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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南北段种子植物区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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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山学院资源环境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 

 

摘要：为了解高黎贡山的种子植物资源，采用植物区系研究原理和方法，将高黎贡山南段与北段种子植物区系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南段有 192科 878属 2807种植物，种可分为 15个分布类型 9亚型 14个变型；北段有 172科 778属 2816种植物，

种可分为 15个分布类型 9亚型 20个变型。通过比较科属分化程度、数量构成及古热带成分比例等，南段区系具有较为古老

和保守的特点，而北段植物区系具有较为年青和新生的特点。回归分析显示南北段区系地理成分相似度较高，而科属相似性

却因分化在逐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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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eed plant resources in Gaoligong Mountains, the seed plant flora betwee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were compared by using floristic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2807 species, belonging to 192 families and 878 genera in the sou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and could be divided into 15 areal-types, 9 subtypes and 14 forms at species level. There were 2816 

species, belonging to 172 families and 778 genera in the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15 

areal-types, 9 subtypes and 20 forms at species level. From the differentiated degree, quantitative composition, 

and the ratio of palaeotropic components of families and genera,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southern flora was 

ancient and conservative, while the northern flora was young and newbor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outhern flora and the northern flora were quite similar in geographical components, while the similarities of 

families and genera were gradually descending due to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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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位于亚洲印度次大陆和青藏高原缝

合地带的东缘，是横断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境

面积 1.1×105 km2[1]。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该地

区总体上属于季风气候类型，日照充足，物种丰富，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之一。作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高黎贡山，有非常特殊的地质历史和独

特的生态自然环境。20世纪初就有多位学者深入高

黎贡山进行考察研究，1902 年美国著名学者 J. F. 

Rock、1904年英国博物学家 G. Forrest、1915年奥

地利学者 H. Handel-Mazzetti和 1922年英国学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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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Ward等；国内以 30年代的蔡希陶、王启元、俞

德竣，40年代的刘慎谔、秦仁昌、冯国楣，原南水

北调综合考察队滇西北分队、自然资源横断山地区

综合考察队、怒江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以

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李恒团队等最具代

表性。植物区系是自然形成的产物，是植物界在一

定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自然历史等综合条件作用

下长期发展和演化的结果，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选择高黎贡山南段与北段进行区

系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该地区种子植物区系性质、

特征、起源及演变，同时对植物区系分区和研究过渡

地区植物区系的地理属性具有参考价值。 

 

1 自然地理和环境概况 
 

高黎贡山南段和北段的植被类型和物种组成

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高黎贡山南北跨度大，南

段位于 98°34′~98°50′ E，24°56′~26°09′ N，北段位

于 98°11′~98°47′ E，27°30′~28°22′ N (图 1)，纬度跨

度大决定了其古北极和古热带植物成分的过渡交

汇特性[2]。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明显，南段具有明显

的干湿季，年均降水 2253 mm，年均气温 15.8℃,

而北段四季降水分配均匀，年均降水 2670 mm，年

均气温 15.2℃；地势北高南低，海拔梯度大，南段 

 

图 1 高黎贡山南段与北段示意图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645~4161 m，北段 1040~5128 m[3]；这些生境差异

导致了高黎贡山南北段植物区系的差异。 

 

2 材料和方法 
 

南段数据为多年来对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进

行考察时采集的标本，以及查阅数字标本馆和整理

文献资料[4–8]。经统计，高黎贡山南段现有野生种

子植物 192科 878属 2807种(包括种下等级，不含

栽培种及外来入侵种)。北段数据根据《高黎贡山北

段种子植物区系研究》进行统计，共计有 172科 778

属 2816种(包括种下等级)。 

采用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方法，通过

对高黎贡山实地考察，采集标本、分类鉴定、馆藏

标本和文献资料整合，裸子植物按郑万钧(1978)系

统，被子植物按 Hutchinson系统，建立种子植物名

录。再按吴征镒的植物区系分布区类型的原理和方

法，确定每种植物的科级、属级和种级分布区类型，

最后进行数据统计及对比分析研究。 

 

3 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3.1 组成成分比较 

南段 192 科种子植物可划分为 10 个分布区类

型 12个变型；878属可划分为 15个类型和 22个变

型；2807种可划分为 15种类型 9亚型 14个变型。

而北段 172科种子植物可划分为 10个分布区类型 7

个变型；778 属可划分为 15 个类型和 19 个变型, 

2816种可划分为 15种类型 9亚型 20个变型。 

科级水平    南段分布热带性质科有 84 科, 

温带性质的 51 科，分别占总科数的 62.22%和

37.78% (不计世界广布，下同)；北段分布热带性质

科有 80 科，温带性质的 61 科，分别占总科数的

56.74%和 43.26%，表明在科级水平上，热带成分南

段高于北段，温带成分北段高于南段。南北段均含

10个分布类型；不同的是南段有热带亚洲至热带大

洋洲分布 2科，北段有中国特有分布 1科。按南北

段分布类型的科数排序，最多的前 3 个类型相同,

反映出科级的区系起源相似性较高，而南段有较多

的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反映高黎贡山南

段科级水平起源和演化上与热带亚洲联系紧密；而

北段有较多东亚成分，则反映了高黎贡山北段科级

水平起源和演化上与东亚分布较南段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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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黎贡山南段与北段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比较[9] 

Table 1 Comparison on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s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分布类型 
Areal-type 

南段 Southern 北段 Northern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数量 
Number 

% 数量 
Number 

% 数量 
Number

% 数量 
Number

% 数量 
Number 

% 数量 
Number

% 

1T* 57 29.69  63 7.18  40 1.43 31 18.02 55 7.07  26 0.92

2T 63 32.81  149 16.97  30 1.07 68 39.53 107 13.75  15 0.53

3T 11 5.73  14 1.59  7 0.25 5 2.91 13 1.67  3 0.11

4T 5 2.60  68 7.74  23 0.82 4 2.33 49 6.30  13 0.46

5T 2 1.04  36 4.10  47 1.67 0 0 27 3.47  27 0.96

6T 0 0  50 5.69  42 1.50 0 0 34 4.37  23 0.82

7T 3 1.56  150 17.08  618 22.02 3 1.74 96 12.34  464 16.48

8T 32 16.67  132 15.03  32 1.14 36 20.93 152 19.54  34 1.21

9T 9 4.69  43 4.90  6 0.21 9 5.23 47 6.04  5 0.18

10T 2 1.04  37 4.21  24 0.86 3 1.74 42 5.40  37 1.31

11T 0 0  7 0.80  36 1.28 0 0 8 1.03  43 1.53

12T 0 0  3 0.34  6 0.21 0 0 3 0.39  13 0.46

13T 0 0  1 0.11  7 0.25 0 0 3 0.39  8 0.28

14T 8 4.17  111 12.64  804 28.64 12 6.98 125 16.07  873 31 

15T 0 0  14 1.59  1085 38.65 1 0.58 17 2.19  1232 43.75

合计 Total 192 100  878 100  2807 100 172 100 778 100  2816 100 

* T: 分布区类型; 1~15见吴征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9]。 

* T: Areal-type. 1-15 see The areal-types of Chinese genera of seed plants by WU Zheng-yi[9]. 

 

属级水平    南段有热带性质属 467属，占总

属数的 57.30%，温带性质属 348 属，占总属数的

42.70%；北段有热带性质属 326 属，占总属数的

45.09%，温带性质属 397属，占总属数的 54.91%。

这表明在属级水平南段植物区系以热带成分占优,

北段以温带成分占优。群落研究也表明，南段的科

属区系组成具有明显的热带起源背景[10]。南北段均

含 15个分布类型，表明南北段地理成分均较复杂。

按南北段分布类型属数排序，南段前 4个类型依次

为 7、2、8和 14类型，北段依次为 8、14、2和 7

类型；虽然顺序不同，但成分相同，只是南段以热

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与泛热带成分居前，而北段

以北温带成分与东亚成分居前。这说明高黎贡山为

古北大陆和古南大陆的交汇区域，即东亚区系中的

喜马拉雅区与马来西亚区交汇区域。 

种级水平    南段有热带性质种 767种，占总

种数的 27.72%，温带性质种 2000种，占总种数的

72.28%；北段有热带性质种 545 种，占总种数的

19.53%，温带性质种 2245种，占总种数的 80.47%。

这表明在种级水平南段热带成分高于北段，北段温

带成分高于南段，但都以温带成分占优。按南北段

分布型种数排序，南段与北段的前 3个类型完全相

同，依次为 15、14 和 7 型，说明高黎贡山南段与

北段种子植物区系主体组成成分是一致的。同时,

南段科级水平上群落具有亚热带性向温带性过渡

的区系特征[11]，北段的生态地理环境较为复杂，获得

新生物种形成的环境机遇较多，更有利于新类群的发

生、发展和分化，所以北段特有物种要多于南段。 

 

3.2 成分相似性比较 

从南北段种子植物区系资料对比(图 2)可以看

出，南段地理成分类型分布与北段的基本一致，方

差分析表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的显著度(sig.)均小

于 0.05，表明回归分析有意义。从图 3来看，表明

科的吻合度相对偏小，但属、种的地理成分类型分

布上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两区系密切相关(科、属和

种分布区类型的 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3、

0.989和 0.989；sig.同为 0.000)。但南段区系类型中

热带性质和东亚性质更趋明显。 

 

4 植物演变差异化 
 

4.1 科属种分化程度比较 

高黎贡山南段种子植物的科属种比为 1∶4.57∶

14.62，北段为 1∶4.52∶16.37(包括种下等级)。相

对而言，北段区系“科少种多”的特点反映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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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黎贡山南北段种子植物的地理成分 

Fig. 2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s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图 3 地理类型分布的线性回归带 95%置信区间。x1: 北段科；y1: 南段科；x2: 北段属；y2: 南段属；x3: 北段种；y3: 南段种。 

Fig. 3 Linear regression among distributions of geographical types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x1: Family in north; y1: Family in south; x2: Genus in north; 

y2: Genus in south; x3: Species in north; y3: Species in south.  

 

表 2 高黎贡山南段与北段的科属种分化程度 

Table 2 Diversity of seed plants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Gaoligong Mountains 

 南段 Southern 北段 Northern 

科/属 Family/Genus 192/878=0.218679 (1∶4.57) 172/778=0.22108 (1∶4.52) 

科/种 Family/Species 192/2807=0.068400 (1∶14.62) 172/2816=0.06108 (1∶16.37) 

属/种 Genus/Species 878/2807=0.312789 (1∶3.2) 778/2816=0.27628 (1∶3.62) 

科/属/种 Family/Genus/Species 192/878/2807=1∶4.57∶14.62 172/778/2816=1∶4.52∶16.37 

 

年青和新生的性质，南段“科多种少”的特点反映南段

区系较为古老和保守的性质。由表 2可见，科属比在

南段为 0.219，北段为 0.221，说明属级多样性南段强

于北段，南段区系的古特有性略高。而科种比和属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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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则都是南段大于北段，说明种级分化北段强于南段，

其原因是北段由于后期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物种的

分化程度变得更强，易产生大量的新生特有种。 

 

4.2 区系科属种相似性比较 

采用 Sprenson 的公式 Sc=[2C/(A+B)]计算不同

地区或不同地理成分间的相似性[12]，式中, Sc为相

似性系数，C为两地共有类群数，A、B为两地各自

的类群数(均不含世界广布类群)。区系相似性系数

越大，表明区系起源、性质相似程度越高，而区系

分化程度则越低[13]。 

科级水平    南北段共有科 156科，南段有 36

科非共有，如黄眼草科 (Xyridaceae)、箭根薯科

(Taccaceae)、买麻藤科 (Gnetaceae)、山龙眼科

(Proteaceae)、肋果茶科(Sladeniaceae)、透骨草科

(Phrymaceae)、鞘柄木科(Toricelliaceae)、水青树科

(Tetracentraceae)等，且有 11科为世界广布。北段有

16科非共有，如牛栓藤科(Connaraceae)、领春木科

(Eupteleaceae)、星叶草科(Circaeasteraceae)、九子母

科(Podoaceae)，没有世界广布科[14]。南北段种子植

物科的相似性系数(Sc)为 0.84。 

北段有 5科东亚特有(非南北共有)：星叶草科、

九子母科、四角果科(Carlemanniaceae)、囊苞花科

(Triplostegiaceae)，其中 1科为中国特有。而南段的

东亚特有科较少，非共有科仅有鞘柄木科和水青树

科(Tetracentraceae)。这表明北段植物更接近东亚区

系。而南段除东亚特有科分布较少外，还分布有起

源古老的肋果茶科、十齿花科(Dipentodontaceae),

反映这一区域在地质历史上的古老性[15]。 

属级水平    南北段共有 586属，包括世界广

布 50属；南段有 292属非共有，含 13属世界广布；

北段有 192属非共有，含 5属世界广布。南北段属

的相似性系数为 0.68，相对于科级水平区系已经有

了较大的分化。 

中国特有属南北段共有的有 6 属：箭竹属

(Asteropyrum)、贡山竹属 (Dickinsia)、紫菊属

(Sinocarum)、蜂腰兰属(Berneuxia)、拟单性木兰属

(Pterygiella)、台湾杉属(Paragutzlaffia)。 

南段有 8 属为中国特有(非南北共有)，分别是

全唇花属(Eurycorymbus)、心叶石蚕属(Davidia)、直

瓣苣苔属(Sinolimprichtia)、马蹄香属(Syncalathium)、

牛筋条属(Whytockia)、瘿椒树属(Ypsilandra)、栾树

属(Smithorchis)和长蕊斑种草属(Taiwania)；北段 11

属中国特有(非南北共有)，分别是珙桐属(Davidia)、

马蹄芹属(Dickinsia)、小芹属(Sinocarum)、舟瓣芹

属(Sinolimprichtia)、藏岩梅属(Berneuxia)、合头菊

属(Syncalathium)、翅茎草属(Pterygiella)、异叶苣苔

属(Whytockia)、南一笼鸡属(Paragutzlaffia)和反唇兰

属(Smithorchis)。 

种级水平    南北段共有植物 1131 种, 包括

世界广布 12 种；南段有 1676 种非共有，含 28 种

世界广布；北段有 1685种非共有，含 14种世界广

布。南北段种的相似性系数为 0.40，由于生态环境

的变化和区系的演变与融合，相似性系数低于 0.50，

表明两区系分化程度较高。 

在种级水平上，两地种子植物出现了比科级和

属级更多的差异。南北段共有种占总种数的 40.29%，

其中，341种为中国特有，76种为云南特有，24种为

高黎贡山特有。高山玄参(Scrophularia hypsophila)、

云南鹅掌柴(Schefflera yunnanensis)、孔目矮柳(Salix 

kongmuensis)、贡山悬钩子(Rubus gongshanensis)、大树

杜鹃(Rhododendron protistum var. giganteum)、贡山杜

鹃 (Rhododendron gongshanense) 、 长 爪 梅 花 草

(Parnassia farreri)、独龙重楼(Paris dulongensis)、独

龙蛇根草 (Ophiorrhiza dulongensis)、粗壮珍珠菜

(Lysimachia robusta)、金黄凤仙花(Impatiens xanthina)、

微绒毛凤仙花(Impatiens tomentella)、同距凤仙花

(Impatiens holocentra)、怒江球兰(Hoya salweenica)、

贡山独活(Heracleum kingdoni)、贡山竹(Gaoligong- 

shania megalothyrsa)、片马柳叶菜(Epilobium ker- 

modei)、俞氏楼梯草(Elatostema yui)、多花掌叶树

(Brassaiopsis polyacantha)、贡山桦(Betula gynoter- 

minalis)、腾冲秋海棠(Begonia clavicaulis)、缅甸南星

(Arisaema burmaense)、锐叶香青(Anaphalis oxyphylla)、

腾冲异形木(Allomorphia howellii)为高黎贡山特有。 

 

5 讨论和结论 
 

从科、属、种 3个层面上，高黎贡山南段的热

带成分都高于北段，温带成分低于北段；科、属、

种级优势分布类型都表明南段与古热带植物区系

的亲缘关系较为密切，而北段则与温带东亚植物区

系较为密切，这也契合了高黎贡山南北纬度跨越

大，生态环境差异明显的特点。 

回归分析表明，科、属、种的地理分布成分吻合

度较高，说明南北段同属一个山脉，植物融合度较高，



332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第 24卷 

 

区系的地理成分也越来越趋同，这是融合演化的趋势。 

通过区系相似性比较，高黎贡山南段的科级、

属级分化程度都强于北段，数量构成中“科多种少”

的特点，古热带成分的相对优势，一些古老单型科

的存在，及南段生态环境变化较北段缓和而保留的

较多古老特有种，都反映了南段区系相对北段有较

为古老和保守的性质。高黎贡山北段的种级分化程

度强于南段，数量构成中“科少种多”的特点，特有

种较多，及北段的生态地理环境较复杂，更有利于

新类群的发生发展和分化，都反映了高黎贡山北段

相对年青和新生的性质。 

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区系的演变及南北相邻

区系融合，新属的迁入和新种的出现等导致南北段

的科、属、种在区系分化程度依次变高，而相似性

程度则依次降低，这些演变势必与横断山脉特殊的

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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