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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布区类型是指植物类群的分布图式基本一致地再现。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是植物区系

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国种子植物的 & ’’! 个属被划分为 ’" 个类型和 &( 个变型，用固

定的格式代表各种分布区。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揭示各分布区类型

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对世界所有种子植物的科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

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世界种子植物的科划分为 ’) 个大分布区类型，

并沿用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表现方式，用数字 ’ * ’) 代表不同的分布区类型，其中

’ * ’" 与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完全一致，’! * ’) 是中国没有分布的科。除 ’，’’，

（’!），（’(），（’)）外，均有或多或少的变型，共 (% 个。本文还提供了世界种子植物各科的

分布区类型表。这种划分对理解世界被子植物区系的形成发展有一定帮助，并为陆地植物分

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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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分布区类型是指植物类群（科、属、种）的分布图式始终一致（大致）地再现。

显然，同一分布类型的植物有着大致相同的分布范围和形成历史，而同一个地区的植物可

以有各种不同的植物分布区类型。划分、分析整理某一地区植物的分布区类型，有助于了

解这一地区植物区系各种成分的特征与性质，如果这一地区是足够大的话，这种分析还是

植物分区的重要基础。

早在 9:;< 年，德国学者 =$#-$’（9:;<）就开展了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工作，他将世界

分布的科分为 > 个类型并提供了科的分布区图。其后 ?%%/（9:@;）也进行了科属分布区类

型的划分工作。?%%/ 将科的分布区类型划分为世界及亚世界分布、热带分布、温带分布、

间断分布、特有分布和不规则分布等 A 种分布区类型。并且提供若干科的分布区图。?%%/
同时还对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了划分，将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为世界及亚世界分布、热带

分布、温带分布，其它广布类型、间断分布和特有分布等 B 种分布区类型并在各大类之下

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启发下，第一作者利用当时 C*(+$’ 最新的科属概

念，在 9:A; 年全面分析了中国种子植物 > :D< 个属的分布范围。他参考了影响分布的生态

因素，特别强调和注重了影响分布区形成的地质事件及属分布区形成发展的历史植物地理

的因素，将当时已有记载的中国种子植物 > :D< 个属的分布范围概括为 9B 个类型和 E9 个

变型，用固定的格式代表各种分布区，并讨论了存在于各类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形成了

最早的属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吴征镒，9:AB）。对一个国家全部的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进行

科学的划分，并用数字代表每种分布区类型，是第一作者的一个创造。这一结果在 9:DE 年

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吴征镒和王荷生，9:DE）。嗣后第一作者又对这一分布区类型的方案

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此时中国种子植物属已经到达了 E 99A 个（吴征镒，9::9）。吴征镒和

王荷生（9:DE）在其著作中还讨论了各种分布区类型的演变及相互关系。讨论中所应用的原

理和方法以及后来在生物地理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泛生物地理的学术思想十分一致。

类似的工作还有 F"+(%%5（9:A:）对太平洋诸岛的 9 B99 个野生显花植物属做了区系学分

布的初步分析，而后又于 9:A: 年在进一步的野外考察和更新、更完备的分类文献研究之后，

对 9 AAA 个野生属进行了分析。F"+(%%5 叙述了太平洋区次级分区和界线的演变，并厘定了地

理单元，实则是与太平洋有关的全球的地理系统，其中尤其是 GG 欧亚，GGG 东亚，G= 东南

亚，= 马来西亚（包括斯里兰卡，印度大部，缅甸，中南半岛和海南，也包括尼可巴和安

达曼群岛），=G 菲律宾，=GG 新几内亚以及与太平洋关系最深的 HGGG 太平洋，用粗线画出

图界，内分 EA 个小单元，从西北至东南排成三列，但以（9 ）I（>D）为主，（>:）夏威夷

岛至（EA）胡安 J 费尔南德斯则处于新世界的边缘。他总共确定了 : 个分布区类型。

植物分布区类型划分的方法甚至在古植物学的研究中也被采用。K)LM$5（9:@@）在研

究 ?%+/$* ="++$5 N%’O"-)%* 的植物群时，将发现于该组化石植物划分为美国东部、墨西哥及

中美洲、印度西部、南美、中国和日本、东南亚、非洲、及不明分布区类型等 : 种分布区类

型。并对各种分布区类型在植物群中的比例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证明 ?%+/$* ="++$5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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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植物和中国日本分布区类型亲缘关系最近、美国东北分布次之、东南亚分布又次之。

第一作者分布区类型的方案及其分析方法，被中国植物学家广泛采用，用于一些省

份、地区及某些山体的区系成分分析（孙航和周浙昆，%&&%；李仁伟等，%&&’；王荷生，

%&&&；吴玉虎，%&&&；朱华，%&&&；李锡文，’(()，’((*；陈文俐和杨昌友，%&&&；李恒

等，%&&&；彭华，’((*，’((+，’((,；张耀甲等，’((+；孙航和周浙昆，’((*；傅沛云等，

’(()-；傅沛云等，’(().；曹伟等，’(()；陈征海等，’(()；祁承经等，’(()；刘!勋等，

’(()；方瑞征等，’(()；李锡文和李捷，’((/；李恒和武素功，’(,)；吴征镒，’(,+）。但

是由于资料的不足，在分析中种的分布类型套用属的分布区类型以至产生混乱和分析的不

科学性；同时在不同的区系面积用相同的分析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尽管如此，这种分析

方法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合起来，经过反复检验，被认为是揭示各分布区类型

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为进一步的区系分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

中国植物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第一作者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本文对世界所有种子植物的科的分布进行了研究。经

过分析整理，仍然参照影响分布区形成的生态因素和地质因素更加强调地质因素的思想，

将世界所有科划分为 ’, 个大分布区类型，并沿用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表现方式，

用数字 ’ 0 ’, 代表不同的分布区类型。发现其中 ’ 0 ’) 种分布区类型与中国种子植物属分

布区类型天然相合，’* 0 ’, 是中国没有分布的科，除 ’，’’，（’*），（’+），（’,）外，均有

或多或少的变型，为更好的反映植物分布特色，在热带亚洲分布类型 + 中划分了 ’’ 种变

型，使变型数达到 +1 个。凡不见于中国或东亚的，都加上括号，以示区别如（’*），

（’+），（’,），（/2），（).）等。在分布区类型的数字表示方面也有发展和创新，除沿用固

定的数字表示分布区类型外，在植物分布区类型下加括号，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分布的中

心，并用箭头表示发展方向。这种划分为理解世界被子植物区系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线

索，同时为陆地植物分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方案

世界种子植物共划分为 ’, 种分布区类型

’ 3 广布（世界广布，4"256785-2 9 :#6;#7#<"!-$）；

% 3 泛热带（热带广布 =-$!8#7">）；

/ 3 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8#73 @ AB.!8 3 C3 D6"- @（A3）?8#73
D;583 2"6EB$>!52）；

1 3 旧世界热带（F<2 4#8<2 ?8#7">6 9 F4 ?8#73）；

) 3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8#73 D6"- !# ?8#73 DB6!8-<-6"- F>5-$"-）；

* 3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8#73 D6"- !# ?8#73 DG8">-）；

+ 3 热带亚洲（即热带东南亚至印度 H 马来，太平洋诸岛）（?8#73 D6"- 9 ?8#73 AC3
D6"- I J$2#KL-<-M- I ?8#73 A 3 @ A43 =->"G"> J6< 3）；

, 3 北温带（N3 ?5;73）；

( 3 东亚及北美间断（C3 D6"- @ N3 D;583 2"6EB$>!52）；

’& 3 旧世界温带（F<2 4#8<2 ?5;73 9 ?5;73 C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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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带亚洲（#$%&" ’()*）；

!+ "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 .0 1" ’()*）；

!2 " 中亚（1" ’()*）；

!3 " 东亚（4" ’()*）；

!5 " 中国特有（46-$%)7 .0 18)6*）；

（!9）" 南半球热带以外间断或星散分布（4:.;*.;0&)7*< =" >$%)(&8$;$ -)(?@67.$- 0; -)(&$;($-）；

（!A）" 热带非洲 B 热带美洲间断（#;0&" ’C;)7* D #;0&" ’%$;)7* -)(?@67.$-）；

（!E）" 泛南极（>0<*6.*;7.)7）。

以上正型均中英文对照。兹又分别连同其变型列举如下，所有变型均附属于其有关的

间断分布或连续分布的原型下；凡未分布到中国本土的均加（ ）以示区别（下同）。! 型

仅有正型，无变型，但在分布倾向上有所偏重，且与 E F 3 有紧密联系。

!———+ 型的变型 2 个：

! " # " 热带亚洲 B 大洋洲和热带美洲（南美洲或G和墨西哥）（#;0&" ’()*H’@(.;*<*()*
*6- #;0&" ’%$;"（=" ’%$;" 0;G*6- ,$:)70））；

! " ! " 热带亚洲 B 热带非洲 B 热带美洲（南美洲）（#;0&" ’()*H#;0&" ’C; " H#;0&" ’%H
$; "（=" ’%$;"）），本型显然与 2 型和 !A 型都有联系；

!$ " 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I*6.;0&)7 $(&$7)*<<J = " >$%)(&8$;$）。

%———2 型除间断于热带亚洲者为正型外，限在中、南美热带至温带的广大区域而未

分布到旧世界（包括中国）的有 K 个变型：

（%&）" 圭亚那高地（至附近邻邦）（L@J*6* >)M8<*6-（*6- *-?*7$6. 70@6.;)$(））；

（%’）" 热带、亚热带中美至南美（含墨西哥中部及西印度群岛）（#;0&" D =@N.; " 1"
.0 = " ’%$;"，)67<@-)6M 1" ,$:)70 D /" O "）；

（%(）" 阿马逊河盆地（’%*P06 Q*()6）；

（%)）" 热带南美（南至巴西、秘鲁），北至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0&" = " ’%$;"，
( " .0 I$;@，Q;*P)<，6" .0 /" O " D =" R=’），亦可简称环加勒比海（1);7@%H1*;)NN$*6）；

（%*）" 中、南智利低地至邻近的阿根廷（S0T<*6-，1" .0 =" 18)<$ <0T<*6-（*6- *-?*7$6.
’;M$6.)6*））；

（%+）" 南美西部，特以安底斯山为主（/" =" ’%$;" $(&" ’6-$(）；

（%,）" 巴 西，乌 拉 圭，智 利，阿 根 廷 南 部（温 带）（=" Q;*P)<，R;@M@*J，’;M$6.)6*，
18)<$（#$%&"））；

（%-）" 胡安 B 费尔南德斯岛（U@*6 V$;6*6-$P O(< "）；

（%.）" 热带以外的中、南美（沿安底斯山脉）（4:.;*.;0&)7*< 1" D =" ’%$;"，#;*6(H’6-$*6）。

/———3 型除正型外有 ! 个变形，/ " # " 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或星散分布

（#;0&" ’()*，#;0&" ’C; " *6- #;0&" ’@(.;*<*()* -)(?@67.$- 0; -)CC@($-）。

0———5 型以热带亚洲至热带澳洲洲际连续或间断分布为原型，原有 0 " # 变型即中国

（西南）亚热带和新西兰间断（18)6$($（=/）=@N.;0&)7( D W" X" -)(?@67.$-），但科一级无反

映。其仅在澳洲本土出现的变型有（0&），（0’），（0(），（0)），（0*）等 5 个加上（012），

（013）共 A 个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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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 型的原定义为澳亚分布，但其西界达到马达加斯加，而不达非洲本土，

故马达加斯加特有（#$%#&’( )* +,%,-,.(,）处理为（!"#）变型。

（!"$）! 印度洋诸岛，即科摩罗 /*&*0*，毛里求斯 +,10’)’1.，留尼旺 231$’*$（此二者合

称马斯克林（+,.(,0#$#））和塞舌耳群岛 4#5(6#77#.（8.7 ! *9 8$%’,$ :(#,$），以上 ; 变型为 !，$，

# 三型间的过渡。用（!"$）表示此变型。个别可达马达加斯加及东非，则已跨入（$，!"#）；

此变型中特别是（!%）多与 # 型相联系，而以重复变型表示之，如 !%（#%），!%（!&）等。

（!%）! 澳大利亚东部和<或东北部（=! ,$%<*0 >=! ?1.)0,7’,）；

（!’）! 澳大利亚西南部（和<或西部）（4@! ,$%<*0 @! ?1.)0,7’,）；

（!&）! 澳大利亚南部和塔斯马尼亚（4! ?1.)0,7’, ,$% A,.&,$’,）；

（!(）! 塔斯马尼亚（及新西兰、温带澳大利亚）间断（A,.&,$’,（,$% >! B!，A#&C!
?1.)0,7’,）%’.D1$()#%）。此变型实与（)*）型有联系；

（!+）! 塔斯马尼亚及新喀里多尼亚间断（A,.&,$’, ,$% >! /,7#%*$’, %’.D1$()#%）。

$———E 型的原型是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连续或间断分布。共有 F 个变型。

$ , ) ! 华南、西南至印度和热带非洲（4!，4@! /6’$, )* 8$%’, G A0*C! ?90 ! %’.D1$()#%）

$ , - ! 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A0*C! ?.’, G =! ?90 ! *0 +,%,-,.(, %’.H
D1$()#%）；

（$，!"#）. 在非洲南部和"或东部，至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的作为变型，以（$，!"#）

表示（A0*C . 4 . ,$%"*0 = . ?90 . G +,%,- . %’.D1$()#%），此变型亦为 !，$，# 三型间过渡；

（$%）! 热带东至东北非及阿拉伯半岛或索科特拉岛（4*(*)0,）间断（A0*C! =! )* >=!
?90 ! ,$% ?0,I’,$ J#$’$.17, *0 4*(*)0, %’.D1$()#%）；

（$’）! 热带非洲（4,6,0, 以南至南非）（A0*C! ?90 !（4! 4,6,0, )* 4! ?90 !））；

（$&）! 中至西南或东南非洲，多在稀树草原地区（/! )* 4@! *0 4=! ?90 !，&,’$75 4,H
K,$$, 2#-’*$）；

（$(）! 南非（主要是好望角）（4! ?90 !，(6’#975 /,C#）；

（$+）! 热带（或赤道）西部非洲（A0*C! *0 =L1,)*0’,7 @! ?90 !）；

（$/）! 西南非洲荒漠（M#.#0) *9 4@! ?90 !）。

#———热带亚洲（A0*C! ?.’,，8$%*(6’$,，N’)6 A6,’7,$% *0 ’$(71%’$- +,7,5.’,）的含义是广

义的，即包括热带东南亚（A0*C! 4=! ?.’,）、印度 O 马来（8$%*H+,7,5,）和西南太平洋诸

岛（4@! J,(’9’( 8.7 !）。以前在属的分布区类型下亚型未加细分，现结合科的分布区细分为

P; 个变型如下：

# , ). 爪哇（或苏门答腊），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西南（Q,K, *0 41&,)0,，
R’&,7,5, )* 4 .，4@ . /6’$, %’.D1$()#% *0 %’991.#%）；

# , -. 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云南南部）分布（A0*C . 8$%’, )* 4 . /6’$,（#.C#(’,775 4 .
S1$$,$））；

# , 0.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5,$&,0，A6,’7,$% )* 4@ . /6’$,）；

# , 1.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T’#)$,& *0 8$%*(6’$#.# J#$’$.17, )* 4 . *0
4@ . /6’$,）；

# , !. 菲律宾、海南和台湾间断（J6’7’CC’$#.，R,’$,$ ,$% A,’N,$ %’.D1$()#%），此在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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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无反映；

（!"）! 西马来，基本上在新华莱斯线以西（"! #$%&’($ )&*+,- .&/ "$%%$0& %(,&）北可

达中南半岛或印东北或热带喜马拉雅，南达苏门答腊；

（!#）! 中马来（1! #$%&’($），爪哇以东，加里曼丹至菲律宾一线以内；

（!$）! 东马来（2! #$%&’($），即新华莱斯线以东，但不包括新几内亚及东侧岛屿。

以上变型北界均可如 3$，如东界为菲律宾则可以 3$) 示之，如南界达东马来则以 3$0
示之，如有明显间断，则以 3$40，3$)40，3$4)0 等示之，3$40 表示西马来东马来间断分布。

（!%）! 全分布区东达新几内亚（.&/ 5&$(,&$），余同前，新几内亚特有可以用（3-）示之。

（!&）! 全分布区东南达西太平洋诸岛弧，包括新喀里多尼亚（. 5$%&-+,($）和斐济。

（!’）! 新喀里多尼亚特有（&,-&6(0 7+ .&/ 1$%&-+,($）。

（!(）! 菲济特有（&,-&6(0 7+ 8(9(）。

)———: 型为北温带广布（.! ;&6< !），此型由于历史因素，将下列 3 个变型包括在内：

) * +, 环极（环北极，环两极）（1(=0>6<+%$=，1(=0>6$=07(0 ? @6<A(<+%$=）；

) * -, 北极 * 高山分布（@=07(0.@%<(,&）；

) * /, 北极至阿尔泰和北美洲间断分布（@=07(0 7+ @%7$( ? . , @6&= , -(’9>,07&-），此在

科一级无反映；

) * 0,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 ;&6< , ? B , ;&6< , -(’9>,07&-），此型实与 C，D 型

有联系，为其垂直分布的表现；

) * 1,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2>=$’($ ? ;&6< , B , @6&= , -(’9>,07&-）；

) * 2, 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 * 智利间断分布（#&-(7&==$,&$，2 , @’($，. ,
E , $,- #&F(0+ * 1A(%& -(’9>,07&-）；此型实为东西的地中海 * 东亚和南北的新西兰 * 墨西哥

至智利的综合表现即 GH 型和 GI 型的综合。

) * !, 北美、澳大利亚东部及新几内亚间断分布（. , @6&= ,，2 , @>’7=$%($ ? . , 5>(,J
&$ -(’9>,07&-）。

3———D 型原型为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2! @’($ ? .! @6&=! -(’9>,07&-），共有 3 个变

型如下：

（3）! 其仅在北美（.! @6&=!）出现者即北美特有以（D）表示。

（3，+04）! 其仅在北美及日本间断分布（.! @6&=! ? K$<$, -(’9>,07&-）者以（D，GLK）表示。

在属分布区类型系统中原有 G 个变型，即：

3 * +,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2 , @’($ ? #&F(0+ -(’9>,07&-），此变型在科一级无反映；

现增加 L 个变型，均为中国本土所不见，亦即：

（3 * +）, 墨西哥高山（M(NA 67’ , +O #&F(0+），与 3 * + 相应，而不见于东亚；

（3 * -）, 北美西、西南部（以加洲为中心）至邻近的墨西哥或5和中美（" , ? B" , . ,
@6&= ,，0&,7&=&- (, 1$%(O+=,($ 7+ $-9$0&,7 #&F(0+ +=5$,- 1 , @6&= ,），亦可简称为马得雷区系成分

（#$-=&$, &%&6&,7）；

（3，/）, 落矶山经墨西哥至安底斯（P+0Q* 67’ , 7A=+ #&F(0+ 7+ @,-&’）间断分布；

（35/）, 北美（东和5或西南），圭亚那高地（2 , $,-5+= B" ,，. , @6&= ,；5>*$,$ M(NAJ
%$,-）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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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为欧亚温带（#$%&’ ()*+,-+）型。在属分布区类型系统中原有 . 个变型，

在科一级均有反映。即：

!" # !$ 地中海区，至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0-1$**+2$+，3 $ 4,-+（5* 6 $
4,-+）7 ( $ 4,-+ 0-,8)291$0）；

!" # %$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0-1$**+2$+ 7 :-%+;+<+ 0-,8)291$0），此变型相

当于原在属分布区类型系统中的 !" # % 和 !% # &，后者即地中海区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

间断分布，现将二者归并，地中海区取广义，包括相邻的热带非洲。

!" # ’$ 欧亚和南非（有时也在澳大利亚）（()*+,-+ 7 = $ 4>* $（,5%$1-%$, +;,5 4),1*+;-+）
0-,8)291$0）。

!!———!! 型无变型和 !? 型联系较密切。

!%———!@ 型有 A 个变形。变形在科一级中均反映较少，但须增加环地中海分布即

（!%）( $ ( $。
（!%）( $ ( $ 地中海区，狭义或环地中海（/$0-1$**+2$+，, $ , $ 5* 6-*9)%)/$0-1 $），即以

近代地中海为中心的欧洲，北非和西亚部分，但仅达伊朗 # 吐兰区（B*+2)#)*+2-+2）边缘

而不达中亚者；

!% # !$ 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和*或大洋洲间断分布（/$0-1$**+2$+ 15 6 $ 4,-+ +20 = $
4>* $ +20*5* 4),1*+;+,-+ 0-,8)291$0）；

!% # %$ 地中海区至西亚或中亚和墨西哥或古巴间断（/$0-1$**+2$+ 15 3 $ 5* 6 $ 4,-+ 7
/$C-95 5* 6)D+ 0-,8)291$0）；

!% # ’$ 地中海区至温带 #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或北美南部至南美洲间断（/$0-1$**+E
2$+ 15 #$%& $ )#*5& $ 4,-+，F-1G 4),1*+;+,-+ +20*5* = $ H $ 15 = $ 4%$* $ 0-,8)291$0）；

（!% # &）$ 原有属分区类型中的 !% # & 与 !" # % 区别甚微，现在科分布区类型系统将

其删去，而将!I)2-9+9$+$ 所代表的巴尔干半岛至西喜马拉雅间断于索科特群岛（=5951*+）

分布（J+;K+2 I$2-2,);+ 15 3 $ :-%+; $，0-,8)291$0 -2 =5951*+），替换作（!% # &）；

!% # +$ 地中海区至北非，中亚 # 蒙古，西南非洲，西南澳大利亚，北美西南部，智

利西部（泛地中海）星散分布（/$0-1$**+2$+ 15*5* H $ 4>* $，6 $ 4,-+ 15 /52L5;-+，=3 $ 4>* $，
=3 $ 4),1*+;-+，=3 $ 4%$* $（6+;->5*2-+）7 3 $ 6G-;$（I+2)/$0-1$**+2$+2 0->>),$0））；

（!% # ,）$ 马加罗尼西亚，地中海欧洲，索科特拉，西亚，南至索马里分布（/+9+*52E
$,-+，/$0-1 $ ()* $，=5951*+，3 $ 4,-+，, $ 15 =5%+;-）。

!’———!. 型为中亚特有（$20$%-9 15 6’ 4,-+），在科级仅 ! 科。在属级有 ? 个变型，但

科一级仅反映有 @ 个。

!’ # !$ 中亚东部（(+,1 6 $ 4,-+ 5* 4,-+ /$0-+，,$2,) M),,-+2 +)1G5*），科级无反映，仅有

亚科级 N<L5&G<;;+9$+$)#$1*+$25-0$+$（四合木亚科）或可代表；

!’ # %$ 中亚东部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部（( $ 6 $ 4,-+ 15 :-%+;+<+ 7 =3 $ 6G-2+）；

!’ # ’$ 西亚至喜马拉雅和西藏（3 $ 4,-+ 15 3 $ :-%+;+<+ 7 #-D$1）；

!’ # &$ 中亚至喜马拉雅 # 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分布（6’ 4,-+ 15 :-%+;+<+E4;1+-
7 I+9->-9 H’ 4%$*’ 0-,8)291$0）。以上 @ 者在科级均无反映，但在十字花科的属中有反映。

!&———!? 型为东亚（(’ 4,-+），除正型外原有 . 变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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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 # 喜马拉雅（!"#$’%"&’(’)’）；

!" # (（!"$)）& 中国 # 日本（!"#$’*’+’#）；

（!")）（新增），即日本特有（,#-,&". /$ *’+’#）。

!*———01 型为中国特有（,#-,&". /$ 23"#’）。原在属分布区类型系统中无变型，仅暂

分为五组（吴征镒和王荷生，0456），参考郝日明（0447），略加调整为 8 个变型。

!* # !& 华东 # 华中（9 & /$ 2 & 23"#’）；

!* # (& 华南（! & 23"#’）；实与东亚的热带亦即古北大陆的现存热带与 7 型有密切联系；

!* # +& 横断山区（%,#:-;’# &/< &）；

!* # "& 华北 # 东北（= & /$ =9 & 23"#’），常与 !! 型联系；

（!,）———（0>）型为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北可达新几内亚至菲律宾和温

带南美（特别西部）间断分布（?;</@’("’，=A BA，=A 2’(,-$#"’ /$ =A C;"#,’ ;+ /$ D3"("++"#,<
’#- E,&+ A !A ?&,@A（,<+,."’(() FA）-"<G;#./,-），亦可简称为 9H/@’/@$+".’( E@’#<+’."I". -"<G;#./"$#。

（!-）———（07）型为热带非洲—南美洲间断分布（E@$+A /$ !;J/@ A，?I@$K?&,@".’# -"<K
G;#./"$#），或热带、亚热带非洲—马德雷区—南美洲间断分布。这一类型不可能分布到东

面以古北大陆东部，古南大陆东部为中心的亚—澳地区。仅个别延至马达加斯加、南非洲

或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一般皆在南美洲有大发展，而非洲（常在西部）仅少量残

留，暂未分变型。亦可简称为环大西洋间断分布（E@’#<K’/(’#/". -"<G;#./"$#）。

（!.）———（05）型为泛南极或全南极分布（%$(’#/’@./".），多为星散型。

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按吴征镒等（LMML）的 5 纲系统世界种子植物共 107 科，分 05 种分区类型，各科的分

布区类型及各分布区类型科的数目如表 0。

表 0 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包括裸子植物）

E’J(, 0 N"</@ "J;/"$# +’//,@#< $I O$@(- I’&"(",< $I <,,- +(’#/<（"#.( A C)&#$<+,@&）

0）23"#,<, I’&"(",< "# I’&"() <,P;,#.,；L）Q’&"(",< $;/ $I 23"#’ "# !"#$%&’；6）=;&J,@ $I D’//,@#< "# R$(-I’., /)+,A

0）中国有分布的科均列出科号；L）斜体为中国没有分布的科；6）黑体为分布区类型

! 58 S@.3"-’.,’, L01 T)/3@’.,’, 6L6 %)-@$+3)((’.,’,
> 2,@’/$+3)((’.,’, 0M0 2)+,@’.,’, L67 D’+"("$#’.,’, 6L1 R$@’:"#’.,’,
7 %)-@$+,(/"-’.,’, 0ML C@’&"#,’, L8> SH’("-’.,’, 6L5 !.@$+3;(’@"’.,’,
4 =)&+3’,’.,’, 0M8 E)+3’.,’, L18 D$():’(’.,’, 667 T,#/"J;(’@"’.,’,
L1 D$@/;(’.’.,’, 000 U’#;#.;(’.,’, L>0 U3’&#’.,’, 665 D(’#/’:"#’.,’,
L5 ?&’@’#/3’.,’, 06L V)@".’.,’, L70 W"<.’.,’, 688 T’J"’/’,
L4 23,#$+$-"’.,’, 016 W"$(’.,’, L55 X&J,(("I,@’, 681 2’(("/@".3’.,’,
6M Y((,.,J@’.,’, 0>L 2@;."I,@’, L40 !’&J;.’.,’, /0123 >6
60 2’@)$+3)((’.,’, 076 X(&’.,’, L48 W’(,@"’#’.,’, (
6L D$():$#’.,’, 078 V$@’.,’, 6MM 2’&+’#;(’.,’, L ?##$#’.,’,
66 D(;&J’:"#’.,’, 056 E3)&,(’,’.,’, 6M0 T$J,("’.,’, 6 V)@"</".’.,’,
68 ?("<&’/’.,’, 057 U3$-$@’.,’, 6M8 V,#)’#/3’.,’, 00 T’;@’.,’,
6> %)-@$.3’@"/’.,’, 044 D@"&;(’.,’, 6M1 2$&+$<"/’, 0L %,@#’#-"’.,’,
8M D$/’&$:,/$#’.,’, LM0 2@’<<;(’.,’, 6M> S(,’.,’, 08 23($@’#/3’.,’,
8L *;#.’:"#’.,’, LML !’H"I@’:’.,’, 600 C,#/"’#’.,’, 01 ?@"</$($.3"’.,’,
88 =’G’-’.,’, LM6 C@$<<;(’@"’.,’, 606 U;J"’.,’, 04 D"+,@’.,’,
85 B’##".3,("’.,’, LM1 %’($@’:’.,’, 604 !$(’#’.,’, L> R’<,((’.,’,
1L T,&#’.,’, LM7 U$<’.,’, 6LM 2$#Z$(Z;(’.,’, 61 T"&#$.3’@"/’.,’,
7M ?(("’.,’, L06 S#’:@’.,’, 6L0 2;<.;/’.,’, 8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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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0 #,-.%&’%’ （"#）

!! 1,.2&.$’%&’%’ (34 5&%&,6%&’%’ (7 8.99:;,6%&’%’ !"#$%&"$’($")$)
!3 <%&&%&’%’ (30 =,>%&’%’ 7" #?%$@99,A%&’%’ *&)+)’,-.-$")$)
!) B?,9%&%&’%’ (3! B%6>%9%&’%’ 7( C.?%6A$%&’%’ /’0.),,-$")$)
3" 1$%&%’6%&’%’ (33 D9%&%&’%’ E) *’2>,.6%&’%’ 1&2$’-$")$)
)" F@/.G,A%&’%’ (3E D/,9,%&’%’ ("4 H$.>’%&’%’ *’$3)’-$")$)
)( I:$?%66,%&’%’ (7( I%9%6./+.$%&’%’ ("( 8@$>%&’%’ 4)%%).-05$")$)
)7 H.6>’A’$,%&’%’ (EE B/+’6.&9’%&’% (74 C.$%6>+%&’%’ !,5%’&)3)’-$")$)
E" J.2>%&’%’ 04( K..A’6,%&’%’ $%&’( "4 6’)3&,)(-7$")$)
E( 8%$%6>%&’%’ 040 B>@9,A,%&’%’ （)*）（!"或)+!） 8#9,,&.&3$")$)
E0 J%66%&’%’ 04) B>$@&+6%&’%’ :$3-$")$) ;&)%<)$")$)
EL J.??’9,6%&’%’ 0"4 B/,;’9,%&’%’ 4&.-3-$")$) !"#$% =>
E! M@$,A%&’%’ 0"( N%:&9’%&’%’ ?$)3&7&’$")$) （",）
E3 O$,.&%:9%&’%’ 0"3 #/.&@6%&’%’ @&"#,&5()’3$")$) @$’9&"$’$")$)
"4! H%9?%’ 0") #2&9’/,%A%&’%’ A&$5$")$) 8),,-"-)’$")$)
""4 8’6,2/’$?%&’%’ 0(L J.$A,%&’%’ !"#$% B C0--.$")$)
"07 <+’%&’%’ 00" I,;6.6,%&’%’ " A)"9%#-7$")$) 5 P 5%’ Q
"L4 K:>>,R’$%&’%’ 003 #&%6>+%&’%’ K) <%G.A,%&’%’ 8)’-7-5"$"$")$)
"L( O9%>,6%&’%’ 0L( #S,&’66,%&’%’ "4 O:$@%9%&’%’ D-$,9()%$,$.%#$")$)
"L) T9%&.:$>,%&’%’ 0L0 =,>,&%&’%’ "3 8,>$%2>’?.6%&’%’ D0"E)&7).7’$")$)
"LE U,;;’9%$,%&’%’ $%&’( )L (" N@&>%;,6%&’%’ !"#$% F
"!4 B%?@A%&’%’ ) + ! (L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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