北温带分布 46科，东亚北 

美分难 I4科，旧世界温带分布 6科，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8科，中亚分布 】科，东亚分布 18科，属于温带 

分布的典 94科，占总科数 27 9％；中国特有 6科，占总科数 1 8％ 热带科中以泛热带科最多，比例最大，占 

总科数 35 9％．而温带科中以北温带科最多，比例也最大，占总科数 14 0％(表 2，表 4)。这些泛热带科大都 

具有分布到亚热带甚至温带 的种类，我国广大地域属于亚热带至温带范围，因此泛热带科鞍为众多是可以 

想象的。 中国特有 6科，即珙桐，杜仲，银杏，弛叶草 太血藤伎瘿椒树科，除最后 1科含 2种外，其余均为单 

型科 除 大血藤秆略越出我国境内至越南北方，其余中国特有科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特有科 。大血藤科 

ll表示属数：种数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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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宣称为半中国特有科或准中国特有 东亚特有的有 18科，若将含玉簪属 (日D l 的玉簪科从广义的百合 

科分出．则东亚特有的计 19科。在东亚特有科中．垒东亚分布的 9科，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的 7科，中国 日 

本分布的 4科(表 2眨表 3)。在东亚特有科 中．特别应提到青荚叶科，其 中叶上生花的 习性是极为独特的，但 

与其较为近缘的热带美洲 Dutongiaceae科(1：8)也具有相同习性 。这种东西半球叶上生花 习性 平行发展的 

情况、使人联想到：青 凳叶科具有明显的热带亲缘和东西半球种子值物区系的密切联系。 

属的区系统计分析 

就属的分布型而言，我 国有世界广布属 107个．热带属 1 573个，温带属 1269个，中国特有属 251个。 

热带属 中以热带亚洲属为数最多，有 646个，占总属数(不含世界分布属，下同)20 89％，其孜是泛热带属，有 

357个，占总属数 1 1．54％ 温带属 中以东亚属为数最多，有 317个，占总属教 10．24％，其次 是北温带属、有 

307个，占总属数 9．93％(表 5)。若以属的大小而论．含 600种以上的只有 1属，即杜鹃属，在我国尤其是西 

南地区几乎集 中这一属绝大部分种教．既有原始种，也有进化种和在 系统发育上处于 中间环节的种。含 201 

-- 400种的有 7属，含 101～200种的有 25属。这些大属的分布型大都是北温带分布型，其改是世界分布型 

和泛热带分布型。含 81～100种的有 11属，含 61～80种的有 27属．含 4l～6O种的有 5l属。据统计，含 

40种以上的共有 122属，共含种数约 1 1，876、占总种教将近一半 (占 43．57％～45 22％)(表 7)。此外，含 2l 

～ 40种的有 153属，含 11～20种的有 244属，含 6～lO种的有 345属。含 2～5种的有 1083属，这些所谓 

少种属．占总属教 33．85％。含 1种的有 1253属，占总属数 39．16％。后两项相加共 占总属数 73．叭％。因 

此可以说．中国属教有3／4是“单种属”和“少种属”。这里所说的“单种属”和“少种属”是指在覆国境内该属 

所含的种教而言，有时井非真正属本身所含的种数。但在含单种的属中，真正属于单型属的约占 1／3强， 

而少型属和多型属约占共占2／3弱(单型属 478个，少型属 230个，多型属 545个)(表 6)。初步统计覆国木 

本属 1205个(北美术本属 1 1 58个，欧洲木本属 221个)，中国北美共有 250个，中国欧洲共有 l12个，前者相 

似系数 21 1％，后者相似系数 15．7％(据汤彦承，私人通信)。 

种的区系统计分析 

我国种子植物总种数据初步统计有 26 276--27 268种。若就分布于我国境内垒鄣种进行分布区粪型 

划分．在 目前中国植物志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不但工作量浩大，而且难度极大，精确性也难予保证，况且种 

的 大小范围往往很不稳定，有大种小种 问题，因此有待 日后 怍出努力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这里种的区系 

统计分析数据主要依据各区系地区或具体 区系种分布型统计资料。就各个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种数而言， 

也就是就它们种的丰富度而言，彼此差异很大 一般说来，北方地区种数较 少，南方地区种数较多。若以生 

境来说，荒漠地区种数最少，草原地区种数较多，森林地区特别是南方森林地区种数最多。覆国不 同区系地 

区或具体区系种的丰富度见表 8。 

表 8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一个区系地区来说，种丰富 度最大的是横断 山脉地区，其次是华 中地区，其 

余依次是：滇黔桂地区，云南高原地区，北部湾地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滇缅泰地区，唐古特地区，内蒙 古 

草原亚地区，亚洲荒漠，东北平原亚地区，大兴安岭地区。这里表现出 4个特点：1)横断 山脉地区，华 中地区， 

滇黔桂地区是我国种丰富度最大的区系地区 2)我国热带的区系地区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是种 丰富度最 

大的地区，它们种的丰富度一般仅次于我国亚热带森林植物亚区 中的区系地区，如云南热带的滇缅泰地区 

和北部湾地区：3)欧亚森林植物亚区 中的区系地区 由于地处较北纬度，种丰富度较草原地区甚至荒漠地区还 

要小：4)我 国种丰富度表现出 白中，西部(IE13，IF17)向南，东，北、西渐次递减，显示其种 系发生和辐射进化 

总图象。 

我国种子植物种的分布型，正如科，属分布型一样，可划分为 15个大粪型，即世界分布，{乏热带分布，热 

带亚洲和热带 美洲间断分布 旧世界热带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堋分布，热带亚洲 至热带非洲分布，热 

带亚洲分布，-IE~．带分布，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旧世界温带分布，温带亚洲分布，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中亚分布、东亚分布．中国特有分布．在各分布型下视不 同情况划分为亚型。看来，有 3个分布型下宜再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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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些亚型 它们是 热带亚洲分布型，东亚分布型 以及 中国特有分布型。热带亚洲分布型下宜划分 4个分 

布亚型：7 1 爪哇t或苏门答腊J 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或西南)，7 2，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是云 

南南部)分布 7 3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7 4 越南(或 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东亚分布型下宜 

划分为 3个分布亚型：14，垒东亚 14 I 中国一喜马拉雅．14 2，中国 日本 中国特 有分布型 下宜划分为 2 

个分布亚型：15～1 本地区特有，15 2 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在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的中国特有分布亚型 

中，还可以根据种分布区范 围大 小按在不同植物亚区 A，B，C D，E，F，G 出现组台情况再进行细分．这样做不 

仅有利于对 中国特有种或种的分布型的分析对比，而且更能说明种系发生和辐射进化。 

从各个已进行区系分析到种的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现有种的分布型统计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中，我 

们不难看出：种分布区不同类型，也就是不同的 区系地理成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比重，这是 由于不同区 

系地区或具体区系的不周区系性质和处于植物区系区划中的不同地位的缘故。这种种的分布区类型也就是 

区系地理成分的不同侧重情况 特别反映在区系亚区这一级别上，有其一定的规律性。现简述如下： 

在 IA级别中，也就是在泛北极植物 区欧亚森林植物亚区级别 中，其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整体说来以温 

带成分为主，温带成分 中温带 亚洲成分 占最大比重 其次是北温带成分和东亚成分。热带成分徽不足道．即 

使有，也主要是分布到温带地区的泛热带成分。 中国特有成分虽然 比热带成分多 但 由于该亚区与相邻 国 

外地区联 系密切，中国特有成分大大少于温带成分，并且 中国特有成分中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的居多，本 地 

区特有的为数很少，这充分说明这一植物亚区的区 系地区 或具体 区系属明显温带亚洲性质，并且其特有性 

鞍差。具体例子有：大兴安岭地区(IA 2)(表 9)。 

在 IB级别中 也就是在泛北极植物区亚洲荒漠亚区 中，其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以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及 

中亚的成分为主 热带成分不多，即使有也是分布到温带地区的瑟热带成分。 同时 中国特 有成分为数不 

多。 

在 Ic级别 中．也就是在泛北极植物区欧亚草原亚区中，其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以温带成分为主，占很 

大比重，其中主要是温带亚洲成分，其次是东亚成分和北温带成分。 中国特有成分比重也较大．但其中主要 

是 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的成分．本地区特有的成分为数不多。热带成分在本亚区 中所 占比重 是徽不足道 ， 

而且基本上是泛热带成分(表 t0)。 

在 ID级别 中 也就是在泛北极植物区青藏高原植物亚区中，其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以中国特有成分为 

主 在种分布型总数中占有一半左右，其中与其它地区共有的 占很大比重，特别是与横断 山脉地区共有的 中 

国特有成分比重最大，本地区特有的成分为数不多，但在海拔 4200m 以上的高寒地区及本地区特有成分比 

重显著增大，这是 由于高寒环境引起新特有种种系发生的结果。温带成分所 占的比重略次于中国特有成分， 

其中或以温带亚洲成分为主或以东亚成分为主，即使在前者情况下东亚成分仍 占很大 比重，在东亚成分 中 

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占绝对优势。热带成分在这亚区 中所占比重徽不足道，或是泛热带成分，或是旧世界热 

带成分。 

在 IE级别 中，也就是在泛北极植物区 中国一日本植物亚 区中，其区系地区或具体 区系以 中国特有成分 

为主，大约 占总种数近一半或一半以上，在这些区系地区中华 中地区的中国特有成分比重最大．其次是滇黔 

桂地区，秦岭 地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因无种分布型统计资料，估计仅次于滇黔桂地区。各地 

区温带成分中以东亚成分占很大比重，其中叉以 中国 日本成分为主。热带成分中因明显受印度 马来西亚 

区系的瀑刻影响，以热带亚洲成分为主，其 比例由南至北递减，滇黔桂地区热带亚洲成分 22 16％，而华 中地 

区别为 I2 40％，华东为 12 05％，两者基本上处于相同纬度因而热带亚洲成分相 当，秦岭地区 10 鹏％ 但判 

华北区则仅为 1 54％。这样看来印度 马来西亚系深刘影响到我国亚热带地区，但到温带地区影响已明显 

减弱(表 t2)。 

在 IF级别 中．也就是在泛北极植物区 中国 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中，其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仍以中 

国特有成分为主，但西藏墨脱(IFI8部分)似乎是一个例外，由于西藏墨脱属于东喜马拉雅地区，它与喜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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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山区各地如不丹、尼泊尔、印度东北部等地茁区系 }：有较多联系．因而在中国特有成分上比例较小。中 

国一喜马拉雅地区各地区温带 成分的比重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或大干热带成分(如横断 山脉地区．独龙江，甘 

肃眺河 西藏墨脱)或小于热带成分(如云南高原地区，华西南干热河备) 但明显的是：温带成分 中以东亚成 

分为主，其中又以中国 喜马拉雅成分 占绝对优势或 占有较大比重，而热带成分 中以热带亚洲成分为主(表 

13—1表 l3—2)c甘肃洮河上游属于横断山脉地区而中下游属于华北地区．显示出二个植物区系或二个植物 

亚区的过渡性质，且由于纬度较北 热带亚洲成分影响已微弱．泛热带成分因分布更北则取而代2。 

在 IlG级别 中，也就是在古热带植物区马柬西亚森林植物距区中．其区系地区通常以热带成分为主．占 

有较大比重，其次是 中国特有成分，温带成分 占的 比重较小 而且以东亚成 分为主，在云南境 内东 亚成分 中 

中国一喜马拉雅成苛居多，但在广西境内东亚成分却以中国一日本成分居多．显示出东西差异。这一亚区 

在我国境内已属于东南亚热带北缘，并且在地理上邻近 中南半岛和缅甸，泰国 因此热带成分 中 热带亚堋 

成分占绝对优势，其 中叉以与 中南半 岛共有(7—4分布亚型)或与缅甸、泰国共有(7—3分布亚型)为主。另一 

方面在这一亚区的中国特有成分 中 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的特别是与我 国南方各亚热带地区共有的种类明 

显占有优势，因为它与我国广大亚热带地区是 接连接的(表 14)。 

种的特有性在各个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中的表现并不一致，若以中国特有成分在各 白区系中所占比重 

的大小顺序来说，占比重大的 种的特有性就强 占比重小的，种的特有性就弱。其顺序如下：横断 山咏地区 

(6404％) 华 中地区(63 74％)，甘肃洮河(57 89％) 滇黔桂地区(57．88％)．秦岭 地区(51 84％)，青藏高原高寒 

地 区(51 l0％)，华东地区(50 75％)，广西北部湾地区(50 62％)，唐古特地匡(49．82％)，云南高原地区 

(46．25％) 独龙江【45．94％)，华西南干热河谷H3．92％)，华北地区(42．45％)，云南北部湾地区(38．63％)。滇缅 

翥地区(28 l8％)，西藏墨脱(28 18％)，内蒙古草原亚地区(22．66％)，东北平原亚地区(10 29％) 大 安岭地区 

【8 5％)o但中国特有成分可分为本地区特有和与其它地区共有二类 其 中本地区特有成分最能说明该地区 

种 的特 有性 ，其 比例 大 小顺 序如 下 ：横 断 山脉 地 区(37．68％)，华 中地 区(25 OI％)，青 藏 高原 高寒 地 区 

(17 62％)，华北 地区(16 11％)，滇黔桂地区(J5 l4％)，北 部湾地区 (广西 14，11％，云南 10．66％)，华 东地区 

(10 05％)，西藏墨脱(9 42‰)，独 龙江(8．86％)，大 兴安岭地 区(8 5％)，云 南高原地 区(8．1 1％)，滇缅豢 地区 

(8．1l％)，秦岭地区【6 14％)，唐古特地区(4．90％)，甘肃洗问(3 05％)，华西南干热河谷(2 63％)，内蒙古草原亚 

地区(2 61％)，东北平原亚 地区(0 98％)o我们注意珂：我国热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在地理上是直接连接的． 

如滇黔桂地区与北部湾地区 云南高原地区与滇缅泰地区 庀 们两者在地理上相连，可以看成一整体，这样 

广义的滇黔挂地区及奉医特有成分比例就远远排在华北地区之前，广义的云南高原地区及本地区特有成分 

比例排在华东地区之前。很明显的是：就区系地区而论 横断山咏地区、华中地区、滇黔桂地区(广义)3者是 

我国种特有性最高的地区 

种系的分化程度在各个区 系地区或具体区系的表现也是不一致的，这受约许多因素．通常可用种 ／属 

系数 即平均每属含种数来表示。系数大的，种系分化程度就强，系数小的，种系分化程度就弱，其顺序如下： 

攒断 山脉地区【6．00)，青藏高原高寒匠(5 27)，华中地医(500)，滇黔桂地区(4 28)．华北地区(4．17)，唐古特地区 

(3,94】 天山(3 80)，云南高原地区(3 72) 华东地区(3．61)，秦岭(3．5O)，广西北部湾地区(3．34)，廿肃洮河(2．99)， 

亚洲荒漠 地区(2 99)，弛龙江(2 85)，内蒙古草原(2 81)，台湾(2 79～2．83)，太 安岭(2 61)，东北平原(2 44)．华 

西南干热河谷 【2．37) 云南北部湾地区(2 37)，滇缅泰地区(2 2 4)，西藏墨脱(2．13)。很明显的是：就 区系地区而 

绝．横断山脒地区，华中地区，滇黔桂地区三者是我国种系分化程度最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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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中国种子植物辩的太小顺序排列 

Table I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hinese spermatophydc families in sequence from big to smal1 

)2000利if1科)Compositae位39：2428～2525)’ 

1001～2000种{4科)含 4460—4800种 

Oramineae(244：l 360～l390)： Rosaceae(56：1069~I168)； Papilionaceae(127：1038～I161)； 

Orchidace3efl 77：993～ l08I1 

60I～800种【6科)含 4I22～4197种 

Labi~tae(97：755—76】] RanuncuIaceae(40：735--743)； Ericaceae(I4：718-722)； 

Setophulariaceae(61：652~685)； Cyperaceae(37：668 677)； Rubiaceae(80：594~609) 

40I～600种(6科)含 2744～2826种 

PfimuLaceae(13：580)； Umbelliferae(101：492~55I)： Lauraceae(25：434~440)； 

Cruciferae(102：410~424)； Oentianaceae(20：417)： Oesnefiaceae(57：41I～41 4) 

201—400种(16轩)含 4223～4264种 

Theaceae(I5：352~393)； EupliorbJacea~(66：363～368)； Fagaceae【6：324)； Liliaceae，slat(50：317～322 

Caryophyllaceae．s．str(28：285～303)； Saxifragaceae．s str(13：281̂ Crassulaeeae(I2：244～250)； 

Berberidaceae(2：240～250)： Urticaceae【25：238)； Celastraeeae．s str(13：I93～232)； 

Polygonaoeae【I6：227~231)： Salicaceae[2：225～230)； Asclepiadaceae，s s 【44：22∞； 

Fumarlaceae，s．1at【7：2I5)； Capnfoliaceae，s．str．(】2：194～206)； Chenopodiaceae(49：195～2O1) 

l01～200种(26科)含 3789～3870种 

Araceae(28：l90～195)； Balsaminaoeae(2：19I)； Oleaceae(13：170～190)； Boraginacea~，s sⅡ．[47：】85～186)； 

Araliaceae(25：l81)； Aeartthaceae(63：l70～179)； Verbcuac~ae(Ig：l69--17∞； Apocyna髓ad38：168--l7O)； 

Curcurbitaceae0l：I6l—I69)： Moraceae(9：I58～ I63j Melastomataceae(26：152～155)； A~raceae(2：152)； 

Vitaceae(g：143)； Zingiberaccae(2O：141—148)； Rhamnaceae(16：136--138)： Rumeeae{28：13l～137)： 

Campanulase~~(15：136)； Hydcangeaoeae，sla“1]I3O～I3I)； Myrsinacea-~'6：I28～I3∞： Violatea--~'4：125)； 

Ann0naceae(22：120～123)； Aquifoliaoeae(1 11 8)， convolvulaceae(21：l】4～l】5)； Alliaceae(3：̈ 2)； 

Caesa iniaceac(17：107～I12)． Aristolochiaeeae(5：101j 

81～100种f1I科冶 964～984种 

Solanaceae(19：98~9 9】： Palmae(19：93~96)； Magnoliaccae(10：92～93)； Myrtaceae(10：91)； 

Tliymelaeaceae(I 1 90)： Begoniaceac(1：90)； Pinaceae(1O：87)； Vaeeiniacea~2：87)； 

墅 !坚型 = 堕 ! =! ： 塑 竺! !!=! 1 
61～80种(10科)古 673~715种 

Dioscoreaoeae(I：80) Menispermaceae(19：78~80)； Tiliaceae(i0：79)； Hamamelidaceae，s tat．(19：73~7∞： 

Mah,aceae(1 7：60--75) Geraniaceae，s str(2：68)； Smilacaceae(2：67)； Mimosaceae(11：65)； 

Papaveraeeae(1I 52～6 ： Piperaceae(4：S]～6I) 

4l～60种(20科)含 97l一994种 

Meliaeeae(16：6 0】； Ebenaeeae(I：56～60)： Onagraceae(5：57～58)； Commelizmceae(13：53h 

Actinidiaeeae‘2：53】= Sapindaoeae【25：49—53】= Elacocarpaeeae(2：52)； Hypericaceae(2：49～52j； 

Lorantlmeeae，s str(8：48～52)： Anacardiaeeae(I5：51)； Cornaoeae，s str(5：51)； Polygalaccae(4：48)； 

U]maceael8 47)： Erio阻uIaceae(1：45j： Grossulariaceae(I：45 lridaeeae(5：44)； 

E]aeagnaoeae(2：44)； BignonJaceae(14：42~43k Oro nchaceae(10：38～42}； Val an雠 虻．s str．(4：39～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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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I～4O种(36科)含 1004～1046种 

Plumbaginaceae(7：38～40)： Meliosmaceae{1：29～4o)： Lardizabalaceae(7：26～40)； Corylaoeae(4：38)； 

Amaranthacea~(14：37～38)； Betulacacea~，s r【2：36～37)， Parnasiaoeae(1：36)： Lythraceae(8：35)； 

Pittosporaceae(I 34)： Santalaceae(7 31～33) Tamaricaceae【4：32)： Pyrolaceae(4：39~32)， 

Cupressacea~(8：30--31)； Naucleaoea~(1 1：30)； Capparaccae，s str(4：30)； Potamogetonacea~(1 30)： 

llliciaoea~(1：2l～30)， Schisandraoeae(2：29)； Juglandaceae{7：25～29)， Zygophyllacea~(5：27)： 

Sabiaccae{1：25--26)； Podophyllaceae(7：22～26)： Combrctaceae(6：25)： Buddlejaceae(I：25)： 

Symplocaceae(1：25)； Sapotaceae(1l 24～25)． Lobeliaoeae(3：23～24)； Icacinaceae{12：22～24)； 

／tuxaceae(3：19～24)， Amaryllidaceae{5：23)： Hydrocharitacea~(9：22)； Passifloraccae{2：22)； 

Proteaceae(2：21) Flacourtiaceae，s str．(10：20～21)： Dipsaceae【4：19～21)； Podocargaccae(4：19--21) 

I1--20种(34科)含 476～497种 

Clusiaceae，s．str(5：20)， Malpighiaceae(4 2O)， Balanophoraceae(2：16N20) Lentibulariaceae(2：I9)， 

Trilliaceae(2：I9)； Samydaccae{2：18)； Hydrocotylaceae【2：15～18)， Ch1oraathaceae(3：I6)； 

Clethracea~(1：I6)； Stilaginaceae(1：l6)； Hcrnandiacea~(2：I3～ l6)； Loganiaccae，s．str(5：I 5)； 

Burseraceae(3：l 5)； Staphyleaceae(3：15)； Viscacea~(3：I5)： Paeoniaceae(I：15)； 

Ehretiaceae(4：14)； Myristicaeeae{4：l4)； Dipterocarpaceae(5：12～l4)； Oxalidaceae(2：12～l4)： 

Taxaceae(4：13)； Hippocrateaceae(3：13)： Plantaginac~ae(1：l 3)； Sa1J2-auiaceae(1：l0～ I3)： 

Alismataceae(5：l2)； Burmanniaceae(2：I2) Linaceae(4：I2)； Ephedraccae{1：12)； Iteacea~(1：I2) 

Simaroubaceae{4：ll～12)；Rhizophoraceae(6：l1)； Diapensiacea~(4：11)：Morinaceae(3：1I)； 

Mcm~cylaceae(1：8～II) 

6～l0种(36科)含 265～274种 

Cornaceae(6：10)； Cuseutaceae(1：l0)： Leeaceae(I：1O)； Typhacea~(1：10，： Cycadaceae(1：8～10)； 

Monotropaceae(5：9)； Cannaceae(I：9)： Nymphacaceae(2：7～9)： Olacaccae{4：8)； Periplocaccae(4：8)： 

Hypoxidaccae(3：8)； Alan g【accae(1：8)； Hippocastanacea~(1：8)； Marantaceae(4：6～8)； opInaceae(6：7)； 

TaxodJac~ae(5：7)； Nyctaginacea~(4：7)； Lemnaceae(3：7)； Musaoea~(3：7)： portulacaceae(3：7)； 

Droseraceae(2：7)， Haloragaccae(2：7)； Nyssaccae，s str．(2：7)； P tolaeaceae(2：7)； 

Cephalotaxaceae(1：7)； Gnetaccae(1：7)； Xyridaceae(I：7)： Symphoremataceae(3：6)； 

Elatinaceae(2：6)； Mollu g【naceae{2：6)； Cordiacea~(I：6)； Thunbcrgiaceae(I：6) 

Spigeliacea~(2：5～6)： Sparganiaceae(1：4～6) 

2～5种(63科)含 I99～208种 

Agavaceae，s str．(2：5) Dillc,aiaceae(2：5)； Pandanaceae(2：5)； Aucubaceae(1：5)； Ccrtophyllaceae(1：5)； 

Nitrariacea~(1：5) Pontederiacea~(1：5)； Dr~acnacea~(1：4～5) Helwingiaceae(I：4～5)； 

Sambucacca~(I：4～5)： Adoxaceae(3：4)； lllecebracea~(3：4)： Podostemaceae(3：4)； 

Saururaoeae(3：4)； Calycanthaoeae(2：4)； Cannabacea~(2：4)； Mastixiacea~(2：4)； Menyanthaceae(2：4)； 

Taccaceae(2：4)； Zosteraceae(2：4)； Calfitriehaceae(1：4)， Myricacea~(I：4)； Naiadaceae(1：4)； 

Sarcospermataceae(I：4)； Xanthophyllaccae(1：4)； Kiggeladaceae(2：3～4)； Acoraceae(1：3～4)； 

Cymodoceaceae(3：3)； Caetaoeae(2 3)： Carlemanniacea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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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 

G00den】aceae(2：3) 0chnaceae{2：3)； Barnngton】aceae(1：3)： Biebersteiniaceae(1 3) 

Cardiopteridaceae(1：3) Cecropiaceae【1：3) Cleomaceae(1：3)： Coriariaceae(1：3)： 

Costaceae(1：3)： Er~throxylaceae(1：3)， Pentaphragmataceae(1：3)Polemoniaceae(1：31， 

Triuridaceae(1：3) Pegafiaceae(1．2～3)： H Jppuridaceac(1 l～3) Aizoaeeae(2：2)； 

Lc0nt】caceae(2：2)， Limnocharitaceae(2：2)： Bischofiaceae(1 2 Bombaceae(t：2) 

Daphniphyllaceae(1：2j Dichapetalaceae．I：2)， Hydrophyllaceae(1：2)， Junca百naceae( 

Pistaciaceae(1：2)， Podoaceae(1 2)： Ruppiaceae(1：2)； $tylidiaeeae(1：2)： 

Tapisciaceae(1 2)， Thefigonaceae(1 2j， Toricettiaceae(t：2) Triplostegiaceae【l：2) 

Pentaph lJaccae(1：I～2 

1种(68科J含 68种 

Anastr0dadaceaet1 lj， Alx~nogetonaceae(1：1)： Averrhoaeead1：1】 Avicenniacead1：11 

Basellaceae(1 lJ： Bretschneideraeeae(1 1)： Butomaceae(1：1)： Cabombaceae(1 1)， 

Centrolepidaeeae(1 lJ， Cercidiphyllaceae{1 l】= Circaea~teraceae(1 1)； Cistaceae(1：1)： 

Croomiaceae(1； lJ= Crypteroniaceae(̈ )： Davidiaceae(1l1)； Cynomofiaceae(1 1)： 

Duabangaeeae(1：1)： Dipentodon~ceae(1 1) Empe~aceae(1：l】： Ellisi0phyllaeeae(1：1)： 

Eucommiaceae(1：lJ Ery'thropalaceae([：1)， Euryalaceae(1：1)： Eupteleaceae(1：1) 

Franhnlaceae(1 1)， Flagellariaceae(1 1)； Gisekiaeeae(1：1)： Ginkgoaceae(1：1)： 

Ixioliriacea“1 lj， Ixonanthaceae(1：lj； Kingdoniaceae(I：1)： M itrastemotaaceae(1：lJ： 

Lowiaeea~=1=1)， M yoporaceae(1：1)， Moringaceae【l：” Nelttmbonaeeae(1：1)： 

Nandinaceae(1：lj； Nypaceadl：1j， Nepenthaceae(1：1)： Pedatiaceae(1：lJ 

Pandaceae(1：lJ： Petrosaviaceae(1：1)； Penthoraceae(1：1)， Phrymataceae(1：1)： 

Philydraceae(1：1)， Polyosmataceae(1 lJ Plag Jopteraceae(1：1)； Ra衄esiacead1：1)： 

Posidoniaceae(1：”， Rest[onaceae(̈ ’： Resedaeeae(1 Salvadoraceae(1：1)： 

Rhoipteleaceae(1：lJ： Sauvages Jaceae【l̈  Sargentodoxaeeae(1：1) Sladeaiacead1：1)： 

scheuchzeriaceae(1：1) Spheaocleaceae{1：”： Sonnerafiaceae(1：1)： Surianaceae(1：l】= 

Tetraeentraceae(1 l Tetragonicaceae(1：I)； "[etramelaceae(1：1)： Trapellaceae(1：1)： 

Trapaceae(1 l J， Trochodendraceae(1：lJVe1l0ziaceac{1：lj： Zannichelliaeeae(1：1) 

总计：337科．3200属，26 276～27 268种 

个大科(含种数 601以上烘 含 l1叭0～1l 522种，约占总种数 4【_92％～42．27％ 

【_Cosmopolitan世 界舟 布(50) 

Allsmataceae(5 12r，Al~aceae(3：ll2)； Amaranthaceae(14：37～湘)， Cabombaceae(1：1)： 

Callitrichaceae(}：4' Caryophyllaceae，g str(28：285--303)； Ceratophyllaeeae(1：5)： 

Chenopodiaceae(49：195～20lJ： Compositae(23912428～2525)； Convolvulaceae(21：1I4～lI 51： 

Crassulaceae(】2：244～250)； Cusctttaceae(1】O) Cyperaceae(37：668～677)； Droseraceae(2：7)； 

Geraniaceae s．s打t2：68) Gram Lneae(244】360～1390)； Haloragaceae(2：7)； Hippuridaceae(1 I～3)： 

Hydrophyllaceae[I+2j： Hypericaeeae(2：49～52)， IItecebraceae(3：4)； Juncaceae(2：75～85)： 

Juncaginaoeae(f 2， Labbatae(97：755~76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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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Lemnaceae(3：7)： Lentibulariaceae(2：l 9)， Lfliaceae，s．1at(50：317～322)； L|naceac[4：12)， 

Lythraceae(8：3)： Menyanthaceae[2：4)； Myficaceae(1：4)； Najadaceae(1：4]， 

Nympbaeaceae(2：7～9)： Oxalidaeeae(2：12～l4)， Plantaginaceae(1：I3)， Phimbaginaeeae(7：38～40)： 

Polygalac~aë ：48)． Portulacaceae(3：7)； Potamogetonaeeae(1：30)， Rhamnaceae(16 136～138)： 

Rosaceae(56：l069～ll68) Ruppiaceae(1：2) Scrophulariaceae(6l：652～685)： Thyme1aea0髓e(11 9o) 

Typba0eae(J 1 o] VaccJniaceae(2：87)； Violaceae(4：125)； Viscaceae(3：J5)； 

Zannichelliaceae(1：1)． z0steraceae(2：4) 

2 Pantrc-hic泛热带分布(107) 

Acanthaceae(63：J70--J79) ．~gavaceae(2：2)； ALzoaceae(2：2] Al~ iaceaef1 8)； 

Amaryllidaceae(5：23)， Anacardiaceae(1 5：51)， Apocynaceae(38：l68--l7o)； Aquifoliace．ae(1：l1 8) 

Atac~ao[28：l90-- I95)： Araliaceae(25：181)； AsclepLadaceae(44：220)； Averrhoaceae(̈ )： 

Avicenniaceae(J：Jj： Balanophoraeeae(2：I6～20) Balsaminaceae(2：I9 J)： Basellaceae(I fj： 

Begoniaceae(1：90)； Buddlejaceae(1：25)； Burmattniaceaec2 12)， Burseraceae(3：l 5)； Buxaceae(3：l9～24)； 

Caesalpiniaceae(17：l07～l1 2]： Capparaceae，s str(4：30)； Cetastraceae s．s (1 3：l93～232)； 

ChIoranthaeeae(3：l6) Cleomaceae(1：3)， Clusiaceae，s str(S：20)： Combletaeene(6：25)； 

Commelinaceae(1 3：53)： Connaraeeae(6：1 ： Cordiaceae(I：6)； Costaceae(1：3)： 

Cucurbitaceae(31：l6l～l69)： Cymodoceacea~(3 3)； Dichapetalaceae“：2】 Dilleniaceae(2：5J： 

Dioscoreaceae(1：80)： Ebenaceae(1：56～60)： Ehretiaoeae(4：l 4]： Elaeoca~aceae(2：52)； 

Etatinaceae(2：6)； Eriocau】aceae【1：45)； Erythroxylaceae(1：3)： Euphorbiaceae(66：363～368)； 

Fagaceae(6：324)； Flacour￡iaCOaO,~．stt．(10：20~21) Gesneriaceae(57：4f】～4f4)： ／-Iernandiaceae(2：f3～J6)． 

F1ippocrateaceae(3：l3)， Hydrocharitaeeae(9：22)． Hydrocotylaeeae(2：15～l 8]： Ixonanthaceae(1：l】， 

lcacinaceae(12：22--24)； Limnocharitaceae(2：2]： Lauraceae(25：434--44o]， Loranthaceae，s．xtr(8：48～5 2】 

Loganiaceae，s str．(5 l5j， Malvaeeae(17：60~75)： Malpighiaceae(4：2O)， Melastomataceae(26：152-- 155)： 

Marantaeeae(4：6～8)： Memecylaceae[1：8～l1)； MelJaceae(16：60) Mimosaceae(I l：65)． 

Menispermaceae(I9：78-80)； Moraceae(9：l 58～l63)； Molhiginaceae(2：6)； Hypoxidaeeae(3：8)； 

Myristicaceae[4：l4)； Nyetaginaceae(4：7)； Ochnaceae(2：3)； Olacaceae(4：8)； Oleaeeae(I3：170～l90)： 

Opiliaceae(6：7)； Orchidaceae(177：993--l081)； Palmae(I9：93～96)； Papilionaceae(127：l038～1161)； 

Periplocaeeae(4：8j： Piperaceae(4：5l～56)； Pontederiaceae(I：5)； Proteacea~(2：21)： 

Ra田esiaceae(1：1)； Rhizophoraceae(6：l】)， Rubiaceae(80：594--609)： Rutaeeae(28：l31～ l37)： 

Samydaceae(2：18)； Santalaceae(7：31～33)： Sapindaceae【25：49～53)： Sapotaceae(11：24～2s)： 

simar0ubaceaet4：̈ ～l 2j； Smi／acaceae(2~67)； Solanaceae(I9：98～99)： Spigeliaceaef2：5～6j： 

Sterculiaceae(20：79～81]； Styraeaeeae(10：82～85)； Sttfianacea~(1：I)： Symplocaceae(1：25)： 

Taccaceae【2：4】： Theaceae(15：352～393)； Thunberg~aeeae(1：6)； Triuridaceae(1：3)： 

Ulmaceae(8：47)： Urticaceae(25：238)； Vetbenaceae(18：169～170)： Vitacea~(8：l43)： 

x daceae(I：7)； Zygop埘I aceae(5 27) 

2 1 Trop Asia，Australasia(toN Zea1)＆C 佃 S．Aroof(orMem 0】 

disjuncted，热带亚洲，大洋洲(至新西兰)和中，南美(或墨西哥)间断分布(7) 

Iridaceae(5：44)； Lobeliaeeae(3：23～241 Myrtaceae(1O：91)； Passifloraceae(2：22) 

Podocarpaceae“：19--21)； Restionaeeae(I：1)： Stylidiacea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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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2 2 Irop Asia Afica＆C．to S Amer disjuncted热带亚洲 非洲和中南差洲间断分布{6) 

Anst0】0cb】ace e(5：10])． Bombacaceae(1：2)； Gnetaceae(I：7)： Myoporaceae(I：1)： 

Phy￡。】accac (2：砷， VellozJaceae(1 i) 

4 Old Worm Tropics lH世界热带(【1} 

Annonaceae(22：1 20～1 23)， Barrlng【0兀Iaceae(1：3)． B noniaceae(14：42～43)： Dracaenaceae(I：4～5)： 

Flagellariaceael1 1)： Leeaceae(I：10)： NaucMaceae(1 I：30)： Pandanaceae(2：5)； 

Pittosporaceae【I：34)． Posidoniaceae(1：1)． Stilaginaceae(1：I6) 

5 Trop AsiatoTrop Australasia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to) 

cafdlo口c芒ridaceae(】3)； Centrolepidaceae(I 1)； Cycadaceae(1：8~l0)； Goodeniaceae(2：3)； 

Nepenthaceae(I 1)： Nypaceae(I：1)； Irailydraccae(【：1)： Polysmatacea~(1：1)； 

Stemonaoeae(I：8)： Xanthophyllaceae(1：4] 

7 Trop
． Asia(1ndo Malaysia)热带亚洲(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19) 

Carplemanni~ceae(2：3)； CD'pteroniaceae(1：1)； Daphniphyllaceae(1：2)： Dipterocarpaceae(5：12～l4)： 

Duabangaceae(1：1)： EllisiophyIlaceae(1：1)； Erythropalaceae(1：1)： Lowiaoeae(1：1)： 

Mastixiaceae(2：4)； Pentaphragmataceae(1：3)． Pentaph laceae(1：1—2)Petrosaviaceae(1：1)， 

Podostemaceae(3：4)； Sabiaceae(1：25～26)： Sarcospermataceae(1：4)： Sladeniaceae(1：1)： 

Symphoremataceae(3：6)； Tetramelaceae(1 1)． Zin beraceae(20：l41～l48) 

7一l，Trop Indiato S China(esp S．Yunnan)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是云南南郭)分布(1) 

Bischofiaceae(卜2} 

7-3．Burma Thailand to SW China缅甸 泰国至华西南分布(2) 

Bretschneideraceae(I：I) Sladeniaceae(1：1) 

7-4 Viemam{or lndo—Chinese Peninsular)to s c h'Ⅱa(or SW．Chin a)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n) 

Rho，口teleaceae(1：1) ’ 

8 North Temperate温带分布(31) 

Aceraceae(2：l 52)： Adoxaceae(3：4)； Boraginaceae．s str(47：1 85--1 86)： Campanulaceae(15：136)； 

Cannabaceae(2：4)； Caprifoliaceae，S．str(12：194~206)； Cornaceae．s str(5：51)： Corylaceae(4：38)； 

Cruciferae(102：410--424)； Diapensiaceae(4：1I)： Elaeagnaoeae(2：44)； Ericaoeae(14：718～722)； 

Fumafiaceae，s str(7 2】5)， Gentianaceae(10：4l 7)； Grossulafiaceae(I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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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JugfldDdaceae(7 25～295； Leon【1caccae(2 2)， ionotropaceae(5：9}； Orobanchaceae(10：38～42)： 

Paeoniaceae(1：I 55； Papaveraceaef11：52～63)， Parnassiaceae(1：365； Pinaceae(10：87)； 

Polygonaceac(16：227--231) Primulaceae(I 3：580)； rolaceae(4：29～32) Ranuncu】aceae 40：735～743)： 

sal aceae(2 225～230)； Scheuchzefiaceae(1 1 5； Taxaceae【4：1 35； Umbelliferae(101：492--55I) 

8一I，Circumpolar{Circumarctic)环北极分砟(1) 

Empetraceae(1：I) 

8—4 N Temp＆s Temp disiuncted(“Pan—temperate HE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温带”(】2) 

Acoraceae(1：3～4)， Betulaceae，S sLr(2：3fi~37)： Cupressaceae{8：30~3】)： Ephedraceae(1：l2)， 

Hamamel Ldaceae{19：73～77)； Hydrangeaceae，s1at(1t：l 30～131)； Onagraceae(1 5：57~58)： 

Polemoniaceae(i：3)： Sambucaceae(1：4~5)． Saxifragaceae S．str(13：28 1 5； 

Sparganiaceae(1：4～6)： Valerianaceae，s sH{4：39--41) 

8-5 Eurasia＆l'emp S Amer disjuneted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2) 

H Lppoca虬anaceae(1：85； LardizabalaeeaeI7 26～40) 

8 6 Mediterranea．E Asia，New Zealand and Mexico—Chile disjuncted地中海，东亚．新 西兰和墨西哥——智利间 

断分 布(1) 

Coriariaceae{1 3) 

9 E．Asia＆ N Amer disjuneted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4] 

Berberidaceae(2：240～250)； calycaⅡ[haceacf2：4j， Croomiaceae(I：1)， llliciaceae(I：21～30)； 

lteaceae(【125； Nclumbonaceae(1：1，． Nyssaceae S．str(2：75； Penthoraceae(I：1)： 

Phrymataceae(1：1) Podophyllaeeae(7：22～26j， Saururaceae(3：4] Schisandraeeae(2：29)． 

Taxodiaceae(5：7)． Triiliaceae(2：19) 

10 Old World Temperale旧世界温带分布{3) 

Butomaceae(I：1)： Morinaceae(3：l1)： Tamaricaceae{4：32) 

10一I Mediterranea W Asia(or C Asia)＆E Asia disiuncted地中海，西亚(或中亚)和东亚删断分布(1) 

Thetigoniaceae(1 2) 

10—3+Eurasia＆S．Africa(sometimes also Australasia)disjuncted欧亚和南部非洲 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2) 

Dipsacaceae(4：19--21)： Trapaceae(I 1) 

12 Mediterranea，W A sia to C．Asia地中诲区 两亚{中亚分布(2) 

Biebersteiniaeeae(1 3)． Cynomoriaceae{1：1) 

l2—2 MediterraneatoC Asia＆Mexicoto s USA disjunoted地 中海至 中亚和墨西哥至美国南部间断分布(【) 

Peganaceaen：2～ 3) 

1 2-5 Mediterranea to N Africa，C Asia．SW N Amer ，S Africa．Chile andAustralasla disjuncted( 

“Pan—M e ter础 an”)地中海至北非洲，中亚，北美洲西南郝．非洲南部．智刊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泛地中海I1(3) 

Cistace 1：1)， Frankeniaceae(I 1)： Resedaeeae(1：【) 

I 3 C Asia中亚分布(1) 

lxioliriaceae(卜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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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袁 2 

I4 E Asia东亚分布(7) 

Actlnldlaceae(2 53)： Aucubaceae(I 5)： Ceohalotaxaceae(I：7)； Eupteleaceae(I：1)， 

EuryMaceae(1 1)， Helwingiaceae(I 4～5)， Stachyuraeeae(I 8) 

I4 l Sino Himalaya(SH)中国——喜马拉雅分 布(7) 

Circaeasteraeeae(I：I) Dipentodontaceae(I I)： Plagiopteraceae(I：1)； Podoaceae(I 2)： 

Tetracentraceae(1：I)： ToricellJaceae(t：2)； Triplostegiaceae(I：2) 

1 5 Endemicto China中国特有分布(6) 

Davidiaceae(1：I)： Eucommiaceae([：1)； Ginkgoaceae([：1)； Kingdoniacea~([：1)； 

Sargentodoxaceae(1】1 Tapisciaccae(I：21 

表 示 属数 种 数 

表 3 中国特有科和东亚特有科的分布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amillies endemic to China and the families endemic to East Asia 

表示：中国属数 中国种数 ／全科属数：皂科种敛 奉统计放人百音科．# 见 《云 南植物研究》 1994； 

增刊 VI：1 2I～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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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全国爱滇黔桂(1EtS)和北部湾(IIG21)两地区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4 The statistics ofthe areal types and subtypesof spermatophyficfamiliesfrom whole 

China and 0 regionsfIEl 5＆ IIG2l1 

分布 型代号 见文献 {吴征镒 ．1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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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种于植物属的分布 区类型和变型 

Table 5 The arealtypes and subtypesofChinese genera of seed plants 

分布区类型盟其变型代号见文献(吴征镒，1991)另加 12—6，地中海区羟中亚至华东，3 5，中亚至华北及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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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太小统计 

Table 6 The statisdcsofChinese geaeraof seed plantswhich containing 

the species n1]mbet trom big to smalI in sequenee 

袁 7 中国种子檀翱含 40种以上的太属 

Table 7 The arrangement ofChinese big genera ofseed plants which contmning l／lOre than 40 species~xc]Bs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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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计 属数 122 种数 11876(~／总种数 45 22％~43 57％) 

·表示中国种数 ／垒属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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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8 我 国不同区系地区或=I体地区种 的丰富度 

Table 8 The species abundence in various floristic or concrete regions from China 

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 种 教 区系地区或具体区系 种 教 

横断山眯地区 IFI7 

华 中地 区 IEI 3 

滇黔挂 地区 IEl5 

云南高原地区 IFI6 

广西北部湾地区 IIG2I部分 

华东地区 IEl2 

华北地区 IEl】 

云南北部湾地区 1[(32l部分 

台湾 

演缅泰地区 IIG22 

秦岭 IE1 1一IE13 

7 954 

6 390 

6 229 

5 545 

4 323 

4 260 

3，829 

天 山 2l64 

唐古特地区 ID7 2050 

独龙江 IF17部分 1 920 

青藏高原高寒区 ID 部分 1 813 

华西南干热河答 IF16及 " 1 79l 

内案古草原 lC6a 1 519 

西嵩墨脱 IF18韶分 1 373 

甘肃洗河 IF17部分 IE1l部 1 338 

垂洲荒漠 [B4—5 1 079 

东北 平 原 lC6b 1 047 

大兴安崎 IA2 1 020 

·据 FLoRA OF TAIW AN)~2rid Edition Vo1．I：7．I994 

往：据廖文嫂、张宏达、仲铭锦在 “广东植物区系的分区 一文(广西植物．15(1)：26~35 l995)q~报道华南地区植 

物区系可达 7500种．因未见详细名录．数字值大．暂未牧入。 

裹 9 在 l̂ 级别中檀鞠区系地区的种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9 The areal—types and subtypes ofthe speciesof seed plants 

from the region in IA Subkingdom 

8  

3  
或 

1  1  6  5  " n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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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l0 在 Ic级剐中撞物区焉I地区的种分布 区类型统计 

Table 10 The areal—types and subtyDes ofthe species ofseed plants from the regions in IC $ubkingdom 

裹 tl在 Ⅲ 级别中撞袖区焉I地区的种分布匹类型统计 

Table Il Theareal—types and subtypesofthe speciesof seed plantsfrom the regionsinID Sub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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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在 lE级别中檀物区葺I地区的种分布 区粪型统计 

TabM l2 The area卜 types and subtypes of the species of seed pJants from the reg1ons in IE Subkingdom 

裹 1卜 1 在 IF缎捌中檀物区幕地区的种分布区类型统计 

Table I3一】 The area]一types and subtypes ofthe speciesof seed plantsfrom the regionsinIF subldngd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李铝文：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统计分析 383 

寰 13一z 在 lF级别中擅栩区慕地 区的种分布匹囊苴缱计 

Table 13—-2 The areal——types and subtypes ofthe species of seed plants from the rc~ons in IF subki~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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