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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科属的两种不同排序 

彭 华 、吴征镒 
c⋯ 茹 研究 soz。 旯 

 ̂ t／ 

H摘要 地处滇中南的景东无量山地区迄今计有种子植物207科，1026属，2540种。按照传统的 
种的绝对数目进行科属的排序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区系组成，但无法反映这些科属在1盏地区 

系建成中的相对重要性。本文提出了区系存在度，即某一科 (属)在该地出现的的次级分娄群与 

它的所有次级分类群的比值。按之再去进行排列，可得到一个迥然有异的排序 按绝对种教排序 

的大科在第二种排序中很少进人，相反，一些东亚特有或与邻近地区共有的科的在此出现的属的 

相对数目较多，区系存在度就大，能较好地代表该地种子植物区系的特点。同理，对属也进行类 

似的排列，得到的 VFP~>50％的 1 13属的排序中，具有 10种以上的大属均未能进入，而求亚及 

其变型却有 39属 (其中中国一喜马拉雅者有26属)，占 113属的 34．5I％，热带亚洲及其变型有 

34属，占30．97％，中国特有有 22属，占19．47％，其它所有的但有 17属，占15．05％。因此， 

在无量山的区系中。这三方面的属无疑是具有标志性特点的重要娄群。显髂，后一种排序能较好 

地反映什么样的科属在区系建成中的相对重要性来。 

美糊 ，区系存碱誊 率系圣 植 7 
TW O KINDS OF DIFFERENT RANK玎 G M ATHoDS 0F FAM ILIES 

AND GENERA 0F THE SEED PLANTS FLoRA IN 

M T．W ULIANGSHAN 

Peng Hua，W u Zhengyi 

{Herbarium ofKunmingInstitute ofBotany 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Kunmi~g 650204) 

Abstract There are 2540 species in l026 genera and 207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M t． 

W uliangshan which is located n the south—central part ofYumxa~provinoe．southwtmt Chin We 

have obtained a complete composition of this flora by ranking of the families and genera accord- 

ing to the absolute numbers of species comprised in them．It is a traditional approach by which it 

is difficult to reflec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uch fam ilies and gen era iu its florlstic composition． 

VFP(Value of Flofisdc Presence)，that is，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the secondary taxa oceurrm~ 

inthisplacetothatinalltheworld．hasbeenputforv~ard Thenbasedo／71VFParrangingthem,we 

can get a rather different rank，in which few large families of absolutely large numbers of species 

can be found．On the contrary some small families endemic to East Asia or distributed mainly in 

it and adjacent re百ons have hi曲er VFP because ofhaving relatively many genera in this plac*and 

can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ncrete flora．By the sam．e arrangement of th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390010)及云南省科委应用基础研究基盎项目 (96C08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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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none ofthelargegenerawithmorethan10 species can enterthe rank of1I 3 generawith>  

50％ of VFP．On the contrary，the genera with East Asia areal—type and its subtypes have 39 gen- 

era(among them 26 ones betonging to Sino Himalayan subtype)in it，making up 34 51％ of the 

total The genera with T ropical Asia and its subtypes have 34 ones，doing 30 97％ ，the ones en- 

demic t0 China have 22．doing 19 47％．and all the others have only 17，doing 15．05％ Therefore， 

in the flora of Mt．W uliangshan．the three kinds of generaare no doubt important taxa that can 

svmbolize this flora It is clear that it probabty is concluded that the latter ranking can reflect 

whatfamilies and genera hav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flora． 

Key words Ranking，Value of floristic presence．Flora ofseedplants，M t．W uliangshan 

1科级水平 

1．1 初步统计殛分析 

无量 山目前计有种子植物 207科 (姒吴征镒 1994．10．24．内部资料为准，多系狭义概念)含 3O种以上 

的大科和较大科有 23个 ，首以禾本科 Gramineae、菊科 Compositae、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兰科 

0rchidaceac等世界少有几个万种以上者。以上 23个特大科和大科仅占景东无量山总科数的 I1．11％，但它 

们所含的属数和种数则达到本地区总属数的 57．84％，总种数的 55 92％，因此，这 23个科在无量山也获 

得相应的发展，成为该地植物区系组成中的重要成分。 

另一个极端为杉科Taxodiaceae、领春术科Eupteleaceae，水青树科Tetracentraceae等45科在此姒 

单种属形式出现 以“单型科”出现于无量山．而又仅含 2 4种的有三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红豆杉科 

Taxaceae、买麻藤科 Gnetaceae等 37科：含 5种以上，以“单型科’形 式出现的科有：堇菜科 Violaceae等 I4 

科。以上 96科，共计 242种，总计占无量山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46 38％，总属数的 9．28％，种数占总种数的 

9 55％。其 中以单种形式分布于本区的科占无量山总科数的 2I．74％，总属数的 4 3 5％，种数仅占总种数的 

1 78％ 含 2～4种的“单型科”占总科数的 I7．87％．总属数的 3 58％ 共计 9O种，占本区总种数的 3．55％； 

堇菜科等 l4科则占该地总科数的6．76％．总属数的 1．35％，计 107种．总种数占该地总种数的 4 22％。 

除上述两极端类型的科外．其余的有 88科．表现为中间类型。计有 340属．875种。分别占本区总科数 

的 42．5 1％，总属数的 32．88％．总种数的 34 53‰。 

1．2 科的两种不同排序 

(1)按所含种的绝对数目排列 第一种排序为目前种子植物具体区系研究中较常用者，即按照每科所 

含种数的绝对数排列。如种数相等，则按属数多寡依次排列，如这两方面再相当，则原则上按系统科号之 ‘ 

顺序决定其前后 (本文基本上以本所标本馆采用的 Hutchinson系统为准)。依照这样的方法，将无量山 

的 207科排列后印得下表。 ． 

比较完整的名录提供了我们无量 山种子植物区系的区系组成，而以上的统计分析又初步揭示了什么样 

的科占据优势。这种排序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因为世界上是没有两个在科序排列上完全雷同的自然区系 

的。这种方法目前在很多的工作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这仅仅是从绝对数字上反映了所在地区的区系组 

成．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从每个科在该地区出现的相对频率来表明其瀑层次的地位．同时，以求找出代表 

该区域植物区系的主要特征来。 

(2)以每科 所含改级分类群的相对频率排列 我们求取这样的相对频率可 通过计算区系存在度( 

VFP=Value ofFloristic Presenc 来确定。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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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量山种子植物科的太小】幔序排刊 

Tabk 1 Ranking offam|l s ofseed p]ants in M t W uliangshanbased 011 numbers ofspec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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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紫草科 Boraginaceae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抑叶莱科Onagraceae 

挑盒娘科Myrtaceae 

椴树秆 Ti]iaceae 

远志秆 Polygalaceae 

盒丝桃科 Hypeficaceae 

灯心草科 Juncacea~ 

2～4种的~-(S9科) 

紫葳科 Bignoniaceae 

山菜萸科 Cornaceae 

藜 科 Chenopodiaceae 

酢酱草科 Oxalidaceae 

瑞香科Thymelaeaceae 

蝴草科Va]erianaceae 

牛儿苗科 Geraniaceae 

海桐科Pittosporac 

猕猴执科Actinidiaceae 

柿树科 Ebenaceae 

柏 科 Cupressaceae 

木通科 Lardizabalaceae 

盒磐梅科 Hamame|idaeeae 

水晶兰科 Monotropaeeae 

盘巢兰科 Ch]oramhacea~ 

白花莱科 Capparaceae 

西番莲科 Passifloraceae 

盒虎尾科 Malpighiaceae 

桦本科 Betulaceae 

苦本科 Simaroubaceae 

橄榄科 Bu~seraceae 

蓝果树科 Nyssacea~ 

仙茅科 Hypoxidaceae 

买麻藤科 Gnetaceae 

梅花草科 Parnassiacea~ 

山龙眼科 Proteaceae 

水东哥科 Saurauiaceae 

鼠刺科 ltcacea~ 

榛 科 Carpinaceae 

*寄生科Viscaeea~ 

天胡荽秆Hydrocotylaceae 

鸢尾科 lridaceae 

天料木科Samydaceae 

蛇菰科 Balanophoraceae 

清风藤科Sabiaceae 

泡花树科 Meliosmaceae 

桃叶珊瑚科 Aucubaceae 

醉鱼草科 Buddlejaceae 

青英叶科 Helwin aceae 

度量草科 Spige]iacea~ 

车 前科 plantaginaceae 

但藻科 Lentibulariaceae 

延龄草科 Tfilfiacea~ 

番荔桂科 Annonaceae 

马齿蔸科 Portulacacea~ 

亚麻科 Linaceae 

小二仙草科 Haloragidaceae 

泽泻科 A]ismataceae 

棕帼科palmae 

三尖杉秆 Cephalotaxaceae 

红豆杉科 Tax噼 ae 

八角茴香科 Im~accae 

莲叶桐科 Hernandiaeeae 

马兜铃科 Aristolochiaceae 

交让本科Daphnlphyllaceae 

醋粟科 Grossulafiaceae 

旌节花科Stach raceae 

铁青树科Olacaceae 

火筒树科 Leeacea~ 

黄连木科 Pi~aciaceae 

八角枫科 A]angiaceae 

桤叶木科 aethraceae 

鹿蹄草科 Pyrolacea~ 

接骨木科 Sambucaceae 

厚壳树科 Ehrcdaceae 

兔壁子科 Cuscutaceae 

山牵牛科 Thunbergiaceae 

1种的科(46科) 

杉 科Taxodiacea~ 翅子藤科 Hippocrateaceae 顿春木科 Eupteleaceae 

蜜椒树科 Tapiseiaceae 水青树科 Tetracentracea~ 牛拴藤科 Connaraceae 

由豆蔻科 Myri~icaceae 鞘柄术科 Toricelliaceae 牡丹科 Paeoniaceae 

单室莱萸科Mastixiaceae 大血藤科Sargcntodoxaceae 马钱科Loganiaceae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山 榄 科 Sapotacea~ 茅膏菜科 Droseraceae 

四角果科 Carlemanniaceae 沟繁接科 Elatinaceae 川或断科 Dipsacaceae 

粟米草科 Molluginaceae 蓝雪科Plumbaginaeeae 商陆科 P埘tolaccaceae 

破布术科 Cordiaceae 蒺饕科 Zygophylhcea~ 列当科 Orobanchaceae 

番石榴科 Punicaceae 眼子菜科 Potamogetonaceae 马桑科 Cofiafiaceae 

黄眼草科 Xyridaceae 仙人掌科 Cactacea~ 谷精草科 Eriocaulaceae 

毒药树科 Sladeniaceae 芭燕科 Musaceae 红树科 Rhizophoraceae ’ 

羹人燕科 Cannaceae 藤黄科Guttiferae 天门冬科Asparagacea~ 

木棉科 Bombacaceae 雨九花科 Pontederiaceae 五月茶科 Sdlaginaceae 

葱 科 Alliaceae 重阳本科 Bischofiaceae 百部科 Stemonaceae 

扬梅科 Myricaceae 藩兜树科 Pandanaeeae 锥头麻科Cecropiaeeae 

水玉警科 Burmanniaeeae 

∞牡牡挑∞托扯 m m憎 m m 

蛐 触 “  ̈ 抖  ̈ ¨¨  ̈ 粥粥 鼬嬲拍拍∞∞拍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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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l一分类群在某地的区系存在 )= ×100％ 

按这样的原则和方l法，对无量山的 207科进行再排序，如存在度相等，则参考属、种数多少排列 

如再相当，则以前述系统之科号顺序排列。其结果就与表 1大相径庭 (表 2)。 

表 2 无量山种子檀将区系存在鏖较大(太于 30％)的科 

Table 2 Families with relatively large VFP『>30％)of seed plants in Mt Wuliangshan 

它可以真实而又符合实际地说明某一分类群在特定地区的相对丰富程度。如果再结合该分类群在特定 

地区的群落学特征，系统发育地位．现代地理分布、以及古植物学资料，就可更进一步明确该分类群的区系 

地位。 

匠系存在度的变化值为 0—1，其相应的分布区范围则从某一个不含该分类群任何分子的点到该分类群 

的整十分布区，两者间是成正比例的关系。进行任意两地某一分类群的存在度大小比较时，比较的面积原 

则上不应相差太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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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无量山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3 The generic areal types of seed plants in M t W uliangshan 

裹 4 无量山种子植物台 l0种以上较大属的统计 

Table 4 Ranking ofthe bigger genera(comprising more thanl0 Species1 from Mt Wuliangshan 

这种科的存在度，可从另一个侧面显示该科在某地植物区系组成中的相对重要性。通过计算，结果表 

明．前面所列举的 23个大科和较大科，倪少部分(如壳斗科、樟科、本兰科、山茶科、荨麻科等)VFP值可 

选 30％以上。主要因为它们是世界性分布的大、或较大科，出现于此的次级分类群(属)并不是很多，属一级 

的特征数 目也就不高，就难干以它们作为科一级来反映无量山植物区系的特征 相反，除去一些世界范围 

的单型科，另一些次级分类群(属)的数目不是很多，但较局限地分布干东亚及邻近地区或以东亚为主的科． 

其存在度就相对大得多，能较好地代表无量山区系的主要特点。如在此出现的东亚特有科 (彭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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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尖杉科，水青错科，领春术科，大血藤科，猕猴桃科，毒药错科，旌节花科，桃叶珊瑚科，青荚叶科， 

鞘柄木科除猕猴桃科的 VFP为 50％91"，其余 9科均以 100％的 VFP出现于此。 

2 属级水平 

2．1初步统计夏分析 

无量山目前有种子植物 1026属，根据种子植物各属的现代地理分布特点并按吴征镒教授 (1991)对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观点，现将无量山种子植物划分如下分布区类型 (表 3)。 

从属的分布区类型来看．各类热带成分(2—7项)为 614属，占本区总属数的 64 22％(不包括世界属和较 

为确认的栽培或逸野属、下同)．居主导地位；而各类温带成分(8一l4项)为 315属，占本区总属数的 32 95％； 

其中的古地中海和泛地中海成分仅有 3属，占本区总属数的 O 31‰，微乎其微；中国特有类型 27属，占本区 

总属数 2 82％。以上各项数字及百分比显示了无量山与世界各地区的区系联系程度，而大类的划分及统计 

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的基本性质，即较明显的热带性；同时叉含有比较丰富的温带成 

分。热带和温带两大基本成分在海拔 2 400 m处达到平衡，即各占两大基本成分总属数的 50％ (彭华， 

1996)。 

2．2属的两种不同排序 

(1)按所含种的绝对数 目排序 无量山 1026属种子植物，由于属数甚多，本文仅针对含 10(不包括种 

下等级)种以上的较大属进行统计，计有 33属，按种数绝对多寡排序即得表 4。这些较大属隶属 28科，共 

有 471种，占本地区总种数的 1 8．84％。所有属的概念 、范围和数 目大小 均基本上参照吴征镒 教授 

(1991)分布区系类型的版本 (大小极端数取其中值以作平均)。这些属除 6属为世界广布属外，热带属计 

有 17属，但多为深入到亚热带乃至温带的泛热带大属，如薯蓣属 Dioscorea，卫矛属 Euonymus，冬青属 Itex， 

榕属 Ficus等：温带属计有 10属，也系在亚热带区域有诸多种系的温带性质的大属，以厦亚热带特征属，如 

栲属 Castanopsis，石栎属 Lithocarpus等。以上较大属中，热带性质的属和温带性质的属的比例不是十分悬 

殊．也表现出无量山区系的过渡性质。这些属很多都是该地森林中的重要组成成分或各植被垂直带中的优 

势种类。正如 E B 昊鲁夫(1943)所言“⋯．．如果某些属在某一区域内有大量的种类存在，则被认为是该属在 

这一区域内定居历史时间相 当长的标志”。这些类群除反映出对当地生态环境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外，也表 

明了这些属在此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 

同样如此，比较完整的大属名录提供了我们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属一级的优势组成，而以上的统计分 

析又初步揭示了什么类型的属占据优势。不同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种排序也是重要和必不可少 

的，在现行的很多具体区系研究中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同样是因为世界上是没有 

两个在属的种数绝对大小顺序上完垒一致的 自然区系韵。但这种方法也存在它的局限性，仅仅是从绝对数 

字上反映 了所在地区较大属的区系组成，另外，仍然有必要从每个属在该地区出现的频率来排序以显示其 

相对的重要性，同时．以隶找出代表该区域植物区系的主要特征来。 

(2)按区系存在度概念排序 如应用前面的区系存在度概念，对无量山种子植物 1026属重新进行排 

序评价，则整个顺序势必与上面的结果面目垒非。利用区系存在度的概念所得到 VFP大干 50％，具有较 

高存在度的属罗剐如表 5。 

从这样的排序来看，前面以绝对种数排列前 33位的属中，第 l0分布区类型的香薷属 (EtshoRzia) 

34 67的存在度最高都被排除在外，其它的属则更难榜上有名。即表明这些大属在无量山的相对存在频率 

不高，在植物区系多样性的建成中作用就相对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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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彭华等：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科属的两种不同排序 

续 表 5 

(228)GelsemitLm 

f2l8)Hypopitys 

(53)Cucubalus 

f53)Myosoton 

(238)Myriactis 

(2O9b)Aucuba 

《148)cateaaria 

《6a)Euptelea 

(209c)Helwingia 

(238)Hemisteptia 

I 2 

3 4—5 

l 1 

50 00 

100．043 

100 043 

100 00 

80[H] 

71 43 

l00 00 

50 00 

66 67 

t[H]00 

(238)NoL Ⅱa 

f21 8)Eremotrapa 

(243)Homocodon 

『]32)Leptacanna 

I]32)Neosinocalamu$ 

《22)Sargentodoxa 

(232a)Saaadiaa 

cI1)Sinosassafras 

t204a)Tapiscia 

1 

1 

2 

l[H]00 

1043 00 

50 00 

100．00 

100．043 

100[H] 

l00 00 

l00 00 

66 67 

从这 113个 VFP大干 50％的属来看，最高的是东亚分布及其变型的属，有 39属，占34．51％}热带 

亚洲及其变型的属其次，有 35属，占 30．97％；中国特有属有 22属，占 19．47％，所有其它类型仅有 l7 

属，占 15 05％。所以，VFP大干 50％的属中，以东亚 (14)、热带亚洲 (7)．珲口中国特 (15)为主， 

三者占总数的 84 95％。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分布型中，又以其变型中国一喜马拉雅居主导地位，39属中 

有 26属是这一变型，中国 日本仅有 1属。因此，把隶属于云南高原地区的无量山置于中国一喜马拉雅亚 

区是有一定理由的。这种分析的结果与以前的很多分析的结论可以相辅相成，对于植物区系多方面的分 

析、定性应是有所帮助的。当然，应该看到，区系存在度有其特定的用途，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特别对 

一 些在区系分析上有标志意义的科、属的应用就须审慎，应根据区系研究的核心分布区学说加以判断。 

3结论 

在目前具体植物区系分析研究中，多采用种的绝对数目来进行排序，按照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可以反 

映一个较为完整的区系组成，说明什／厶样的科属在特定区系中的重要性，但无法反映这些科属在该地区系 

建成中的相对重要性。 

应用本文提出的区系存在度，即某一科 (属)在该地出现的的次级分类群与它的所有次级分类群的比 

值，再去进行排列，就必然会得到一个迥然有异的排序。按绝对种数排序的大科在第二种排序中很少进 

入，相反，一些东亚特有或与邻近地区共有的科在此出现的属的相对数目较多，区系存在度就大，能较好 

地代表该地种子植物区系的特点。如在此出现的 l0个东亚特有科全部进入，除猕猴挑科 VFP为 50％ 

外，9个科均为 100％。 

同理，对属也进行类似的排列，得到的 VFP>50％的 1l 3属的排序中，具有 l0种以上的大属均未能 

进八，而东亚及其变型却有 39属 (其中中国 喜马拉雅者有 26属)，占 113属的 34．51％，热带亚洲及其 

变型有 34属，占 30 97％，中国特有有 22属，占 19．47％，其余所有的仅有 17属， 占 15．05％。因此， 

在无量山的区系中，这三方面的属无疑是具有标志性特点的重要类群。 

显然，用区系存在度的观点来进行新的排序能较好地反映什／厶样的科属在区系建成中的相对重要性 

来。无疑这是可以在具体植物区系研究中深入探讨的问题，也会随着深入研究，得出更多的有启发性的结 

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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