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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娄室，昆明650204) M e 
摘要 地处滇中南的无量山地区迄夸计有种子植物 207科

， 1 026属，2 540种。其中有束亚特有 

科 10个，中国特有属 27个，无量山特有种 67个。这一地区不仅植物种类丰富
， 而且特有现象 

较为显著。在对科级特有现象进行较细致的研究后，本文认为无量山具有的较多的分类系统上隔 

离的东亚特有科反映了该地作为东亚古老植物区系的～部分，其地质历史与整个东亚是一致的
， 

且与东亚植物区系的发端密切相关。属的特有现象表明，地处中国特有属高频率中心区云南腹地 

的无量 山，却没有相应的高比例中国特有，说明我国高频率区的特有程度质和量上不是均～的
， 

在此之外存在一些次级 中心区，~ttttt明显处于滇西北、滇东南两大 中国特有属 多样性中心之 

间。种的特有现象 中， 中国特有种的备亚型显示了这里区系的亚热带性质f 67个特有种所隶属的 

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分析表明了由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的过渡，而较低的特有种比例，说明无量山 

的地理隔离程度并不高，时间也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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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EMISM  IN THE FLoRA oF SEED PLANTS 

IN M T．W ULIANGSHAN 

Peng Hua 

(Herbarium of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0 4) 

Abstract There are 2 540 species in 1 026 genera and 207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M t． 

W u1iangsban which is Iocated in the south—centraI part of Yunnan proviⅡcc，Southwest China． 

Among them，10 familie5 are endemic to East Asia，27 genera to China and 67 species tO M t． 

W ulien gshen  The region is rich in plant taxa and more or less evident in endemism After making a 

careful study on the elldemism of the familial rank，we hav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act that the re- 

on has more taxonomically isolated endemic families to East Asia reflects that this flora is a part 

oftheolder one ofEastAsia，andthatits geological historyisin accordancewith that ofEastAsia 

end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origin place of East Asia．The eademism in the generic rank indicates 

that M t W ulien gshan has nO relatively high percentage of endemism as the hinterland of Yunnan 

whichislocated inthehigh percentage area ofendemic generatoChina．Thefact showsthatthe％ 。 

tellt is uneven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for the abundant cen tre of Chinese endemic genera in 

Yunnan，and there are some less abundant ceutres outside the province．The M t．W ulJen gshan is 

betweenthetwodiversity cen tresofChinese endemic generainYunnen ，i．e．southeastand nort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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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of the province．In the specific rank，the areal subtype s of the Chinese endemic spdcies shows 

subtropieal characteristics oftheflora；the analysis ofthe areal——types ofthe generatowhichthe 67 

species endemic to the regi0n belong suggests that this flora has obviously transitional characters 

from tropical to temperate；and the low percentage ofendemism in species probably mP．~tns that ge· 

ological isolation is low in degree and short with respect to time． 

Key words Endemism，Flora ofseed plants，M t．W uhangshan 

1 无量山的自然概况 

地处滇中南的无量山，山体走势为西北一东南向，与东北面的哀牢山为横断山区云畸余脉点苍山南出 

帚状平行山脉，它们两者构成了三大自然地理区域(南亚季风热带区域、东亚季风热带区域及青藏高原区 

域)的分界线。景东彝族自治县境内无量山的一段山体高峻陡峭，有数座 3 000m以上的山峰。最高峰猫头 

山．海拔3 306m，与周围河谷地带相对高差达 I 900～2400m。本文即以此段狭义的无量山为研究范围， 

约当东经 100。25 至 100。53 ．北纬 24。0 至 24。45 ，面积约2 800 kra (图见彭华，1996)。 

无量山早在中生代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后成陆，系康滇古陆和滇西地槽的衔接地带，早干第三纪时期 

形成高原雏形。此后的印度板块对欧亚大陆的碰撞和俯冲，不但使后者整体抬升，也使周邻地区乃至更远 

地区深受影响。无量山也因之强烈上升，河流急眉I下切，导致了如夸的剥蚀高中山地貌的形成。 

无量山具鲜明的南亚季风气候的特点，干涅季明显，四季不分明；兼具低纬高原气候特点，太阳辐射强 

烈，热量丰富，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景东县城(海拔 1 162 m，1956~1982年内部资料)的年平均气温为 

18．3℃，降雨量为 1 095．3 mm，相对湿度为 77％， 日照时数为 2 142．1 h，大干 10$3的话动积温为 6 

422 4。属亚热带南部气候类型。 

无量山的植被状况也表现出与其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类型。一方面暖热性的季风常绿阔 

叶林及与之在分布和演替上密切相关的思茅栓(Pious kesiya var／an曲ianens~)林从景谷 镇沅一线滑把边 

江河谷向北楔人，直达北部的安定附近。滇中高原暖性的半湿润常绿i司叶林和与之同样在分布和演替上紧 

密联系的云南松 inusyi4ooaoeo$ 林则}凸季风常绿 阔叶林和思茅松林的上羞长楔人山地的中部的垂直带 

上。另一方面植被垂直高度的分异更为显著。从山脚至山顶备主要植被类型有季风常绿阔叶林 (或与之在 

分布和演替上密切相关的思茅松林)，海拔 1 300～1 800(1900)m，由小果栲 (Castanot~is Jeur~)，截 

果石栋 (Lithocarpus lruncatu．s)、茶梨 (Anneslea fragrans)等为优势}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或与之在分布 

和演 替上密切相关的云 南松林)，海拔 (1 750 m)1 900～2 200(2 500)m， 由元江栲 (CastanopMs 

orthacanthua)，银木荷 (Schima argente ，黄毛青风 (Cyclobatano~is delavay~荨占优势J 中山湿性常 

绿阔 叶林，海 拔 2 200-2 750(2 900)m，其 优势 种 (或标 志种 )主要有 壶斗石栎 (Lithocartms 

echincI础0r“s)，硬斗石栎 (Lithocarpus hancei)，腾冲栲 (Castanopsis wattii)，木果石栎 (Lithocartms 

xylocarlms)、薄片青冈 (Cyclobalanopsis lamellosa)，银木荷、红花术莲 (Manglietia imignis)等，形成各 

种不同的优势组合；近山顶瞢藓矮林，海拔 (2 700)2 800～3 000m，绵毛房杜鹃 (Rhododendron 

etum)、泡拖叶杜鹃 (Rhododendron edgeworthii)，多脉苗芋 (Skimmia taureola var．multinervia)等为优 

势}山顶杜鹃灌丛，海拔 3 000 m以上，优势灌木有锈叶杜鹃 (Rhododendron sidero础yHum)，苍山越桔 

(Vacciniumdelavayi)，地檀香 (Gauttheriaforrestii)等。此地具有云南常绿阔叶林 5大亚娄中的 4娄，依次 

由低到高为热带性最强的季风常绿阔叶林，落叶成分和温带成分晟多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以及垂直带上晟 

具特征性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和山顶苔藓矮林，属我国西部半湿润亚热带南部的山地垂直带谱类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期 彭华：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的特有现象 3 

2 种子檀物区系概况 

经调查统计分析，以上限定的无量山范围迄夸为止有种子植物 (科、属概念以吴征锚 1994—10—24．内 

部资料标准为准)207科，1026属，2 540种 (不含极其丰富的种下等级)I其中裸子植物有 6科，l0 

属．16种。是云南乃至垒国种子植物种类较为丰富的区域。 

2．1 科的区秉组成特点 

在本区种子擅物辩一级的区系组成中，含 30种以上的特大科和大辩的顺序依次为禾本辩(71属／150 

种，下同)、菊科(68／149)、蝶形花科(54／135)、兰科(46／9s)、蔷薇科(39／79)、唇形科(39／78)、茜草 

科(26／5s)、大戟科(27／57)、玄参科<2o／53)、百合科(18／49)、荨麻科(16／49)、壳斗科(5／46)、棒科 

(12／44)、桑科(6／42)、杜鹃花科(6／40)、苦苣苔科(18／3s)、五加科(13／34)、山茶科(8／34)、莎草 

科(10／33)、毛茛科(9／33)、爵床科 (21／31)、萝摩科(14／31)、报春花科(3／31)等。各科所含各属之 

分布区类型统计如表 l。 

毫 1 无量山种子擅栩区景中言 3o种以上的科的统计量—的分布匹樊量 

Talc1 The statistics andthe舒mcr areal—typesofthc rami1ies(compri虹ngmorethan 30 species) 

ofseedp]antsinM t．W ul~ngshan 

‘属的分布区粪型根据吴征镒教授 (1991)； 为热带属 (类型 2～7)之总和 (TotaD，T 为盅带属 (粪型 8～ 

14)之总和．T聃为所有属之总和。 

以上23个特大科和大科仅占景东无量山总科教的 1 1 1 1％，但它们所含的属数和种数则达刊本地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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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数的 52．53％，总种数的 55 92％，为该地植物区系组成中的重要成员。由此可见，这些特大科和大科对 

这一地区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植被的群落组成、结构及其特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前 4科为世界种子植物 

中少数几个含有万种以上的特大科，在我国也是少数几个含有千种以上的特大科，除菊科温带性质较强外( 

尽管如此，在此出现的比值也是热带属多)，另 3科均为热带属多于温带属的科，在此也可以看出，禾本 

科两者之比为 49：13，蝶形花科为 37：12，兰科为 30：13。另外的系我国含有 100～1 000种的大科。就其整 

体水平来看，这些特大科和大科的热带属和温带属的比值为 324：163，后者仅为前者的一半，显示了无量 

山种子植物区系具有较强的热带性质。从这些科的世界分布来看，既有主要分布于热带区域的．也有主要 

分布于温带和地中海区域的，因此，从科级水平也反映出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成分的联系较为广泛。 

该地区含有 207科种子植物，但种数为 2 540种，种 ／科之比值为 12 27，科多种少，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 了这一地区植物区系一定程度的古老性。本文将于后文侧重讨论该地区的特有类群。从科这一级看， 

在特有现象上比较突出的是，以上 23科所含的中国特有属占该地所含中国特有属总数的 62．96％，高出 

其占总属数 52．53％的比值，似乎说明这些大科在本地区特有成分的建成上也有显著的作用。 

2．2 属的区系组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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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26属划分如下分布区类型 (表 2)。 

表 2 无量山种子檀韵■的分布匡粪型 

Table 2 The generic a~eal—types of seed plants in M t．W uliangsh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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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认的裁培或逸野属，下同)，居主导地位；而各类温带成分(8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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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项)仅有 3属．占本区总属数的 0．31％，微乎其微：中国特有类型 (15 

项)27属，占本区总属数 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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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含有 

比较丰富的温带成分。本文的侧重点依然是讨论该级类群的特有现象。 

2．3 种的区系组成特点 

本篇根据每个种的现代地理分布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和相应的亚型(表 3) 大的分布类型采用昊 

征镒教授的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概念及范围，具体到每一个分布区类型下又根据种的集 中分布 

式样而相应地划分出政级类型，特别是数量较大的中国特有种。由于本地植物种类较为丰富，要在编志工 

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短期内弄清每个种及其分布区是较为困难的，但本文可作为该区域类似工作的一个有 

益的尝试和开端。 

表 3 无量山种子檀物种的分布区粪型 

Table 3 Tlae specific area]一types of seed plants】DM t．W uliangshan 

从种的组成上看，无量山区系主要由热带亚洲 (7项)、东亚 (14项)和 中国特有 (15项)三类构 

成，占总种数的 87．03％，从种这一级上，它们在无量山区系建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本篇的重点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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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有类群上。 

3 种子植物区系的特有现象 

特有的类群，特别是一个鞍小范围的特有类群通常最能反映出具体植物区系的特殊性。时间上看．特 

有的科、属往往表现出孑遗或新生状态；空间上，如具有丰富的特有现象，井形成一“特有现象”中心，那么， 

再联系所讨论范围的地质历史、古生物资料等，对于说明该地区植物区系的性质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正 

因为如此，对于特有科属的研究，包括对特有科、属的外部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式样的研究，以及其在探讨 

某一地区的区系性质、区划乃至起源和演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历来是植物区系工作者的兴趣热 

点。 

无量山的特有现象在投有对周边地区面积相当的具体 区系进行比鞍肘是难以概括的。这一点也是可以 

运毁进行讨论的。 

3．1 科的特有现象 

就科而盲，无量山具有的东亚特有科的数目几乎与幅员辽阔的西藏相当，比邻近地区相当的自然地理 

单元(如独龙江有 8个东亚特有科，墨脱热带亚热带地区有 9个东亚特有科，广东鼎湖 山仅有 3科，广西九万 

山有 7个科)为高，与华中区的湖南壶瓶山(9科，银杏的自然分布属性无法确定)等量齐观。因此，从科一毁 

来看，无量山的特有现象还是比鞍显著的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特有科多为东亚特有的孑遗类型。无疑标志 

着这里植物区系的古老性质，并与东亚植物区系的发端密切相关。 

我国约有 20个东亚特有科(其中 4个为 中国特有科 无量山有 lO个东亚特有科(其 中大血藤科为中 

国特有科)，具有表征意义。 

3．1．1 三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 为单型科，它是东亚特有的孑遗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亚热带 山 

地。无量山有 2种，三尖杉(c．fortuneO和粗榧(c is)，前者仅见于有关文献记录，未见标本l后者 

分布于西坡磨刀河一带 2 500 m的常绿阔叶林 中 (邱炳云 53234)。也有一些学者把原属于红豆杉科 

(Taxaceae)的穗花杉属0mentotaxus)放在该科内，与三尖杉属并列，有人甚至主张把榧树属(Torrey 也归 

人该科 (Greguss，1955；博立国，1984)，但花粉形态的研究 (席以珍，1993)并不支持选样的处理。三 

尖杉科的植物化石遗迹发现于欧堋西部，北美东部和亚堋，该科的拟三尖杉属和拟粗I艇化石植物属也在我 

国内蒙古、河南、湖北发现 (华北地质所五室，1976，转9I自席以珍，1993)。这说明该科曾是一个分布 

远 比现 在 广瑟 ， 成 员也 鞍 多的 古 老类 群。 三 尖 杉科 是联 系 主要 分布 在 古 南大 陆 的 罗 汉松 科 

(Podoearpaceae)和主要分布在古北大陆的红豆杉科的桥粱(应俊生等，1981；Price，1990)。前述的花粉形态 

研究也支持把三尖杉科置于丽者之间。 

3．1．2 领春木科(Eupteleaceae) 该科含 1属 2种 ，和连香树科( 近的紊缘关 

系，在现代的系统 中两者多被置于相近的位置。路安民 (1991)的分支分析研究支持该科作为垒缕梅粪 

早期分化的成员，并与连香树科鞍近。领春术(Eupteleapleiosperm 分布于中国至喜马拉雅，2n=28(潘开 

玉等，1991)。无量山系此种，见于西南坡公平一带 2 200m 的阔叶林中 (许朔桂 5014)：日本特产另外 1 

种，2n 28。两种十分接近。该属术材化石发现于美国俄勒冈州早渐新世地层 中，欧亚犬陆 目前尚无本属 

化石的任何记录(路安民等，1993)。该科是第三纪保留下来的孑遗植物，其起源时间至少可上溯至老第三 

纪。 

3．1．3 水青树科(Tetrar．entraceae) 为单种科。本科 曾因原始的木质部，具骨突果等特征而置于木兰科 

(MagnoliaceaeXOliver，1889)，而现代的 Cronqui~系统(1981)把它与昆栏树科 (Trochodendraceae)一 

起置于金缕梅亚纲的一个目中，Dahl~'en系统 (1980)把它置于蔷稚超目下的昆栏树目中，其后紧随金 

绩梅目。花粉形态的研究也表明，该科与金缕梅科的关系比与术兰科更近 (Zavada et al,1986)。水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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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ce tron )生长于无量山西坡的大屯子山 (2 600m，李鸣岗1 111)和摘水箐 (2 400m，彭华 

l 6o5)，东坡的落水洞 (2 330 m，忤溯挂 4 643)，海拔 2 330~2 600 m，混生于常绿阔叶林中，为优势种或重 

要伴生种 在滴水箐与薄片青冈、木果石栎构成群落类型。分布于我国西南，华中和西北的陕西、甘肃两 

省之南部．境外尼泊尔，缅甸北部及越南北方也有分布，为东亚西翼中国一喜玛拉雅特有，无量山的分布点 

为该科目前分布的南界。 2n=(46)或48(Cronquist，1981) 水青树科已绝灭的祖先类型Nordenskioldia 

在晚白星世就出现了。在我国黑龙江乌云上白垩统发现了乌云水青树 ( wuyungense)的叶化石，此粪化 

石日本新第三纪和哈萨克斯坦老第三纪也有发现(陶君窑等，1986) 

，．1．4 大血藤科(Sargcntodoxaceae) 试科也系单种科，并为我国准特有科。作为科的等级，在当夸的几 

大系统中较为认同。Dahlg~n系统 (1980)、 Cronquist系统 (1981)把它放在各自成员稽异的毛茛目 

中，Thorne系统 (1992)则把它置于小檗 目中，但共同之处在于所列的系统位置均显示出它与木通科的 

关系较近。另外，从其形志和系统发育上的孤立我们又不难判断它无疑是孑遗分子。大血藤 

(Sarge小0如期 c栅 m口)生长于景东无量山东坡温 卜-一黄草坝，海拔 1 840m 的林 中，缠绕树上 (许朔桂 4 

815) 另外在云南还分布于滇东南(文山．麻栗坡．屏边等)，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及长江以南备省区均有产， 

境外越南和老挝两国北部也有。在无量山的分布点可以i髦是其分布的西界。 

3．1．5 毫药树科 (Sladeniaceae) 为单种科，科的系统位置是与山茶科较近 (系Airy Shaw 1965年从 

谈科中分出)，但它的二歧聚伞花序，具肋的干果又使人想起盘莲术科 (Ochnaceae)等的特征l《中国植物 

志 (1984)所采用构E~,ler系统刚把它置于广义的猕猴桃科中。可见共是联系这些科级类群韵纽带 毒 

药树 (Sladenia celastr~'olia)，在无量山分布于东北坡雇工、安定莱场一带海拔 1 800～2 000m的林中 (李 

鸣岗2 437，武垒安9 495)：在云南还分布干纬度较高的安宁，富民，禄劝，路南，新平，大理，亮川，巍山及 

较南的临沧，沧源，澜沧，西双版纳，元江等地J我国广西 (隆林)，贵州 (兴义)也有分布。境外缅甸北 

部，泰国也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算是我国的准特有科 (In同该属为我国的准特有属一样)。这是一 

个处于热带亚洲与东亚交界面上的科，而Airy Shaw(1973)，Mabberl~：y(1993)把它描述为热带东南亚的科 

(亚科)，并不准确 

3．1．6 猕猴拂科 (Actinidiaeeae)(s．str．) 系东亚特有科中种敷最多的一个科。含 2属 5O余种。藤山椰 

属 (Clematoclethra)为我国特有类群，汤彦承等 (1989)认为它系一个单种属，并为一个多型种，这与一 

些有代表性的观点(willis，10种，1973~粱啼芬等，2O种，1984~,Mabberky，25种，1987)相去甚远，较 

有新意。它的姊妹群猕璇桃属(Actinidia)较为广布，为典型的东亚分布属，但绝大多数产于我国 无量山 

产猕猴拂属 1属4种。谈科与水东哥科(Saurauiaceae)关系密切，很多分析均把水东哥属 (Saurauia)作成 

猕猴拂属和藤山椰属的外类群 (In汤彦承等，1989)。在很多系统中(如Cronquig 1981)把后者置于广义 

的猕猴桃科中。但猕猴桃科为木质藤本，主要分布于东亚，而水东哥科则系乔木或灌木，为热带亚洲和热 

带美洲间断分布的科，显然接近于猕璇桃科的祖型 。 

3，1．7 旌节花科 (Stachyuraceae) 是东亚特有的一个单型科，术本植物，约有l5种。该科各家对它的系 

统位置意见很不一致，且在我国分化十分强烈 (汤彦承等，1983) 无量山地区有谈属 2种，即西域旌节花 

(Stac “r himalaicus)和中华旌节花( chmens曲，前者分布于黄草岭，落水洞和温 等地，海拔 2000～ 

2 700m的山坡林中 (李呜岗0803，1966，2243，邱炳云 52901，53753)_另外其下还有 1小叶变种也分 

布于此间 (邱炳云 52920，)：后者分布于黄草蚬至磨刀河，海拔 2400m的林中 (许溯桂 4779)。两者均系 

落叶类型，又为两个在我国西部较难分开的种系。本属有2组，原始群为常绿组sect Callosurus(常绿灌木； 

花粉具三拟孔沟)，有 3种，分布于云贵高原及邻近地区。汤彦承等 (1983)认为，在没有掌握足昭的化石 

资料及谖科的亲缘戋系时，来讨论该科的起源是比较困难的，并推断其原始类群是已鲍灭的常绿、具两性 

花的植物。新近的研究(李恒，1992)曾经论证，具有谈科较为确定的原始常绿类型的独龙江流域和缅甸北部 

南塔迈河境域(均为恩梅开江上游)是其可能的起源地，日本和喜玛拉雅山地的旌节花都是比较进化的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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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如果这样的定向成分成立，无量山无疑是在其向东的扩散路线上。 

3．1．8 青荚叶科 (Helwingiaceae) 为单型科，从喜玛拉雅地区分布至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亚特有科。含 

5种，其中西墟青美叶(If himalaica)及其下 1变种和青美叶(且 japonica)也出现于景东无量山，前者分布于 

东西两坡海拔 1 600~2 600m的杂术林 中，后者仅见于西坡磨刀河海拔 i 800m的林中。通过 Hara(1972) 

等人多年的染色体研究发现，日本产的青美叶是一高级多倍体(2n=6x=114)。西藏产的西域青美叶是二倍 

俸(2n=2x=38)，另外，琉球群岛产的琉球青美叶(H．1iukiuensis)以及 日本西南部产的小叶青美叶㈣  

japonica var．parr t／a)均为二倍体。因而日本不可能是该属的起源地。李恒(1994J再根据该属唯一的原始 

常绿类型峨眉青美叶(H omeiensis)的现代分布初步认定该属起源于华中地区一武陵山地。 

裹 4 无■山中国特有属置萁分布 

Table 4 Endemic genera to China in M t W uliangshan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昊征镒教授认为恐禹喜马拉雅成舟。 

3．1．9 挑叶珊瑚科(Aucubaceae) 含 1属 11种(束滋圃，1982)，为典型的东亚特有单型科分布干喜玛拉雅， 

我国秦岭以南地区至 日本。无量山含有该科 5种，具有相当高的比例，这在一个山头上是不多见的。绿花 

挑叶珊瑚( chlorascens)为无量 山常绿阔叶林 中优势灌木，分布滇 中及滇南。枇杷叶挑叶珊瑚 (A． 

eriobotryaefolia)也为常绿阔叶林中习见灌木．分布滇中(富民．玉溪)，滇 中南(景东)及滇西南(潞西)o须弥 

挑叶珊瑚 himalaica)分布滇东北(镇雄，彝良，大美，昭通)，滇中南(景东)，滇西南(碧江，龙陵)；省外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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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湘北，黔，川，藏南有产；境外锡金，不丹，印度也有，为一典型的索亚西翼中国一喜玛拉雅种。峨眉桃叶 

珊瑚“ ODIPienM．s)分布干无量山东北坡之安定、河底一带，与四川峨眉山，龙泉山遥相呼应。云南桡叶 

珊瑚(A yunnanP J )，原变种特产无量山，变种软毛桃叶珊瑚 (／I．yunnanens~vaY．1mbigera)为此处与贡 

山共有。无量山富集了该科相当太的种类 据 nara(1966)，须弥桃叶珊瑚为二倍体 (2n=2x=16)，另一分 

布于我国台湾至 日本的日本桃叶珊瑚U japonica)为四倍体(2n=4x=32)。包括无量山在内的云南高原和 

四川有 7种，并含有该属 3个原始种(花瓣顶端有很短的尖头；花盘垫状；花丝长，呈钻状，花药内向纵裂)(壬 

文采转 f自李乡旺，1992) 无疑，该区域是本科的分布中心。 

3．1 10鞘柄术科 (Toricelliaceae) 该科含 l属 2种。其系统位置是介于山茱萸科 (Cornaceac)和五加科 

(Arafiaceae)之间 (Airy Shaw，1973)。分布干无量山的为搬叶鞘柄木( ．tiliaefolia)，在无量山西坡海拔 

1 60O～2 300m的阔叶林中厦针阔混交林 中十分普遍(李鸡岗 I304，3419；彭华、白渡 0878等)，但奇怪的是 

不见于东坡。在云南还有镇康的分布记录。境外喜玛拉雅的尼泊尔、锝叠、不丹和越南北部也有。试科分 

布于我国西南部和喜玛拉雅，为较典型的中国一喜玛拉雅分布类型。 

另一方面，无量山还含有几个热带亚洲特有科，如四角果科(Carlemanniaceae)，内实树科 

(Sam08permatacea~)，马蹄参科(Mastixiaceae)等，这些科与上列 1O个东亚特有科一起反衬出此地植物区 

系一定程度的过渡性质。 

3．2 ■的特有琨象 

关于中国特有属的概念，本文采用昊征镒(1991)的观点。即以中国整体的自然植物区(Floristic Re,on) 

为 中心而分布界限不越出国境很远者，均列人中国特有的范畴。此处概念的应用结果较接近应俊生等 

(199 4)的教目。无量山属于选类的有20科 27属，占本地总属数的2 83％(表 4)。这 27属中仅有4属 (药 

囊花属 Cyphotheca,沙锡杖属Eremotropa,短檐苣苔属 Tremacron，箭竹属Fargesia)分布于热带、温带两 

大基本成分达到平衡的点 (海拔 2 400 m)以上，即分布于温带属占优势的地段 (彭华，1996)。选可能也 

印证了中国特有属大多数是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的观点 (吴征镒等，1983)。 

从它们的生活型来看，乔术，灌木等术本类型有 l4属，草本类型有 l3属，两者较为接近。逸些木 

本属在此表中多系分类系统排列上靠前的离瓣花类，而草本类型则多为相应靠后的合瓣花类彘单子叶植 

物，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反映了无量山既保持有不少古老、孑遗的类群，同时也反映该地区在新的 

特有类群分化，发展上有重要作用。是否在这些相关大的类群的进化机制上有一定的作用，尚需作专门的 

深人研究。 

除禾本科有 4属(据李德铢博士介绍，慈竹属 NeoMnocalamus的地位 目前袭国竹类学者比较认同)外．仅 

菊科、苦苣苔科、唇形科分别有 2属。而除箭竹属 Fargesia(23种，实为半特有)、紫菊属 Notoserls(12种) 

直瓣苣苔属Ancytostemon(1O种)外．均为单型属(19属)和少型属 (5属)口无量山中国特有属仅占其总属救 

的2 83％，比之云南垒境平均水平(4 39％：李锡文，1985)为低。 

单纯算无量山与云南高原 中国特有属的相对比例，由于表现面积的局限，是比较低的。然而，如果跟垒 

国相当面积的 自然地理单元比较，可得表 5。从该表中可知，无量山的排序远在平均教之上，处第五位。其 

中高居榜首的神龙架和四川金佛山地处袭国腹地，高比例的 中国特有属是较易理解的。如果考虑到无量山 

毗邻东南亚三国(墨脱，独龙江亦然)，其特有的相对重要性就要大一些。 

同时，还应看到，无量山处于中国特有属中心区的云南腹地，却比额率相对低的省区的广西九万山 

(李良千等，1993)，湖南瓶壶 山 (事良千等，1991)，湖北神龙架 (郑重，1993)等地还低，并与湖北西都 

术林子 (束建中等，1991)，贵州梵净山 (Ying a／,1981)，福建武夷山 (韩有润等
， 1981)差不多旗鼓相 

当。如果用相对排序的方铑，即按某地中国特有属占总属数 (除去世界分布属)的比例排列顺序，~ttttl 

则下降至第 10位，即中国特有属在整个区系建成中的比重更小。选说明从具体区系的中国特有属频率来 

看，处于中心区，并不一定具有高额率的特有现象，而中心区之外似乎还存在一些次级中心，即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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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大的频率态势下很多地区并不是均质的。因此，总的中国特有属分布卷势下有必要深入阐述一下关键地 

区的特有现象 (李锡文，1994)，特别是有限表现面积与特有数目之比值}另外，讨论省区的中国特有属 

比率，最多能说明相应省区中国特有属总的比例，并不能较自然地反映中国特有属数量变化趋势，或许从 

自然区划方面更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区系大课题完成后在新的区系区划下更有可能 。 

表 5 无■山中国特有■与我目其它地区的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the genera endemio to ChJ．n8t in M t W uliangshan with the other r~gions ofChina 

悦明：CG=中国的属敏：WL=无量山I Bs；盘华北山I DH=鼎湖山 DL一独龙江I F】=梵j争山，JF=盘佛山 

JG=鸡公山I JW ；九万山|ML一木林子，MT=墨脱。：PH=壶瓶山I QL；清凉峙，sN； 神农架， TY；拂潭i胃， 

WD=武定新山I WY=武亮山。 

无量山所拥有的 27个特有属，明显地介于云南境内中国特有属滇西北、滇东南两大生物多样性中心( 

李锡文，1994)之间。除沙锡杖属在无量山以五瓣沙锡杖 (Eremotropa wuana)与滇 中昆明相呼应外，其余 

所有的属均系与这两大中心所共有。 此外，应加以说明的是，蜂腰兰 Bulleyia在滇西北和滇东南皆有，只是 

目前其中国特有(云南特有)的地位似有所动摇。我们仍将之处理于此类型中。紫菊属 (Notoseris)系石 

铸先生 1987年建立的我国特有属。其在滇东南中心(砚山)有 1特有种，云南紫菊 ( yunnanen~is)，在滇 

西北则有另一与之关系较近的特有种，菱叶紫菊 ( rhomb帕rmis)，而在无量山出现的光苞紫菊 

(Ⅳ肼妇 坤 )则为我国南方广布种。心叶石蚕属 (Cardioteucr 也同样出现于两大中心中。华擦木属 

(Sinosassafras)在滇西北的贡山、泸水也有。 

因此，无量山与滇西北中心共有 15属，占无量山中国特有属总数的 55．56％；与滇东南 中心共有 19属， 

占该地特有属的 70．37％：与 两地同时共有 l0属，占该地特有属的 37．03％，占两中心共有属(14属)的 

71 43％。可见，无量山处于西北一东南向的两大中心的中介，明显地为两大中心的联系环节。而且其中仅 

有短檐苣苔属(Tremacron)，地涌金莲属(Musella)等为数不多的新特有，无量山与云南高原阿谷地带同有的 

栌菊木属(Noue~瑚，以及此地山体中部的心叶石蚕属(Cardioteucris)，巴豆藤属(Craspedolobium)等系古老的 

特有类型(李锡文，1995)。因此，从科、属的特有来看，无量山埴物区系有着一定的古老性。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刊，行政区域的特有概念有时不一定可靠，高等级分类群更是如此。比如蜂疑兰， 

在其西北部尚可说有高黎贡山的屏障( 但在其东南部，对面的越南北部沙巴一带就不接纳它吗?同样，异 

叶苣苔属的个别分子也极可能“跑”到越南乃至缅甸北部的山区去的。当然，我们可用“半特有喋 折衷此类 

情况。此类特有，窃以为，报可能只有时效上的统计结果，而不一定有严格的区系地理学意义。因此，对诸 

如此类的问题只能下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尤其对云南这样一个毗邻3国的省份而言，就更应审慎。在我国． 

报多植物地理学研究的完善结论还有待于友邦加强国际合作，在同类工作上同步。 

附带说一下，特有现象应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对象。在选择保护对象时，Tahktajan(1978)认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鼎湖山树木园编，1976．鼎蝴山植物手册(内部费料) 

。孙航
，1994．西藏墨聪雅鲁藏布江蛱备热带亚热帮植物地理学研究，中国科掣院昆明植物研究所i内部资料一博士学位论 

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l9卷 

为现存的遗传材料——特有的、生活型蕴藏丰富的地区的区系应得刊优先的保护，他已注意到世界上集中 

有大量各种等级特有植物的地区，植物区系的命运夸人担忧。无量山的情形亦然，对以上特有属的分布进 

行分析发现，决大多数特有属是在保护区之外 (此地保护区多划定在 2 20o～2 400m以上)。可见，重要 

的保护对象并未界定在保护区域内，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裹 6 无量山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亚墨 

Table 6 The a∞al—subtypes ofth~Chinese enden~ species of seed plants in M t W ul~angshan 

3．3 种的特有现象 

如前所述， 中国特有分布种是仅次 于热带亚洲种的第二大分布类型，计有 822种
， 占总种数的 

33．00％。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幅原辽阔的大国来说，不进行进一步的划分，种这一级水乎的特有概念是没有 

多大意义的。因此，本文根据众多中国特有种集中分布所表现出的一定分布趋势划分出如表 6的分布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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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的亚型，以期反映出各种分布式样，揭示出无量山植物区系与我国其它地区的区系联系，同时有区别 

地分析这一大类的区系性质。 

我们从表 6可以看出，在 中国特有种这一分布类型中，目前仅限干本地区的无量山特有种计有 67种 

占本分布型的 8．1 5％：无量山与云南高原共有的仅 45种，占本分布型的 5．47％ 。更多的是与我国西南片共 

有的种，计 404种，占 49．15％，以及与南方片共有的种，计 206种，占 25．06％。以上属亚热带性质的种共 

722种，占本分布型的 87 83％，表现出强烈的亚热带特色。而分布到北方的种类多为分布达陕、甘南部的 

类群，因而温带性质根微弱。 

由干我国幅 员辽阔，除 了云南高原上较局限的种类，如药囊花(Cvphothecamontana)、瑞丽 山龙眼 

(Hiticia shwetiensis)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外，很多分布广琵的中国特有种对干无量山这样一个表现面积不是 

很大的 自然单元而言，更多地表明了此地跟我国其它区域的区系联系，而标志意义就相对不那么显著。如 

分布到我国南方各地的一些种类未必比茶梨 (Annestea fl'agrans)，缅旬术莲(Mangtietia hookeri)等种类的 

自然区系标志意义大。鉴干此，这里只着重分析局限干无量山的本地特有种。从我们目前汇集的最新资料 

看，该区域有 67个特有种(表 7)，占无量 山自然植物区系成分 2491种的 2．69％。这些特有种隶属 36科 48 

属。从这 48个属的分布区类型看，属于世界广布属的有 5属，泛热带分布有 10属，热带亚洲 热带美洲分 

布 1属，旧世界分布 2属，热带亚洲一热带澳堋分布 1属，热带亚洲及其变型有 7属，北温带及其变型有 9属． 

东亚一北美分布有 3属，东亚分布有 6属(其中4属为中国一喜马拉雅变型)，中国特有 4属。从以上统计可看 

出，无量山特有种所隶属的 48属，属干热带性质的计有 26属，温带性质的 18属 (如加上中国特有则达 22 

属)热带性质的属略 占优势，同时也表现出两大基本成分几乎旗鼓相当的过渡性质。从它们的生活型来 

看，草本类型有 35种，木本类型有 32种，比较接近。但仍然表现出该地具有的 中国特有属中所出现的 

木本类型在表中多属干分类系统排列上靠前的离瓣花类 (I1[1 29种仅 6种为草奉类型)，而草奉类型则多 

为相应靠后的台瓣花类或单子叶植物 (后 38种中仅有木本类型 9种)，这更是耐^寻味的。这似乎说明 

在无量山地区木本类型和草奉类型的特有种类都相应地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即被子植物后期草奉植物大量 

在温带出现的时候，木本种类仍然在逸里得到了保存和较为显著的分化。 

无量山特有现象中无本地高级特有类群，只有东亚特有科和中国特有属，这反映了它与整个东亚植物 

区系有相当大的共同自然历史渊源，也是中国古老区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具体植物区系单元。而目前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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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7个特有种，一方面均系本世纪较晚才发现的类群，极有可能周边地区相应科、属的调查深度和广度 

都还不够 (也说明完善的区系地理结论还有待干深入细致的区系地理资料的补充和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较完整的经向和纬向区系网络信息系统)，即夸这些特有种均可视为严格意义的无量山独有挟域种，其 

占总种数的比例为 2 68％，这远低干研究历史较长且基础较好的南欧山脉的植物区系中特有植物的百分 

率，如比利牛斯半岛南部的佩尼韦蒂科山为 36％，比利牛斯山脉为 l4％，法一意阿尔卑斯山为 l3％，瑞 

一 意一奥阿尔卑斯为 18％，亚平宁半岛的科尔诺山为 l3％，更不用说高达 38％的科西加岛了，当然，岛屿 

植物区系有着内陆植物区系无法比拟的特有种额率 (所有数据自 Favager．1972)。 

生物地理的一般规律是，一个区域的隔离时间越长，其特有生物百分率就越高，且特有生物的分类等 

级就越高。无量山的特有现象似乎说明，它作为东亚植物区系的一个地理单元，与东亚整个区系的古老性 

是一致的，保留有很多古老且分离的高等级植物类群，而特有种的百分率较低，说明就一个区系地理单元 

而论，其隔离程度并不高。与横断山脉一脉相通沟通了同温带纵操地区的地理联系，而低热河各通道又与 

热带亚洲 (特别热带东南亚)建起了物种传播的路径。 

4 结论 

无量山地区的植物种类是丰富的，特有现象也较为显著。从科级来看，它拥有 lO个系统上较为隔离 

的东亚特有科，反映 出该地作为东亚古老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在地质历史上与东亚是一致的，且与东亚植 

物区系的发端紧密相联，同时，它又具有几个热带亚硎特有科，反衬出该地植物区系一定程度的过凌性。 

属级特有中，处于高频区云南腹地的无量山的中国特有属所占比侧并不是很高，较之很多中国特有属 

低频区的地区还低，说明我国高频率区的特有程度质和量上不是均一的，在此之外存在一些改级q~,C,Ig， 

进行关键地区的特有研究很有必要。无量山与滇西北、滇东南共有的中国特有属比例较高，明显处于这两 

大中国特有属多样性中心之间，成为联系的纽带。 

种的特有中，中国特有种的各亚型中，亚热带分布的种类占绝大多数，从一方面显示了这里区系的亚 

热带性质}67个特有种所属的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分析中，热带分布型和温带分布型近乎旗鼓相当，表 明 

了由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的过渡}而较低的特有种比例，说明无量山的地理隔离程度并不高，时间也不 

长。 

致谢 承导师吴征镒院士悉心指导，野外工作中案无量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张兴伟所长等同志的大力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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