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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湾河谷地区 

种子植物区系的性质和近缘关系 

．  
垃，旦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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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西藏墨脱稚鲁藏布江太峡湾河各地区(海拔 2 600 m以下热带Ⅱ热带山地l属东喜马拉雅山地的一部 

分．在医系亲缘上再E口度东北部阿萨姆喀西山和那打口山 及尼泊尔等东喜马拉雅地区区系的一部分}其热带成 

分与我国云南南部的西双睡纳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是第三纪 来印度 马皋成分船中南半岛征移和交流的 

结果．也与同二者在地理上密切相连有关．在植物医系医划上．本地区山地基带植被是一种由热带植被向亚热 

带植破承平过蝮的具有限郁亚热带特色的半常缴硐林 但萁典型的印度 马来成分仍然有限．而泛北拯的中国 

喜马拉雅或分占优势．并拥有东亚或中国一喜马拉雅的特征科屑；固此墨脱雅鲁藏布江大蛱湾地区应归^瑟北极 

植物区中的东喜马拉稚植物地区． 

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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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togeographica l affinilies and f]orisidc nattl re of the big bend gorge rtropical and subtropica l 

mountainous region below 2 S00m)oft}Ie YaluTsangpo River，S．E．Tibet．E．HimaLayas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i the flora of the region was a part of E．Himalayas and bad the same or similar origihal 

background and elope phytogeographical affJnities to Assam ，N．Myanmar，Nepal and other regions of E．Hi— 

malayas；the tropica l elements there were also cl~elY related to those in X Jslauangba nna．S．Yunnan．This 

was resulted from thai since Ihe Tertiary perind Ihe Indo-Ma ayan elements ba d been dispersing and exehang 

ing along the indo Sino Peninsular to Himalayas，and lhal the regions were closely conneeted geographically． 

As for phytogeogra pI】ica]division，the climax vegetal Jon along the base area~of the gorge of E．Himalayas 

belonged to semi—evergreen rain fores*with slrong tropical chareeters which was a horizontal transitional type 

from typical tropica l fores1 to sul~ropJcal forest．The typical lndo—Malayan tropical elemems occurring in the 

forest were slil]limited．but the Sino—Himalayan elements were dominant．In addition．many families and 

genera typical of the E-Asia wqgre found in the region．So*he region should stil]be long to．E．Himatayan r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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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东部地区西藏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是世界上最探的大峡各，也是南季风通向青藏高原的东南 

大门，峡谷中发育了异常丰富的植物区系．有关这一地区的植物区系特征已有过报道 ．本文则研究这一地 

区种子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的关系以及在区捌上的归属问题． 

1 植物区系的亲缘关系 

稚鲁藏布江大峡湾河各地区主要是指西藏墨脱县境内海拔 2 500 m以下的热带亚热带 山地．由于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雅鲁藏布江峡各的河各条件．使其在植物区系组成上也有着特殊的表现．一方面它位于东喜马拉 

雅腹地．处于东、西植物区系成分沿喜马拉稚山脉迁移的通道上 ：另一方面叉因其与印度阿萨姆连结丽成为西 

南季风吹向青藏高原腹地的咽喉通道．因此该河各的植物区系同其东、西以及南担I均有较密切的关系． 

1．1 与印度阿萨姆植物区系的关系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河各地区植物区系所拥有的 1 409个分类单位 中，有至少 700个与阿萨姆共 

有+占区系成分总数的 5O ，其中有许多种则仅限于墨脱雅鲁藏布江大蛱湾河各地区与阿萨姆分布，如藏瓜 

( re - 咖 响d加)，绵毛水东哥(Saurauia gri fkii)+大叶石栎(盥 Jc口 删毗)，西藏栎 (Q~rc,s 脚础)，细 

柄石砾( ．∞ t)t藏咖啡(Coffee蛐klasii)，血红蕉(胁 ∞s~Hgulaea)．短颖双药芒(m 删 衅wardii)等．在河各 

热带植物区系组成上，与雅鲁藏布江下游(布拉马普特拉河)南侧的印度阿萨姆喀西山(Khasi hil1)，那加山(Na— 

ga hil1)等地最为亲近．倪志诚 ．程树志 比较墨脱地区与印度阿萨姆的关系结果表明，墨脱低山热带地区植物 

区系与阿萨姆地区的植物区系在起源上有着共同的渊源，都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继续．墨脱雅鲁藏布 

江大峡湾河各地区拥有 540个热带成分的分类单位中，其中至少有 390十分类单位(约占 73 )是与阿萨姆共 

有，由此可见二者问植物区系成分的相似程度 

事实上，不仅是河各热带，连本区的亚热带山地在植物区系的组成上也同阿萨姆有很高的相似性．在与阿 

萨姆井有的 700十分类单位中，除了 390十热带成分外，还有 3l O十温带成分与阿萨姆共有，这其中肓 272十 

分类单位是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占本区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总数(609十分类单位)的 44．67 ．此外，就 亚热 

带山地植被类型、群落的建群种及优势种等而言，二者也有许多共有的或相似之处．在阿萨姆喀西山和那加山 

海拔 1 300～2 500 n1间发育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相混的山地阔叶林，这些森林均属东喜马拉雅山地类 

型 。 ；其中，许多森林类型及群落中的重要成分与本文研究地区相同．例如，本区有代表性 的通麦栎(胁 例 

／auata)群落以及典型东喜马拉雅特征的薄片青冈(㈣  lameaosa)群落，刺栲(0 。 spp．)群落等也是阿萨 

姆 山地的优势群落．二者间群落成分也有很高的相似性．就优势成分而言，阿萨姆亚热带山地植被中前 薄片青 

阿，华南石栎 (L )，通麦栎，西藏栎，厚叶石栎(L 嘶 )，南亚含笑(Ⅳ m )，马蹄荷 

(EzbucklarMia )，蒺藜栲( 嘲M ~rilmloides)，黄杞(Ea 出 叩}G幽)+长蕊木兰( 砌” ca0wartii)，曼 

青冈(c-“r n )，长柄木荷(Schima岛 加)，滇藏杜葵( ．yrace~s)+披针叶杜英(量 听 )．西藏虎皮楠 

(m Hm 珊̂ )，城 叶 含 笑 ( 幽 ~~．1atlaa)，藏 八 角 (1lticiura gr~ hii)+树 形 杜 鹃 (如出 

胛 wm)n。“ 等，在本地区同样也是上层优势种．P．Legris and V．M．Meher—Honigi~ 分析印度植被区系成分时 

表明，印度东北部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及中国一印度成分来自于北方区域 ．同样印度东北部成分则也向北扩张 

到藏东南(包括本地区)． 

由于墨脱雅鲁藏布江大蛱湾地区进入丁东喜马拉稚的腹地，纬度也偏高，自然热带成分或印度一马来成分 

远 较阿萨姆贫乏．例如t本地区缺乏龙脑香属(／~#ervcar：vus)+婆罗双属(8Vxe~)．大花草属(岛 )，四数木属 

(m  埘枷)．猪笼草属( 叩 栖 )等典型的热带科属．其所拥有的其它热带科的种属也远较阿萨姆少 ，如露兜树 

属(Pa~danus)，墨脱仅 L种，阿萨姆地区则有 6种，豆蔻属(Amomu~a)墨脱 3种，阿萨姆 10种，石斛属(Deadr~ium)． 

墨脱 6种 ，阿萨姆 62种；另一方面，本地区位于中国一喜马拉雅区系成分发生或分化中心的西部边缘地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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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要比阿萨姆及缅甸北部为多．因此雅鲁藏布江大峡湾河各地区热带植物区系是现代印度阿 

萨姆植物低山热带区系沿雅鲁藏布江向北延伸的结果 同样阿萨姆山地植物区系也是东喜马拉稚区系南延的 ． 

表现．它们间热带成分及温带成分呈犬牙交错． 

这样的分布格局的形成，除了现代地理因索外，还与地史原因有重要的关系．L．N．Bor[ ，A． Rao[ 指出， 

东喜马拉雅的抬升以及第四纪冰期是影响东喜马拉雅和印度东北部植物区系性质的主要原因．在冰期到来 t 

时，喜马拉雅前冰期的植物区系向温暖的南方扩展，使得东喜马拉雅区系沿那加山和喀西山南迁 ，因而使那加 

山和喀西山的植物区系东喜马拉雅区系连成一片．泳后期南方的印度一马来戒分及冰期被迫南迁的东喜马拉雅 

的植物区系成分叉恢复北移，这样的南北迁移对这些地区植物区系的融台厦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 

东喜马拉雅(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湾地区)阿印度东北部(喀西山、那加山等地)植物区系相似的主要原因． 

1．2 与缅甸北部植物区系的关系 

由于有关缅甸尤其是缅甸北部植物区系的报遭较少，因此缅甸北部的植物区系尚无法进行详细的比较． 

但就凭现有的资料仍能看出二者同的关 系：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河各地区植物区系中至少有 500个分类单 

位(占本区总数的 35 )与缅甸北部共育，可见本区阿缅甸北部问的区系联系比较紧密．应该说墨脱雅鲁藏布 

江大峡湾地区，印度阿萨姆以及缅 甸北部自新第三纪以来就是一块连续的区域和毗邻的地区，三者同的现代 

植物区系性质及来源也应该有共同的背景． 

Hc~kcr[ 最早将缅甸连同阿萨姆，及与之相邻的中国省分和泰国射为一个植物省．Clarke~ 和 ChattCl'jee[ ] 

分缅甸为两十植物地理区域，即上缅甸和下缅甸两个区域．此外，Kurz[川和 Stamp。。 均对缅甸的植被进行了盘1 

分和研究．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缅甸北部的山地植被与东喜马拉雅的山地植被相似．其山地森林中均富有栎属 

( 州 )，包括青冈亚属(Subgen．0 帅 )，拷属(Castauo~ )，厚皮香属( r呻H姐)，马蹄荷属(Exback~一 

曲)和杜鹃属(Pd~odMtmdron)．Chatterjee E9 研究了缅甸的特有成分，指出缅甸区系中有2个主要的外界影响，一尉 

是来 自其东北方向的中国温带的和高山的成分 ，另一则是来自其东南方向的马来西亚成分．Kingdon—Ward： 一 

指出，缅甸北部的植物区系是由印度一马来成分、东亚成分 、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及古北极成分组成．其低地几乎 

全是印度一马米成分，而高山地段则几乎全是中国 喜马拉稚成分 ，二者闻的温带植物区系附包含了相当数量的 

东亚成分，还有较高比例的特有类群．在 1960年 Kin孽don—Ward r】”叉指出，缅甸北部的植物区系成分来源于 3 

个方向的植物地理区域，即南边马来西亚区域，东边的东亚植物区域以及北方及东北方向的中国喜马拉雅区 

域．从上缅甸森林组成的优势成分上看“] 在海拔 1 000 m以下的低地河各地带主要发育有由龙老脑香，婆椤 

双，四数术 ，萍婆(8~rodia)，揽仁( m 姐)．紫葳(Lar~stroeraia)，藤黄(Gavcinia)，黄桤( 出 )，等组成的常 

绿和半常绿雨林；而在海拔 l 660to,以上山地森林则富有栎属(包括青弼亚属)，栲属，石栎屠，马蹄荷属，厚度 

香属 ，杜鹃属等．这些在阿萨姆的那加山及喀西山等地均可看到．由此看来．阿萨姆与缅甸北部的区系关系同 

样十分密切，按 Kingd0n—Ward g川的看法，缅甸北部的区系与其说是缅甸的，迁不如说是阿萨姆的．对于本地区 

而言 ，除了河各热带成分缺乏象龙齄香，四效木等典型的印度一马来成分外，其余大部分热带成分如干果榄仁 

(Termi~M讯 )．小果紫葳( 4d啪 )，百日青(Pod,~earr,us料 )，狭叶红光村( 蝌埘 

ci~a)，盖裂木(TaMuma hadOscatil)等与缅甸北部相同．在海拔 l 090 m以上山地森林科、属、种的组成刚更为相同 

或相似，云南铁杉( duravsa)，云南红豆杉(Tazu8 yaNna~ )，长蕊术兰．锈毛无女花(协5仙 )．南亚 

含笑，水青树(豫 st )．领春木(~up'e~ca脚  脚)，毛叶油丹( 加 口砌 洲 )，毛果杜英(舶聊一 

carw~r~sus)，马蹄荷，通麦栎等均为二者山地森林植被中的常见种类．由此可见，本地区的植物区系与缅甸北 

部的区系也有营十分密切的关系． 

1．3 与云南独龙江植物区系的关系 

独龙江是缅甸北部恩梅开江的上游部分，其环境除 丁河各海拔较高(1 200 m，我国境内)外，其余与本地区 

的峡各环境也十分相似．虽然独龙江缺乏象千果揽仁．马蛋果(嘶 Ⅵr抽 曲呐 )，尼泊尔天料木(拙朋 

日 船)，狭叶红光材(舶唧口cme~,a)，尖苞冬叶( 啪1曲 出r柚m)，藏南山槟榔(Pi~sga r( )和桄榔(Armuja 

曲)等典型的热带成分．其区系的热带性不如本地区强，但总体看来，独龙江地区的区系组成，与墨脱海拔 

1 100m以上地区相比尤其相似．例如．它们都有由体江栎( ． t 踟)、薄片青冈组成的大面积的半常绿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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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以及由通麦栎、南亚含笑等组成的常绿阙叶林和不丹橙(P~as 咖 Ⅻ)林等东喜马拉雅南翼所特有的植被 

类型．许多常见的优势成分均为二者共有，典型的代表类群有：藏合欢(A~bizia舶 riffii)，小果紫葳，贡山拎(助一 

扣9 咖  $)，丽江拎(Eurya latt~l—ma~．．ze22ii)，独龙拎(E~rya如 踟)，多脉水东哥(胁 伽  )，角柄 

厚度香( 嘲 州 blanches)，怒江藤黄(Garcium mu 8 )，滇北杜英(肋忡 P时boreedi一 帆删 )，侏江鼠 

刺(1tea 5 )，贡山厚朴(Mag~lia rostrata)，锈毛无女花，长蕊术兰，西藏马兜钟( “ w griff~ii)，马蹄 

荷 ，滇结香 (gdgewarthia gard~eeri)，贡山九子母(西h t~4gare)，毛管花( 细口ctnn~ )等．闵无禄和李恒 在 

研究独龙江杜鹃花属的区系时也指出，独龙江与缅甸东北部和邻近的西藏东南部有着密切的区系联系，在地 

史上可能同属一古老的地块．当然，由于独龙江属横断山区的范围，也正处于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的发蔼【中心和 

多样化中心或其附近的区域内，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的复杂性及多样性方面要比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地区为 

突出．如旌节花科的原始类群滇缅旌节花(h'tachgarus 耐 )仅见于缅甸北部和独龙江 ]；东亚(中国)特有科 

珙桐科(Davidiaceae)和许多中国特有属种如秃杉属( 姗 m)，马蹄芹属(Disbism)，岩匙属(腑 岫 瑚)，异叶苣苔 

属 (骱 础 )以及峰腰兰属(B~teym)等的西界仅选独龙江，云南橙(尸． L )和华山松(尸．arma~／／)都未分 

布到墨脱． 

1．4 与泥泊尔和东喜马拉雅其它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 

由于尼泊尔正处于东喜马拉雅区系与西喜马拉雅区系的过渡带上(东经 80 以西 或东经 85。以西 )，因 

此尼泊尔西部和东部的植物区系是有别的．地理学及其它证据表明，西喜马拉雅抬升时间较晚，因此西喜马拉 

雅植物区系比东喜马拉雅植物区系更年轻 ，并且它 ff]在来源上也有别．西喜马拉雅区系主体是来蔼【于中亚 

成分，而东喜马拉雅山地的主体则是来自于中国、日本成分(东亚成分)lI ]，低地叫以印度一马来成分为主，表 

现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植物区系赛缘_̂ ．因此应该说尼泊尔东部是位于东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范围内，显然 

与处于东喜马拉雅区系腹地的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植物区系的关系较为密切．尼泊尔的山地森林植被类型 

及种类组成很多是同墨脱地区共有．从M．L．Banezjl‘：“和 H．Kanai[’ 的研究资料可以看出，在本区海拔l 000 m 

以下的低山半常绿雨林中常见的优势种和伴生种如千果榄仁，小果紫葳，云南黄桤，尼泊尔无料术，叶轮术(0 ． 

8)和乔术紫珠(Ca~icarlm abore~ s)等也是尼泊尔低山热带森林群落的主要成分，而尼泊尔海拔 

l 000 m以上的常绿 阔叶林的主要成分如 蒺摹栲，刺栲( ．&gtriz)，印度栲 ( ．i~ca)，尼泊尔桤 木( 邺 

埘 e删 )，滇结 香，薄片青阿，绢毛术姜子(Lits~ serica)，黄丹木姜子(L．幽 嘲m)，锡金黄肉楠( 加  

m蛔n )和常春藤等也是墨脱森林中的常见种类．二者间有着众多的共有种 属以及相似的植被类型．张宏 

达等n 也指出，尼泊尔 60 的种与滇、藏共有，是华夏区系的一部分．但也由于尼泊尔覆盖了热带喜马拉雅的 

范围，它阿样拥有龙脑香等众多的热带成分，并且处于西喜马拉雅及东喜马拉雅的过渡带上，自然混杂了一定 

数量的喜马拉雅成分如喜马拉雅红豆杉( 础s H 枷 )，西藏长叶橙(Pht~s眦 删“)，雪松( 蛐 4)等． 

此外，由于其位于东喜马拉雅的最末端，众多的中国-喜马拉雅成分在由东向西传播过程中逐步减少，因此墨脱 

比尼泊尔拥有更复杂的、更多的中国-喜马拉雅成分，倒如东亚特有的十萼花科(Dipentodonaceae)，八角莲属 

(Dyso．vma)西界仅达墨脱和米林而不见于尼泊尔．山胡椒属( -如 )在墨脱地区有 l5种，其中仅团香果(L埘 

』“m)t纤毛山胡般(L )和西藏钓樟(L． c瑚)等 3种分布到了尼泊尔外 ，其余大部分均不超过墨脱 

或藏东南 ；术姜子属(蹦鲫 )在本区分布的 21种中，也只有2种即绢毛术姜子(L．ser~)和黄丹术姜子(L．ebm~~- 

l”价)达到了尼泊尔；壳斗抖墨脱地区共有 30种，但到了尼泊尔ⅢI『只有 13～l6种． 

在同东喜马拉雅其它国家比较上，由于它们同在东喜马拉雅山地范围中，互相间并无间断，因此它们间的 

区系性质应该是相似的．当然由于山体从东西走向上的差别，从东到西由于距中国-喜马拉雅成分的核心地较 

远，因而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表现出了由西向东逐步增加，由东向西逐步减少的趋势，如领春木西界只达阿萨姆 

及本地区；侏江栎，独龙拎和贡山拎西界也仅达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地区． 

K．Ward̈ 研究缅甸区系时就提出，喜马拉雅是中亚和印度及中南半岛植物区系传播的屏障，但却是连接 

东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通道．G．Miehe[ 指出，可能在地史上整十喜马拉雅地区及藏南高地，以及从喜马拉雅 

南坡到恒河平原的广阔地区存在有一个温暖的气候区，在这一区中上述地区是连成一起的，并提供了迁移通 

道．以后随着喜马拉雅抬升，喜马拉雅山眯东西气候发生了分异，西部 日益干旱，而东部则继续保持着潮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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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气候．也正由于此，使得东喜马拉亚植物区系在向西的扩张对逐步减步，四喜马拉雅植物区系向东迁移时 

受到阻碍 ，并且在植被类型上也表现出了由东向西逐步适应干旱环境的变化 1日]．在东部可以看到由东喜马拉 

雅区系向中国植物区系的过渡，在雅鲁藏布江一带和蒙尤尔渗透有许多横断山区(四川西部，云南山区)的种 

类，与此同时，不少东喜马拉雅的植物也能在中国西南找到㈣．Gfietson和 D．G．Long 讨论了不丹植物地理的 

特征，结果表明，不丹的热带及亚热带区系仍然是以东南亚、马来西亚及中国喜马拉雅及 日本成分(东亚成分) 

为主体．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分布的热带成分电除了龙脑香科，四数木科，苏铁科和芒果属等的本地区没有外， 

其余大部分本区都有。其东亚成分中大部分是和本区共同的，尤其是其常绿阔叶林的上层优势种．倒如，薄片 

青冈，刺栲，蒺藜栲，通麦栎，藏古关和南亚含笑等． 

1．5 与云南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的关系 

惋志诚，程村志⋯曾比较过本区热带植物区系与西双版纳植物区系问的关系；朱华 曾比较过与西双版 

纳尤赫香林的关系，结果均表明，3个地区的古热带植物区系成分比较丰富，而且互相间共有程度较高．刘伦 

辉，余有德 -7，郭荫卿和扬字明。 等的研究也曾指出，云南西积版纳热带山地森林群落结构及区系组成与本地 

区相似 这无疑表明，在第三纪这些地区有相似的发生背景及地理上的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在第三纪时印度一 

马来成分沿中南半岛北迁的结果，并且由于它处在地理上的边缘，这样的相互迁移可能自第三纪 以来就没有 

间断过 ． 

，

，  

植物区系的性质 

由于西藏墨脱雅鲁藏布江大蛱湾地区位于东喜马拉雅愎地，因此它的区系性质同整十东喜马拉雅及相邻 

地区(印度阿萨姆等)的区系性质密切相关．由于这些地区尤其是东喜马拉雅南坡和印度阿萨姆及缅甸北部等 

地区正处在泛北极的温带成分和古热带的热带成分交忙混杂的过渡带上 ，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地区植物区 

系在区划上仍有不同的看法． - 

早在 1854年，Hooke 就将阿萨姆、缅甸及与其邻近的中国地区(包括本地区)、泰国捌分成一个植物省； 

i929年．C．V B．Marquand__”也指出，趴锡金延伸到 中国西部和整个东喜马拉雅，西藏东南部都是同一性 质的 

植物区系，应该是一十植物 区．K．Ward~ 将包括本地区在内的西藏，喜马拉雅，锡金至喀喇昆仑地区划成了 ‘ 

“中国一喜马拉雅埴物区 ．李惠林(LiH ul—lin)Ⅱ 将喜马拉雅南翼 (包括墨脱的大部分地区)归入了中国一喜马拉 

稚地区”，而将本地区南fl!f划到古热带界 ，印度一马来西亚界的印度区内 Hooker~圳和 Cl~trk~[ )所确立的东喜马 

拉雅省包括了本地区．Stearn ，Raven口 ，塔赫他问刚所确立的东喜马拉雅省则排除该范围中海拔 l 000 m以 

下的热带植被，指出东喜马拉雅省的范围是大吉岭和锡金，不丹和喜马拉雅的大部分。西藏南部和东南部边界 

地区(迎季风面鞍潮湿的一些山抹。雅鲁藏布江流域边界上东部，自东经 92。以东，热带地区除外)，该省的东部 

范围包括了南迦巴瓦，扩展到雅鲁藏布江下睹地段．Clayton和 Cope TAI 在研究1日世界禾本科的分布中。将印 

度那加山和喀西山(包括本区在内)等地1日入了泛北极植物区，喜马拉雅地区，指出这些地区有大量的西藏成 

分，即使是在其南部边界分布的种类也便有 l／3有热带亲缘． 

塔赫他间_5 将在本地区南方的印度阿萨姆，归为卡西一曼尼普尔省，并划在泛北极中，指出率省植物区系具 

有印度一马来娓台的性质。但超过 900 m海拔高度的区系是泛北般的．但 Good[” 则将之归入到古热带，而 Clay— 

ton和l~anigrahi 利用计算机分析了印度禾本科植物的分布后，以充分的根据将印度东北部的 那加一卡西特有 

中心”，归入瑟北授并包括在喜马拉雅区内．L—N．Bor r| 对印度东北部的东喜马拉雅，那加山和喀西山的植物区 

系研竞后指出，这些地区的区系中，印度一马来成分是基本的区系成分 ，并强烈地混有中国成分． 

关于西藏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地区植物区系的区划，冥征镒 和吴征镒、王荷生Ⅲ 将本地区划入了泛 

北极植物医，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东喜马拉雅森林植物地区(这其中便包括了下述的喜马拉雅南翼地 

区)．但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本地区是热带性质的。刘亮2*it在傲西藏禾本科分区时。指出西藏分布的禾本 

科热带属几乎全集中在本地区，而将之划入喜马拉雅南部地区．李恒和武素功“ 啪将本地区划到喜马拉雅南 

部地区(1A1)。井指出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南坡地区(包括了察隅、墨脱、错那、聂拉木至吉隆一带)是西藏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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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热带植物的地区，属马来西亚森林亚匡(IA)的范畴．确认了在中国西藏境内存在有古热带植物区即喜马 

拉雅南部植物地区．后郑度 J、吴征锚 等也认为．西藏应归为两个植物区t即泛北极和古热带植物区或界．程 

树志、倪志诚 ]，倪志诚、程树惠Ⅲ将墨脱划在古热带植物区，印度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的墨脱古热带森林 

植物地区．并明确指出其地理范围在墨脱县境内，以贯穿该县的雅鲁藏布河答为中心t东、西均以海拔 I 100 m 

以下的地段为界，南至中国边境．北止拉萨附近的热带河谷区域；同时还强调墨脱的喜马拉雅山南翼是唯一具 

有热带植被类型和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医域．除此之外，在我国控制线境内的喜马拉雅南翼的任何区域都不存 

在古热带植物区． 

实际上，在划本地区系为热带性质也即喜马拉雅南翼地区时，多数学者除丁依据在河答(海拔 I 100 m以 

下)中含较多的热带成分外；同时也考虑喜马拉雅南翼前山坡角的基带顶极植被属典型的热带性质．这样的依 

据是否可完全适合于地处乐喜马拉雅腹地的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地区，看来还值得再进一步商讨． 

喜马拉雅南翼山地是南北宽度约 l 20~21 0 km无数山体复聚而戚，西南季风向青藏高原内部北移的过程 

中水热释放能量都有梯度变化，日而宽厚的喜马拉雅南翼的山体内部有水平地带的分异，因此将喜马拉雅山 

脉南翼山地植被水平性质均 其南翼前山坡角的基带顶搬植被为依据是有些欠妥的_| 实际上，冉北纬 28。 

30一以北至 29。30 左右 的河答的基带植被是一种由热带植被向亚热带植被水平过渡的具青浓有『f亚热带特色 

的半常绿雨林，这其中便有典犁的泛北板成分象尼泊尔桤术(A／n~ ~．m／ea*,／s)混生或在河漫滩等处成片生长，而 

非为典型的热带丽林．这同喜马拉雅南翼前山坡角的热带常绿雨林的是截然不同的． 

从其区系成分的组成上看 ．虽本地区海拔 l 100 m以下以热带成分为主且包含了许多典型的印度一马求成 

分．但总的看来 ，仍缺乏典型的热带亚洲雨林中的代表科属．如龙脯香科，四数术科，猪笼草料(Nepenma艘ae)． 

隐翼 科(Crypteroniaceae)以及风吹楠属(HorfwIdia)，肉豆蔻属(Myr~lica)，红厚壳 属(Cato#yltnm)，精绿术属 

(Aaogeis~ )，芒果属(,',laugifer~)，荔枝属(D／chi)，番龙眼属(po raetia)，龙眼属(IhmoCOrlmS)等，即使是所具有的热 

带成 分如榄仁属(仅 1种)，天 料木属 (仅 1种)，向豆蔻科 (仅 1种)，番荔枝科(仅 3属，4种)，藤黄科 

(Guttiferaea)(仅 I属，3种)，露兜耐科(Pandanaeeae)(1种)等种类也有限．相反，泛北极植物区的特征科，如壳 

斗科(Fagaeeae)，山茶科 (Theacaeae)，桦术科(Betutaceae)，术兰料(Magnol~aceae)，金缕梅科(Hamamelidaceae)等 

却在本区占主导地位．尤其是一些求亚特征科及属(如前迷)也出现在本区；此外，一些以我国西南和横断山区 

为多样化或丹前中心的类群．如润确属(Mocldlas)，木姜子属(L 删 )，山矾属(跏  w)，悬钩子属(Rubus)等也 

异常丰富．由此看来．该地 区应该是泛北极植物区南缘拥有鞍多热带成分的区城． 

实际上，印度东北部的喀西、那加山以及雅鲁藏布江大峡湾的璺脱地区正处于泛北设植物区同古热带植 

物区的过渡带上或两十区重叠的地域中，l 000m以上山地是以属泛北极植物区的中国喜马拉雅成分为主体， 

而 l 000m以下，则是以印度一马来成分为多．而本地区则是印度一马来成丹沿雅鲁藏布江河答通道向北楔状分 

布的束稍，其热带性已太太地减弱．热带成分显著减少，并且在地理上．叉以广大的泛北极植物区相连接．因此 

在区崩上，笔者支持吴征锚等[as．4o 的划分，将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湾地区归入泛北极植物区中的末喜马拉雅 

植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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