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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绿绒篙属 �2 ) ) − . − 3 4 1 , 5 16
·

本属分  个亚属
、

∋ 个组和 & 个 系 �图 # !
。

椭果绿绒篙系 �7 ) 8 。

9:− ;1< − . 1=− ;1+ ) > 8 + 1. ! 是最原始的类群
,

这群植物茎高大具

分枝
,

有基生叶和茎生叶
,

数花组成聚伞状圆锥花序
,

须根纤维状
,

花黄色等原始特征 ,

它们生长在温暖湿润的林下或灌丛下
,

海拔高度相对较低 ,  种
,

分布于湖北西部
、

陕

西西南部
、

四川东北部至西南部
、

云南东北部这一和本属集 中分布区比较独 立 的 范 围

内
,

它们是典型的华中成份
。

从这一类群出发
,

分成二枝
,

一枝看来是向大花绿绒篙系 �7)8
?

≅ 8
+. < )4 >8+1 .! 发

展
,

这个系保留了须根的性状
,

有时也有主根
,

但茎不分枝
,

其基部具宿存的叶基
,

叶

基 上被具分枝的刚毛
,

有茎生叶
,

花排列成具苞片的总状花序
,

黄色
、

蓝色
、

紫色或稀

白色 Α 生长在冷杉林下或竹
、

柳
、

杜鹃灌丛下
,

而更多的越 出了森林带而生长在高山草

甸上 , ∋ 种
,

自云南东北部水平向西延伸至尼泊尔东部
。

这一枝发展的顶点是单叶绿绒

篙系 �7 ) 8 ?

7 1Β 3 ;1) 1=− ;1+ ) Χ + /;
?

!
,

这群植物没有茎而为基生花草所代替
,

花仅 Δ 朵
,

蓝色
、

紫色或红色
,

植株基部具宿存的叶基
,

叶基上被具分枝的刚毛 Α 生于林下
、

灌丛

下
、

高山草地或石缝中Α � 种
,

更向西分布到尼泊尔中部
。

这一具须根的一枝
,

沿着主

要器官的总进化趋势演化
,

比起另一枝来说
,

生长在较原始的环境和保留着与之相适应

的原始性状
。

另一枝是具主根的
,

即从椭果绿绒篙系向锥花绿绒篙系 � 7 ) 8 ?

9 + Β Ε8 1Φ + ) > 8+1 .! 发

展
,

两者具有相同的原始特征
,

共同组成原始的锥花绿绒篙组 �7)Φ ∗
?

9 + Β Ε8 1Φ + ) �>8 +1 .!

Γ)< <) !
,

唯锥花绿绒篙 系多花组成总状圆锥花序
,

具明显的主根而异
,

但其中有些种

的主根下部具分枝
,

表明演化过程中与前者的联系, 生于林下
,

林缘
、

高山草地 乡 Η 种
,

同样是沿西藏南部向西分布
,

西欧有 # 种
。

总状绿绒篙系 � 7)8
?

Ι +Φ ) Β − +) 9
?

ϑ
?

Κ
0 )∗

Λ
?

9 :0 + . 6 !显然是从锥花绿绒篙系演化而来的
,

它茎不分枝
,

花排列成具苞片的总状花

序 , 生于灌丛下和高 山草地上 Α # 种
,

这个系向西扩展到克什米尔
,

在西藏向北越过了雅鲁

藏布江
。

花茎绿绒篙组 �7) ) ∗
?

Γ − 8 8 ) 4∗ 11 9
?

ϑ
?

Κ
0 ) ∗ Λ

?

9 : 0 + . 6 ! 茎生叶全部退化
,

花于花茎

上排列成无苞片的总状花序
,

是总状绿绒篙组 �7 ) ) ∗
?

Ι + ) ) Β − 4 + ) 9
?

ϑ
?

Κ
0 ) ∗ Λ

?

9 :0 + . 6 !

和单花绿绒篙组 �7 ) )∗
?

7 1Β 3 ;1) 1=− ;1+ ) �Χ + / ;
?

! 9
?

ϑ
?

Κ
0 ) ∗ Λ

?

9 : 0 + . 箕,

≅ 8 + <
· . − Μ ·

。Β ) . <
?

!之间的过渡类群
,

其中长叶绿绒篙。#
?

;+ . ) 1=− ;1+ �Γ 8 + . ):
?

! Γ 8 + . ) :
? Φ Δ > 8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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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有基生花草混生的植株及花数 目显著减少足以证明这一点
。

单花生于基生花草上的川

西 绿 绒 篙 系 �7 ) 8 ?

Λ ) ;; 8 1) + . + ) 9
?

ϑ
?

Κ
0 ) ∗ Λ

。

9 :0 + . 6 ! 和 长 果 绿 绒 篙 系 �7 ) 8 ?

Τ ); + Μ + / + . +) Χ + / ;
?

! 都是 自花茎绿绒篙组特化而来的
。

川西绿绒篙系主根萝 卜状
,

植

株矮小 , 生于灌丛下
、

高山草地或石缝中Α ∋ 种
,

主要在分布区的东部发展
。

长果绿绒

篙系向着更早生化的方向发展
,

主根变得肥厚而延长
,

甚至超过地上部份
,

植株矮小
,

常被刺 , 生于高山草地和流石滩 Α & 种
,

其分布是 向西和西北发展
。

斗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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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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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矛
,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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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绿绒篙属分布图

本属植物发展的最高级类群是具盘绿绒篙亚属 �7
0 Ε6 ) . ?

Τ1
∀ Φ − 6 / . ) Χ + / ;

?

!
,

它可能

是从总状绿绒篙系演化而来的
,

它们具花柱盘
,

全株密被具多短分枝的刚毛
,

花深紫色

或红色等特征
,

显然是最进化的一群 Α 通常生长在流石滩上或石隙中Α 只有 � 种
,

分布

局限于东喜马拉雅地区
。

总之
,

绿绒篙属的系统演化
,

是随着从低海拔到高海拔
,

从林下到草甸到荒漠的环

境条件的更替
,

他们在形态上也发生了从茎分枝到不分枝到无茎
,

从圆锥花序到具苞片

的总状花序到无苞片的总状花序到单花的基生花草的演化系列
,

这就充分揭示了植物与

环境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

二
、

绿绒篙属的地理分布

绿绒篙属间断分布于东亚和西欧 �图  !
,

显然是旧世界温带分布式样的属
。

本属共∃& 种
, # 种产西欧

,

其余∃Η 种均分布于东亚的中国—喜马拉雅地区
。

我国

有� Η种
。

�详见表!

西欧只有 # 种
,

分布于英国西南部
、

法国西部至南部
、

西班牙北部
,

显然这是一个

第三纪的孑遗成员
,

说明欧亚 曾经有着绿绒篙连续分布的历史
,

由于晚第三纪和第 四纪

欧洲和中亚古气候的变迁
,

造成了那里种类的灭绝
,

只在西欧沿海地区的局部温暖潮湿

处保留了较原始的 # 种
,

形成了日前东西间断分布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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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西部
、

陕西西南部
、

四川东北部和西南部
、

云南东北部这一狭长 地 区
,

只有 &

种
,

但都分属于原始的第一亚属的几乎所有类群
,

作为本属系统演化中最原始的椭果绿

绒篙系
,

分布仅仅局限于此 �图 � !
,

可见
,

我国中部及其邻近地区的古老山地
,

可能

是本属植物的摇篮地
。

在东亚 �图 ∃ !
,

其分布范围东起湖北西部的神农架
,

北达青海的祁连
,

西抵克什

米尔和巴基斯坦东部
,

南至云南的镇康
,

大约在北纬 ∃
“

一 �Η
“,

东 经[∃
“

一 # # #
“

之 间
,

集 中于中国西部至喜马拉雅地区
,

其中四川西南部
、

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
、

西藏东南部

和东喜马拉雅南坡这一水平带状的范围
,

有�& 种
,

占全属总数的ΗΝ α
,

所有类群这里都

有分布
,

这里是本属植物的分布 中心
。

发生于晚第三纪和早第四纪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隆升
,

使绿绒篙属的分布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

#一些向着适应高海拔和早生化方向发展的类群
,

在东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地 区获

得了高度发展
,

这里共有 �[ 种
,

占全属总数的[ ∋
?

∋ α
,

特有种达 ��
,

除了最原始的椭果

绿绒篙系外
,

所有的类群这里都有分布
,

它们在系统发生上属于进化或较进化的类群
。

沿东喜马拉稚分布的具盘绿绒篙亚属 �图 ∋ !
,

虽然只有 � 种
,

但却代表了喜马拉

雅隆升过程中分化发展的高级类群
,

无疑
,

青藏高原边缘是本属植物的次生发展中心
。

 
?

早化类群在青藏高原上得以发展
,

扩大其分布范围
。

进化的长果绿绒篙系中
,

有

的种分布到改则
、

申扎等地
,

是本属植物唯一分布到干早的高原 内部的类群
。

�
?

不能适应干
、

寒的种类在青藏高原上灭绝了
。

川西绿绒篙系分布于喜马拉雅 的东

西两侧
,

东面有 ∃ 种
,

分布于青海
、

四川
、

云南
,

西面有 # 种
,

产巴基斯坦 的 奇 特 拉

尔 �9 :1 =8 +; !
,

这是由于喜马拉雅山脉隆升
,

造成了这一类群的间断
。

以上事实
,

揭示了本属植物的种系发生和发展与喜马拉雅山脉的隆升有着密切的关

系
。

Χ Λ β 7ϑ7Χ β 2(Χ _9 β 5 χΖδΧ旧Ο (ΟΤ ΧΛβ ≅ β χ≅ Ι (>Λ _9(Ζ

Τ _7ΧΙ 旧δ Χ旧Ο χΓ 2β 9χΟχ>7_7 5 _≅

9 : 0 + . 代 Λ , 0 + .

�ε , ∀” ”∀ 五”& # ”4 玄, =“才) −
= , − ∗+ ”/

,
月) + < ) 川诬口 7‘”1) + !

(, 7Χ Ι (9 Χ

Χ : − 4/ 4∗)Β + ∗1) + ; )丫− ;0 ∗1− . − = 6 ) . 0 4
对

。 ) Ν Ν Ν > 4 =∀
,

=18 4∗ − = + ;Ψ
,

<叩
) . < 4 0 3 − .

∗: ) + ;∗) 8 . + ∗1− . − = ) . Μ 18 − . Β − . ∗+ ; ) − . < 1∗1− . , =8 − Β + ;− ⊥ + ;∗1∗0 < ) ∗ − + : 16 : ) 8



# ∃ %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 卷

+ ;∗1∗0 < ) ,

=8− ∗. ∗: ) : + Ε 1∗ + ∗4 0 . < ) 8 ∗:) =− 8 ) 4 ∗4 ∗ − 8. ) + < − ⊥ 4 + . < ) Μ ) . ∗− + ;3 1. )

< ) 4 )∗8 4 ?

9 − 8 8 ) 4 3 − . < 1. 6 ∗− ∗:) 4 ) 4/ 4∗Φ Β + ∗1) + ; + ;∗) 8 . + ∗1− . 4 ∗:)/ ) : + . 6 ) Β − 8一

3;1 − ;− 6 1) + ;;/ =8 − ∗. Ε 8 + . ): )< 4∗) Β 4 ∗− 0 . Ε 8 + . ) :) < 4 ∗)Β 4 + . < =1. + ;;/
, ∗ − . − 4 ∗) Β + ∗

+ ;;
,

=8 − Β 3 + . 1) ;) 4 ∗− Ε 8 + ∗) + ∗) 8 + ) )Β ) ∗− Ε 8 + ) ∗;) 4 4 8 + ) )Β ) + . < =1. + ;;/
, ∗ − 4 1Β 3 ;)

=;− ⊥ ) 8 )< Ε + 4 + ; 4 ) + >) 4 ?

Χ : 14 + Β 3 ;/ 8 ) Μ) + ;4 ∗: ) < 1+ ;) )∗1) 0 . 1∗/ Ε)∗⊥ ) ) . 3 ;+ . ∗4

+ . < ) . Μ 18 − . Β ) . ∗4 1. ∗: ) ;− . 6 一∗) 8 Β : 14∗ − 8 1) + ; < ) Μ ) ;− 3 Β ) . ∗
。

Χ五) ⊥ ) 4 ∗)8 . 9: 1. + ⊥ 1∗: . ) 16 :Ε − 0 8 1. 6 Λ 1Β + ;+ / + . 8 ) 6 1− . 4 #∋ ∗: ) ) ). ∗) 8 − = < 14∗8 1φ

Ε 0 ∗1− . − = 全: 14 6 ) . 0 4 ?

Χ :) − ;< Β − . ∗+ . − 0 ∀ 8 ) 6 1− . − = 9 ) . ∗8 + ; 9 : 1. + + . < 1∗4 . ) 16 :φ

Ε − 0 8 1. 6 8 )6 1− . Β + / Ε ) 1∗4 Ε18 ∗:>;+ ) ) ,

⊥ : 1;) − . ∗:) Β + 8 6 1. − = γ 1. 6 : + 1一η 1ς + . 6

>;+ ∗) + 0 Β + / =− 8 Β + 4 ) ) − . < + 8/ ) ) . ∗) 8 − = < ) Μ ) ;− 3 Β ) . ∗
?

( ∗ ∗: ) 4 + Β ) ∗1Β ) , ∗: )

3 8 ) 4 ) . ∗ 3 + 3 ) 8 + ;, Ν Β + ι ) 4 + < 14 ) 0 4 41− . − . ∗: ) ) ;− 4 ) 8 );+ ∗1− . 4: 13 Ε )∗⊥ ) ) . ∗: )

Λ 1=. + ;+ Μ − . − 3 :。。Μ + ϕ + . < ∗: − − 8 16 1. + . < < ) Μ − ;− 3 Β ) − ∗ − = 、3 ) ) 1) 4 6 8 − 0 3 4 − = ∗;; 。

4 + Β ) 6 ) . 0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