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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龙脑香林植物区系研究 

朱 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西烈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勐腊 666303) }叼-7 ． 

摘要 西版纳勐腊县补蚌的龙脑香林是一种东南亚龙脑香林的热带北缘类型 该群落计约 800公 

顷，经调查有维管束植物 642种，隶属于 122个科，355个属．其中，种子植物占 109科 340属 

及 622种、 亚种 和变种 ．种子植物 的分 布区类型组成是 ：热带或 主产热带 的科 占总科 散的 

78．9％；热带分 布属 占总属数 的 94 1％；热带分布 种超 过总 种散 的 90％ 热带分布属 中有 

42．3％为热带亚洲分布属．而热带分布种中有 73．3％为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的种类。在热带亚洲 

分布及其变型的种类中，叉具体以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居首位，占总种散的28．9％．分布区类型 

组成表明西双版纳龙脑香林植物 区系是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属于热带亚洲区系的一部分，并以 

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为其核心成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西双舨纳地区是许多典型热带植物的 

分布北界 ，同时又是几种热带成分的交汇地带，这叉使该龙脑香林植物区系带有热带边缘性质和 

FoREST 0F XISHUANGBANNA 

ZHU Hua 

~huangbannaTropicalBotanicalGarden ofKunminglnalieale ofBotany．AcademiaSinlca 

Mengla Yunnan 666303) 

AbsU'act The Dipterocarp forest occuring in the south of M engla County，Xishuangbanna，is a 

forest type of tropical rain forest from the northern ma n of tropical zone of SE Asia．This fo r- 

est，covering about 800 hm ．is estim ated to con~st of 642 species of vascular plant belonging to 

355 genera and 122 families，of which seed  plants share 622 spe cies of 340 genera of 109 families 

and ferns shares the others In this forest，Rubiaceae with 54 species is the largest family in-size 

and other families are arranged in sequance as following： Lauraceae(35 species)， 

Euphorbiaceae(28 Annonaceae【2 8j，Moraceae(25)，Ordlidaceae(23)j Meliaceae(22)．Vitaceae 

(15)j Apocynaceae(13)and Fagaceae(12)etc．Dipteruearpaceae，Guttiferae，Icacinaceae and 

M yristicaeae etc，th ough containing a few spe cies separately，show higher importance value in- 

dex in this forest community In the floristic composition ofthis forest the families oftropical and 

mainly tropical distribution ma ke up 78．9％ of total fam ilies~th e genera of tropical distribuction 

makeup 94 1％ oftotal genera，ofwhich，the gen eraoftropical Asiamake up 42．3％ ofthe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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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 of pantropics 19 6％ ．the genera of old world tropics 14％ and the genera of tropical 

Asia to tropical Australia 9．2％ etc． For the compostion of distributional pattern of species，the 

species of tropical Asia distribution and its subpatterns o~upy 73 3％ of total spe cies；the spe cies 

ofSW to SE China o~upy 8 2％ ofthetotal；the species endemictoYunnan 10 2％ and endemic 

to Xishuangbanna 5．1％ ．Further more among th e spe cies of tropical Asia distribution and its 

subpattern s，the spe cies oflndo--M alesia make up 40％ ，and the species ofS Asia to M ainland SE 

A a and of M ainland SE Asia to S China make up 30％ respec tively Based on the above 

statistics，it could be evidently concluded that the flora of th is forest is a truly tropica l flora in na- 

ture and belongs to!ndo—M alesia floristic area in world floristic division It is also undoubted that 

this forest flora has the closest affinity to tropica l Asia flora As XishuanIgbanna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rn margin of tropical SE Asia and is a tran sitional area of true tropies to subtropics，many 

typical tropica l plants reach up their distributional limits here and some truly tropical families and 

genera such as Dipterocarpaceae，M yristicaceae，Sapotaceae,Guttiferae．1cacinaeeae，Pometia， 

Barringtonia and Nephelium etc which have rich spe cies in tropica l SE Asia，have a few or a single 

representative in Xishuangbanna．Therefore，this forest flora is endowed with the nature ofnorth- 

ern margin of tropical SE Asia an d is transitional toward the subtropica l flora of S China in cer- 

tain extent 

Key words Xishuangbanna；D terocarp forest；Floristic composition 

西双舨纳位于云南省 的西南部，约当北 纬 21。09 至 22。36 ，东经 99。58 至 101。50 之间。 

西双版纳具有山原地貌和季风气候特点 “ ，由于它的特殊地势地貌对水、热条件的调节和补偿．在该地 

区的南部具有东南亚热带雨林的北缘类型植被发育．尤为特殊的是存在以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Shorea 

chinens~)和版纳青梅(Vaticaguangxiensis) 为上层优势或标志树种，联系着东南亚龙脑香林的典型热 

带雨林群落。分析和阐明西双版纳的龙脑香林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特点，不但在探讨东南亚的热带植物区系 

与 中国的亚热带植物区系的关 系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阐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被的性质特点以及发 

生、发展规律亦提供了依据。 

一

、 植物区系和科的组成 

西双版纳龙脑香林约有 800公顷面积，经充分的采集调查，计有维管束植物 122科，355属，642种和 

变种(表。1)1其中，种子植物占109科 340属622种和变种。 

种子植物中，含 10种以上的科有 17个(表 2)I它们包括植物 152属 311种，占总属散的 44．7％和总种 

数的 53．2％，是该龙脑香林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科。 

在主要组成科中，按各个科占该科世界种效百分 比值大小排名次是杜英科、葡萄科、荨麻科、桑科、 

摊科、樟科、芸香科、壳斗科、番荔枝科、茜草科等。其中，排名在前的科能反映该植物区系的特征， 

可称作该植物区系的代表科 ” 。 

若按各个科在群落中的地位，亦即重要值大小来排名次，以望天树林为侧，则顺序是龙脑香科、大戟 

科．樟科、无患子科、桑科、楝科、壳斗科、藤黄科、茶茱萸科、肉豆蔻科等 (表3)。按种效，龙脑香 

科不是主要科，但却有最大重要值，是群落的优势科。同样，麟黄科、茶菜萸科、囱豆蔻科等种散虽不 

多，但都有较大重要值。 

该龙脑香林 区系种子植物 109个科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表 4)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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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热带 (分布区通常局限于热带)的科有 24个，占22 O％，如泛热带分布的买麻藤科、龙脑香 

科、牛栓藤科 肉豆蔻科 莲 叶桐科 箭根 薯科 、铁青树科等；古热带分布的露兜科、海桑科 玉蕊 

科；热带亚 非、美洲分布的六苞藤科；热带亚一澳分布的心翼果科及热带亚洲分布的四角果科、隐翼 

科、四数术科 五膜草科等 

寰 1 西双版蚋龙脑番#檀括区幕组成 

Table 1 The composition the flora ofthe  dipterocarp forest in Xishuangbamna Yunn~m 

丹 类群 科 属 种 

fami Ly genus 

藏类植物 Pteridophyte 

裸子植物 Gymnospermae 

双子叶植物 Dicotytedoneae 

单子叶植物 Monocoty1ed0neae 

台 计 Total 

13 

2 

93 

14 

122 

15 

2 

285 

53 

355 

20 

5 

544 

73 

642 

裹 2 古 10种以上的科．它们的种披墨 占世界 区系百分比 

Table 2 principalfamilieswiththe  referencestotheir numbersof speciesintheforest amdthe percentages 

科 名 属 ／种 排名 占该科世界总敷 

family genera／spp rank pe rcentage 

营草科 Rubiaceae 

樟 科 Lauraceae 

太鞔科 Euphorbiaceae 

番荔枝科 Anonaceae 

桑 科 Moracea~ 

兰 科 0rchidaceae 

樟科 Meliaceae 

葡萄科 Vitaceae 

夹竹槐科 Apocynacea~ 

荨麻 科 Urticaoeae 

芸香科 Rutacea~ 

壳斗科 Fagacea~ 

爵床科 Acanthaoeae 

蝶 形花 科 Papitionaceae 

胡椒科 Piperaceae 

天南星科 Aracea~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总 计 Total 

· ：Th percentag = x 100 

主产热带，但分布 区延伸到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科有 62个，占 56 9％。如大戟科、茜草科 、樟科 番 

荔枝科 夹竹桃科、楝科 兰科、橄榄科、桑科 葡萄科、荨麻科、爵床科、天南星科等。 

主产亚热带的科有 14个，占12盘％。如壳斗科 木兰科、五味子科、山茶科、灰术科 金缕梅科 

槭树科等。 

主产温带 的科有 8个，占 7．4％。它们大多数是一些草本科，如菊科、毛茛科 禾本科 百合科等 

该植物 区系以热带 和主产热带的科 占绝对优势，属于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在热带成分 中，又以主 

盯跖靳凹"H卯H盯H” ¨凹 蛐 ㈣ Ⅲ㈣Ⅲ㈨㈨ ㈣㈣ 

2 3 3 5 6 7 8 9 m 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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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热带但分布区扩展到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科占有大多数，而那些具有较多属种的主要科和代表科也都全 

属于此类科，非典型热带科，故该植物区系叉带有明显热带边缘性质 群落中重要值较大的科几乎都是 

热带科，其中包括了最多比例的典型热带 (纯热带)科．这反映了就整个区系而言，虽是热带边缘性 

质，但群落的建群成分仍有强的热带性 

裹 3 叠天埘林的优I}科墨其分布区娄型 

Table 3 The dominant famibe s with the referefl~$to their Importance value Index and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科 名 重要值 分布区类型 

Famity IVI’ Distributional pattern 

龙脑香科 Dipterocarpaeeae 

大赣科 Eu口horbiaceae 

樟科 Lautaceae 

无患 于科 轴 pJndaceae 

桑科 Morace~t@ 

楝科 Meliaceae 

壳斗科 Fagaceae 

藤黄科 Gutfifferae 

茶莱萸科 Icacinacea~ 

鸱豆蔻科 Myristicaene 

柿树科 EbeⅡ4钟ae 

番荔枝科 Annonaceae 

茜草科 Rubi~ceae 

橄榄科 BuTseta啪 e 

毒鼠子科 Dighapetalaceae 

漆村科 Anacardiaceae 

紫藏科 Bignoaiaceae 

玉蕊科 Lecythidaeeae 

Trpical Tropica1 
． 

Trop toTerap，m nbTrop 

Trop to Sub[rop．，mainly Trop 

Trop to Sub[rop ，m ainlyTrop 

Trop to Subtrop，mainly Trap 

Trop．to Subtrop．。mainly Trop． 

Trop．to Temp，mainly Sub[rap 

Trop to Subtrop，mainly Trap． 

Typical Trop 

Typical Trop． 

Trop io Temp．mainly Trap． 

Trap．to Subtrop 。mainly Trop 

Trop to Temp．，mainly Trop 

Trop 1o Subtrop，mainly Trop． 

Typical Trop 

Trop．to Temp。mainly Trop 

Trop．to Temp．mainly Trap． 

3 47 TyplcatTrop 

该科各个种的重要值IK)J~值 Sum of Importance Value ofspecies of the fnm1b 

裹 4 辩的分布区娄型统计 

Table 4 Thedistributionalpatternsofthefar~ilics 

分布区类型 科 数 百分散 

Distributional pat~rn No offam ％ 

典型热带(分布区仅限于热带) 24 22 0 

Typical 1 3"opical(True tropica1) 

热带到亚热带．主产热带 3B 34 9 

Ttop to Sub[rop．一mairily Ta"op 

热带鄂温带。丰产热带 24 22 0 

Trop to Temp．，mainly Trap 

热带到温带，主产亚热带 14 l2 B 

Trop io Temp mainly Subtrop 

北 温带 2 l B 

N Temp 

温带到热带山地，主产温带 3 2 8 

Temp．to Trop．moat mainly Temp 

全世界 主产北温带 3 2 8 

The W orld，mainly N Temp 

垒世界．丰产地中海 l 0 9 

The W or【d mainly M edilerranean ‘ 

合 计 To~al 109 100 

M 舯 舢 舶肼 0 ” "加  ̈胡 M ：2” =。H 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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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属的组成特征和分布区类型 

西双版纳龙脑香林群落上层乔术中以樟属 【Cinnamomum)、杜英属 (Etaeocarpus)、石栎属 

(Lithocarpus)、崖摩属 (Amoora)等种数较多：中、下层乔术以椿属 (Ficus)、术姜子属 (Litsea)、葱 

臭术属 (Dysoxylum)、琼楠属 (Beilschmiedia)、藤黄属 (Garcinla)、蒲执属 (syzygium)、等为主要组 

成；灌木以粗叶木属 (Lasianthus)、草本 以胡椒属 (Piper)，藤本以瓜馥术属 (Fissistigma)和崖爬藤属 

(Tetrastigma)．附生植物 以崖角藤属 (Rhaphidophora)最为丰富． 

在所记录的 340个属中，含种数多的属是椿属 (18种)，粗叶术属 (10种)，胡椒属 (9种)：术姜 

子属 (8种)，崖爬藤属 (8种)；樟属 (7种)i蕴臭术属 (7种)：杜英属 (7种)等．单型属有 14个 

如胡 椒科 的齐 头缄属 (Zippetia)、 白花菜科的节蒴术属 (Borthwichia)，茶茱萸科的假海桐属 

(Pittosporopsis)和麻核藤属 (Natslatopsis)等．少型属有 39个，如蚁花属 (Mezzettiopsis)、隐翼属 

(Crypteronia)、假鹊肾树属 (Pseudostreblus)、山豆根属 (Euchresta)、翅果麻属 (Kydia)等．单型和 

少型属台计占总属数的 15．6％，与中国植物区系单型和少型属台计占38．3％相比．显得贫乏 

裹 5 属的分布区娄型 

Table 5 Theareal-types ofthe genera 

分布区类型 属敷 百分 比 

Areal-type No gen ％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2全热带分布 

Pantropic 

3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ropical Asia and Tropical America disjuncted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0ld W odd Tropic 

5．热带亚洲至太洋洲分布 

Tropical Asia to Tropica l Australia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ropical Asia to Tropica l Africa 

7热带亚洲分布 

Tropical Asia 

8．北温带分布 

N．Temperate 

9．东亚--It美间断分布 

E Asia and N．AmerJca disjuncted 

】0．旧世界温带分布 

01d W odd Temperate 

l1．地中海 ．西亚至中亚分布 

M editerranean．W Asia to C Asia 

l2．东亚分布 

E Asia 

I3中国特有分布 

Endemic to Chiila 

合 计 Total 

牝  ̈ ∞ m  ̈  ̈  ̈ ”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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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晏征镒教授对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研究 H ．这 340个属的分布医类型构成是(表 5)： 

热带分布属(类型 2—7)共计 316个，占所统计属数的94 1％(世界分布属不计百分比) 在热带分布属 

中，又以热带亚洲分布属 比例最高， 占去所统计属的 42 3％ 显示 了该植物 区系不仅是热带性质，而且 

有强烈的热带亚洲特点。在与世界各大植物区系的联系上，该尤脑香林区系与旧世界热带植物区系联系 

较密切，而与北温带和东亚区系的联系并不显得密切 

寰 6 西双版纳龙脑番#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6 Thedistributionalpatterns of~pecicsofthe dJpterocarp r0restinXishuangbarma 

种分布区类型 种数 百分 比 

distribuUoaal patterns of species No sp ％ 

(一)旧世界热带分布(I) 
l 0 2 

Old W orld Tropic 

【二)热带亚洲一热带窦llIf分布(Ⅱ) 
17 2．9 

Tropical Asia tO Tropic．a]Australia 

(三)热带亚llIf分布丑其变型(Ⅲ) (431) (73 3) 

Tropical Asia and its varieties 

1印度马米西亚分布 42 7I 

India-M alexia 

a．印度一西马来西亚分布 84 I4 3 

India-W estern M alesia 

b．大陆东南亚一西马来西亚 25 4 3 

M aln]and SE Asia to W es协rn M alesia 

c．太陆东南亚一东马米西亚 19 3 2 

M alnland SE Asia to Eastern M alesia 

2 南亚一大陆东南亚分布 l1 l 9 

SAsiatoM alnland SE Asia 

a喜马拉雅南坡(印度东北部卜大陆东南亚至华南 60 10 2 

S Hknalayas(NE[ndia)-Mainland SE Asia to S China 

b喜马拉雅南艘(印度东北都卜大陆东南亚至云南 54 9 2 

S Himalayas(NE India 一Malnland SE Asia to YUDD~B 

3大陆东南亚至中国南部 20 3．4 

M ainlantt SE Asia tO SW  and SE China 

a越南(印度支那)至云南(华南) 87 14 8 

V~etnam(Indochtha)c0 Yunnan S China) 

b缅甸，泰国至云南 29 4．9 

Burma．Thalland tO Yunnan 

|四)中国西南至华南分布及其变型(Ⅳ) (48) (g 2) 

SW to SEChina and n varieties 

中国西南至华南分布 10 1．7 

SW  Chinato SE China 

1．云南南部 广西(或至广东南部) 海南热带地区 20 3．4 

Tropicalar~RsofSy~muan．K~aagsi(SKwangton$)andHainan 

2云南南部至广西西南部热带地区分布 I8 31 

Tropical areas of S YuBnan tO SW  Kwangsi 

[五)云南特有分布(V) 60 10 
2 

Endemic‘O Yunnan 

)西双版纳特有分布(Ⅵ) 
30 5】 

Endem icto XJshuattgbanna 

总 计 AU 58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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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以有关分类群的专著、修订或专项研究文献以及各种植物志书为依据，笔者对该龙脑香林植物区系 

的587种种子植物的分布区作了分析归类，依地理分布图式归为 6个分布区类型， 5个变型和 7个亚变 

型 (表 6) 

(一 )旧世界热带分布 (类型 I) 

该类型仅 有 1个种，即红树科的竹节科 (Carattia brachiata)。该种分 布于非洲马达加斯加，经印 

度，东尼泊尔到中国云南南部 (景东、凤庆以南)，广西南部 (合浦、十万大山、陆川)，广东中部以南 

及海南，向南经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印尼到澳大利亚北部 (图 1)． 

(二)热带亚洲至澳洲分布 (类型 Ⅱ) 

该类型从热带亚洲分布到澳大利亚北部 (昆士兰)热带地区。有 17个种，如糖胶树 (Atstonia 

schotaris)、红叶藤 (Rou~aminor)(图 2) 、重阳木 (Bischoffia van~a)、红椿 (Toona citiata)、大 

花守宫木 (Sauropusmacranlh~)、头花仙茅 (Cucurtigo capimtam)、光叶倒吊笔 ( 詹̂  taevis) 

等．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 (类型 Ⅲ) 

本文所用热带亚洲指包括南亚 、大陆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的整个亚洲热带地理区域．南亚包括斯里兰 

卡、印度半 岛和喜马拉雅南坡 (尼泊尔、锡金 、不丹的南部)及印度东北部 ．大陆东南亚 。 指包括缅 

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整个地区。马来西亚 (Malesis)指西起马来半岛，包括婆罗洲、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至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整个区域． 

热带亚洲 自第三纪以来就存在极其丰富的热带植物区系，有 11个特有科和大量特有属 ，最为突 

出的足龙脑香科在该地区发展了大量的种类(约480多种)1使热带亚洲成为一个富有特点而相当一致的植 

物区系。然而，热带亚洲地域广大，在历史上是由几个不同的古陆和岛屿复台而成。根据目前所接受的观 

点，印度属于古南大陆的一部分；喜马拉雅南坡及邻近地区是由古地中海隆升起来的部分；印度支那属于 

华南占陆的一部分 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曾是有陆地连接的一个整体，叫巽它古陆，连接 

着华 南古陆，仍属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r新几内亚是澳洲古陆的一部分，属于古南大陆；而菲律宾、苏拉威 

西、小巽它群岛及马鲁古群岛则是一系列太平洋岛屿(图 3)． 

由于热带亚洲不同部分不同的形成历史和植物区系发生演化特征，在热带亚洲范围内形成了众多种的 

分布图式．西双版纳位于大陆东南亚热带北缘，西取版纳龙脑香林植物区系中属于热带亚洲分布类型的 

有431个种，占所统计总数的 73．3％．这 431个种包括各种或大或小的分布图式，但可归纳结为 3个变 

型和 7个亚变型。变型是在热带亚洲地域内分布区局限在各个或大或小的一定地理医内，或分布医或大 

或小，但有共同的发生特征。以此类推，亚变型是在变型范围内的进一步区分．变型和亚变型仅是依据 

现有分布资料初步归纳的种的现有地理分布图式．下面就热带亚洲分布类型的各种变型和亚变型作进一 

步论述。 

1．印度一马来亚分布(变型) 

典型的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指从印度或喜马拉雅南坡(南亚)经大陆东南亚分布到整个马来西亚地区， 

东界越过华莱士线到达菲律宾或新几内亚．属于该分布图式的有 42个种，如毗黎勒(Terminatia bettirica)， 

毛藤 椿(Ficus sagittat ，爪 畦苦 木(Picrasma vanica) 闰 叶 肖榄(Ptatea f f曲，番龙 眼(Pomet~ 

tomentosa)，赤苍藤(Erythropatum scanden ，闰叶风车藤(Conbretum tatifotium)等(图4—5)。 

除了典型的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种外，以马来西亚为棱心，分布医偏于一隅的还可区分 3个分布图式， 

作为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的 3个亚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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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l旧世界热带分布 

Fig I Old W orld Tropical distribution 

围 2 热带亚洲至热带澳洲分布 

F 2 Tropical Asia to Tropical Australia distribution 

(1 based msidi~off F Markgarfiu Blume~22(1 24，l97 4】 

f2 based mainly on FI M alcsiana 5：4，197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朱华 西双版纳龙脑香林植物区系研究 24 

图 3 巽它陆架和华莱士线 

Fig 3 The]nap ofSEAsia showingthe Sunda ShelfandW allace sfine 

l1．印度一西马来西亚分布 

从印度或喜马拉雅南坡经大陆东南亚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畦及婆罗洲，向东可达巴拉望岛， 

但不到菲律宾，向东南达苏拉威西和小巽它群岛，但不到新几内亚，亦即所谓华莱士线 (Wallac~ s 

line)以西的印度一马来西亚地 区。该分布图式有 84个种，占总种数的 14．3％。代表种如五桠果 

(Ditlenia indica)，四 散木 (Tetrameles nudiflora)、长 柄牡 英 (Elaeocarpus petiolatus)，染 料木 

(Saprosmalernalum)，千果榄仁 (Terminaliamyrlocarpa)，浆果乌桕 (Sapium baccatum)，箭毒木 

(Antiaristoxicaria)，木奶果 (Baccaurea r口 咖 r口)，腋花马钱 (Strychnosaxillaris)等 (图 6—7)． 

1b．大陆东南亚至西马来西亚分布 

通常西北起 自云南南部．经大陆东南亚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该分布图式有 25个 

种．如亮叶渡罗密 (Arlocarpus nitidus vat．gr0 thiO，毛荔枝 (Nepheliumlappaceum var．pallens)，云 

南风 车藤 (Combretum yunnanense)，山蕉 (Mitrephora ma垤  f)1蚁花 (Mezzettiopsis creaghii)等 

(图 8)。 

lc．大陆东南亚至东马来西亚分布 

西、北界与 lb相同．但向东南达东马来西亚的新几内亚或菲律宾群岛．该分布图式有 l9个种，如 

盘刀木 (Bar，岫 loniamacrostac )，大叶白颜树 (Gironniera subaequali~)，小花紫玉盘 (Uvaria 

,ufa)，爪 哇桂樱 (Laurocerasus vanica)，红光树 (Knemafu咖 raceae)，毛果锡叶藤 (Tetracera 

SCQnde )，宽药青藤 (1lligera celebica)等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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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 

Fig 4 India to M alesia Distribution 

basedmainlyonH Slcum inBlumea17(1 243 1969-2 basedmainlyonH Sleumin Blumea 26(01 51 1980) 

图5 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 

Fig 5 India to M alesia distribution 

Picrasamjavaniea(Linn)Mcrr I 2 Crypteroniapcmiculata BI(from R J van Bcusekom et a1．in BIumea 22(2)．260 

Fig．1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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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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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印度 西马米西亚分布 

Fig 6 India to W estern M alesia distribution 

Ficusg~aberrima BI：2．Saprosma ternattan(W 枷 )Hook r 

： ～̈ci m 

一  Ⅲmh∞_ mR。： 一一 
一  ； 

” ＼ 

囝 7 印度一西马采西亚分布 

Fig 7 India to W estern M aLesia distribution 

{1 based mainly o12 H Sleum in Blumea 17(1)：221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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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大陆东南亚一西马来西亚分布 

Fig．8 M ainland SE Asia to W estern M alesia d Ibu on 

(1 basedmainlyonP．W Lcenh inBlumea 31(2)；403 1986；2from F．M Jarrettin JournArn．Arb 41；114，fig 19 1960) 

一  

； 

r厂／． 一～一 

图9 大陆东南亚一束马来西置分布 

Fig 9 M ainland SE Asia to Eastern M alesia distribution 

(1 from J SinclairinGard．Bull S 1 8：102，fig 1961；2 basedmaiuly on Fl Malcsiana 5{2 7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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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南亚至大陆东南亚分布 

Fig 10 S Asia to M ainland SE Asia distribution 

M lnm口 Plu“n口Hook f．吐 Thorn s． 

2~ caria sessilifruc rus Rexb． 

(based manlyoil C B Ridsdale in Blumea 24(I)，1978) 

图 1l南亚至大陆东南亚分布 

Fig 1l SAsiato M ainland SEAsia distribution 

(b~sedmainlyonC E R2dsdalein Blumea 22(I)：B8，197 41 

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变型和 3个亚变型合计有 170个种，占本龙脑香林区系总种数的28．9％，居于首 

位。它们大多数是群落的上、中层大乔术和术质大藤本，在群落中亦有较大重要值．印度一马来西亚分 

布变型和亚变型是热带亚洲分布类型的典型代表和核心成分，尽管它们分布区各有偏向和范围不同，但 

都以西马来西亚地区为核心，在发生上属于同类成分，究其原产地或叫种的最初分化形成地，大多数都 

是在马来西亚。也就是说这类地理成分大多是马来西亚发生成分。由此反映了本龙脑香林区系有较强的 

西马来西亚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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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亚一大陆东南亚分布 

南 亚一大陆东南 亚分布是 热带亚洲 的大陆分 布变 ．典 型的分 布 图式从 印度半岛或斯 里兰卡 

图 12喜马拉雅南坡(印度东北部)一太陆东南亚至云南分布 

Fig 12 S Hima]ayas(NE India)一Mainland SE Asia to Yunnan distribution 

(1 based mainly on C B Ridsdale in Blumea 220)：88，1974；2 mainly from M A Abid in Gard 

Bul1．Sing 22：267，fig．2 et 305．1966；3 from R D Hoogland in Bulmea 7(2 342 

或从 喜马拉 雅南坡或 印度 东北部 分布到大陆东南 亚和中国南 部。有 11个种，如大叶藤 黄 (Garcinia 

xanthoc ymils)，火筒树 (Leea crispa)，粗丝林 (Gomphandra tetranda)，红果蕊臭术 (Dysoxytum 

binecter rura)，大叶野独活 (Mitiusa velutina)，锡兰臀果本 (Pyglcum zeylanicum)，滇榄 (Canarium 

striclura)，多花白头树 (GarugafloribundaAvar gambtei)等 (图 10，图 11)。 

与该变型接近的有两个亚变型： 

2a．1马拉雅南坡 (印度东北部)一大陆东南亚至华南分布 

从喜马拉雅南坡或印度东北部，经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到华南，最北达湖南南部，=瞪东达福建南 

部，个别种类达到湖北和浙江南部．该分布图式有 60个种，如翅子树 (Pteruspermum tanceaefolium)， 

大叶钩藤 (Uncariamacrop 如)，风轮桐 (syrap ltia silhetiana)，印度栲 (Castanopsisindtca)，印缅 

黄杞 (Engefhardtia roxburghiana)，醉魂藤 (Heteroslomma alara)等。 

2b．喜马拉雅南坡 (印度东北部)一大陆东南亚至云南分布 

分布范围与 2a亚变型接近，但在中国仅到西藏东南部和云南南部，少数到广西西南部，不到华东 

南 。该分布 图式有 54个 种，如翅果麻 (Kydia catycina1，缄苞藤 (Congea tomentosa)， 白穗虾蟆花 

(Acanthusteucosmc咖 us)，方榄 (Canarium bengatense)，云南波罗密 (Artocorpustakancha)，假卫茅 

(Microtropis discolor)， 一 担 柴 (Cotonafloribunda)， 丁公 藤 (Erycibe subspicataJ， 新 乌 檀 

(NeotmucleagriffithiO，柴桂 (CinnamomumtamataJ，密花火筒 (Leea compactigtoraKurz)等 (圈 

12)。 

南亚一大陆东南亚分布及其 2个亚变型合计共 125种，占本区系总种数的 21．3％。这 3种分布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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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喜马拉雅南坡 (印度东北部)至上缅甸一带为分布的核心地区，根据其热带性质和地理分布，仍戈 

归热带亚i}l}分布类型，作为后者的一个变型 

图 1 3大陆东南亚至中国南部分布 

Fig 13 M ainland SE Asia to SW  and SE China distribution 

A：l_Pittosporopsts kerriiCraib：2 Duperreapavetta 妇 (Ku Pitard 

B；1．Schizomussaenda dehiscens{Craib)H L Li 2 Chroesthea lanceolata(T Aild)B Hansen(from B Hansen in 

Nord Journ Bot 3(2)207，fig 2 1983) 

3．大陆东南亚至 中国南部分布 (变型) 

典型的分布图式是从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分布到中国云南和华南，属于该图式有 20个种，如长柱 

山丹 (Duperrea pavettaefolia)，假海桐 (Pittosporopsis kerriO，银钩花 (Mitrephora thorelii)，裂果金 

花 (Schizomussaendadehiscem)．色萼花 (Chroestheslanceolata)等 (图 13) 

由于分布区偏于一隅，有 2个与该变型接近的亚变型： 

3a,N南 (印度支邵)至云南 (华南)分布 

从越南北部或中部分布到云南南部或华南，有些种亦到越南南部及柬埔寨。该图式有 87个种，代表 

种如 白榄 (Canarium album)，东 京波 罗密 (Artocarpustonkinensis)，东京太 叶藤 (TinorOiacium 

tonkinensis)， 四瓣 崖 摩 (AletIoor(1 wtrapetafa)，毛 斗青 冈 (0 clobalanopsis chrysocatyx)， 多 香 木 

(Po&osrna cambodiana)，金钩花 (Pseuduvaria indochinensis)，尖叶木 (Urop tlum chinens~)t香港鹰 

爪 (Artabotrys hongkongens~)等 (图 14)。 

3b．缅甸、泰国至云南分布 

从缅甸、泰国或老挝分布到云南，少数种选贵州南部或广西、广东。该分布图式有 29个种，如滇南 

木姜子 (Litseagarrett~)，蛇根叶 (Ophiorrhizop tltoo maecrobotryum)，毛杜孳山 (Mae,~apermollis) 

等从缅甸，泰国分布到云南南部；节蒴木，麻核藤 (Natsiatop~is thu#bergiaefot~)等分布于缅甸和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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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而滇南溪桫 (Chisocheton siamemsis)．直刺藤桔 (Param瞎nya ret ／ha)等从泰国分布到云南。 

太陆东南亚至中国南部分布及其亚变型合计 I 35种，占总种数的 23 2％。该类分布图式以越南 (印 

度支那)至云南或华南分 布为主体成分，并以大陆东南亚北部和邻接的中国南部边境地区为桉心。印度 

支那北部和邻 接的 中国南部地区以植物 区系的古老和丰富而著名．是一个古老植物 区系发生中心 ， 

因此，该类分布图式的种类，太多数就是该地区的发生成分。 

‘四)中国南部分布及其变型(中国特有分布)(类型Ⅳ) 

本区系中的中国南部分布种一般不超出中国西南至华南的分布范围。比较典型的从中国西南分布到 

华南的种有 10个，分布最西起自西藏墨脱 (2种)．经云南、广西、广东到四川南部 (3种)．贯州南部 

(7种)，湖南南部 (6种)，江西 南部 (4种)，福建南部 (5种)， 台湾 (2种)，最北达浙江南部 (2 

种)。如野柿 (Diospyroskakivar sytvestris)， 

。 

。 

。 

一  
．  

。  

1 |， ： { 

： 

圈 I4越南(印度支那)至云南(华南)分布 

Fig 14 Vietaam(1ndochiaa)to Yunnan(S China)distribution 

A：l Tmom~cmm lonkinensis Gagnep．；2 Amoora tetrapetala(Pierre1 C Y WU 

B：l F~sistigmamaclureiM crr．；2．[ P chinensisM err；3．Porandra scandenaHong 

广 东 蛇 根 草 (却 如̂rr̂ cantoniel~sis)．多 序 楼 梯 草 (Etatostema macimyrei)．臀 果 木 ( 糟洲  

topengii)等。 

属于该类型分布的还可区分 2个变型： 

1．云南，广西 海南热带地区分布 

从 云南南部 (少数从 西藏东南部)经广西南部 (少数到广东南部)至海南分布，有 20个种，如香港 

葱臭木 (Dysoxylum hongkongensis)，多脉葱臭木 (D．tukii)．毛藤春 (Alphonsea motlis)，单果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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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ogyna)，假山枇杷 (Zanthoxylumdissitoides)，毛腺萼木 (Mycetiah~ta)等 

2．云南、广西热带地区分布 

分布于云南南部、东南部至广西西南部热带地区，个别种到贵州南部和西藏墨脱。有 l8个种。该分 

布图式种数虽不多 ，但包含了本龙脑香林的几个重要成分 ．例如．标志种版纳青梅间断分布在西双版纳 

勐腊县和广西的那坡；毛叶单室荣萸 (Mastixia trichophytta)亦只见于勐腊县和广西龙州；其它种有锈 

毛水东哥 (Saurauiaminiata)，云南九节 (脚 chotriayunnanecs~)，孔药花 (Porandra racemosa)，广西 

香花藤 (Aganosma kwangsiensis)等。 

(五)云南特有分布 (类型 V) 

根据现有分布资料暂定为云南特有种 (不包括西双版纳特有种)的有 60个种，它们的分布范围均不 

超出云南的泸水 景东、双柏至泸西一线以南，亦即均分布于该线以南的云南西部，西南部，中南部， 

南部到东南部地区 有 9个种分布到景东一带，如无量山山矾 (Symptocos wuliangshanensis)，皮孔蒽臭 

木 (Dysoxyfun lenticettatum)，云南酸脚杆 (Medinitlayu~anen$is)等； 9个种到盈江、龙陵、瑞丽一 

带 ， 如 细 毛 樟 (Cinnamomum tenuipih's)， 簇 叶 沿 阶 草 (Ophiopogon tsaiO， 普 文 摘 (Phoebe 

puwenen$is)等；有 34个种到绿春、金平、屏边一带，如滇短萼齿木 (Brachytome hirtellata)，坚叶樟 

(Cinnamomum chartophyIlum)， 尖 叶 厚 壳 桂 (Cryptocarya acutC'olia)， 云 南 内 豆 蔻 (Myristica 

Funnanen$is)等；I7个种到西畴、麻栗坡及 5个种到 富宁、广南一带，如亨氏黄檀 (Datbergia 

henryana)，缩序米籽兰 (Agtaiaabbreviata)，马关黄肉楠 (Actinodaphnetsai)等． 

西双版纳龙脑香林区系，就云南特有种的分布而言，与滇南邻近的热带地区的联系均较密切，特别 

是与屏边 河口以西的云南东南部热带地区联系密切 

(六)西双版纳特有种 I类型Ⅵ) 

就现有的资料，暂定为西双版纳特有种的有 3O个种，如勐仑琼楠(Beitschmiedia brachythyrsa)，版纳柿 

∞iospyros x~huangbannens ，大 果 人 面 子 (Draconlomelon macrocarpum)，山 红 树 (Pellacatyx 

yunnanensis)，长裂藤黄(Garcinia tancifimba)，滇南柃(Eurya auatroyunnanensis)，勐腊鹅掌集(Schefflera 

mongtaens 等。 

四、讨 论 

通过植物区系成分分析，西双版纳龙脑香林植物 区系具有下列特点： 

1．热带成分占绝对优势．带有明显印度一马来西亚檀物区系特点 

分布区类型分析显示，西双版纳龙脯香林植物区系热带分布科占总科教的78．9％；热带分布属占总 

属敬的94．1％；其中，热带亚洲分布属占总属数42．3％。在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中，典型热带成分，即 

旧世界热带分布、热带亚澳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种占总种敬的76．5％，若加上分布局限于中国热带地区 

的云南 广西及至海南热带地区分布种，西双版纳特有种；云南特有种的大多数，热带成分超过90％． 

就该植物区系种的分 布北界来看，没有种类分布过长江以北，有 3个种分布到达琉球群岛，它们是热带 

亚一澳分布的糖胶树和重阳木及热带亚洲分布的罗伞树 (Ardisia quinquegona)；有 5个种分布最北达日 

本岛南部，它们是热带亚一澳分布的美飞蛾藤 (Porana spectabilis)和羊角藤 (Morinda删 bettata)，印 

度一马来西亚分布的耳叶马兜铃 (Aristotochiatagata)，大陆东南亚至菲律宾分布的圆锥拔莫 (Smilax 

bracteata)及越南至华南分布的鹅掌柴 (Scheffleraoctophytta)．本植物区系中没有典型的东亚分布种 

类，分布达琉球和 日本南部的种均为分布区较广的热带亚澳或热带亚洲分布种。真正反映中国特色的中 

国南部分布种充其量仅占区系总种敬的 8 2％，而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的种类却 占了 73．3％．因此， 

西双版纳龙齄香林 区系带有强烈的印度一马来西亚特色，属于热带亚洲区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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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7各分布区类型的范 围和种数{不包括云南和西双版纳特有种) 

fable 7 The range of distribution and number of~pecies ／excluding the species 

xlshuan曲aDDa)ol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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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热带大陆东南亚北部及邻近地区植物区系联系密仉 与热带亚洲各地檀物 区系联 系广泛 

西烈版纳龙脑香林植物区系。从与各地区共有种的数 目(表 7)寐看，最多者无疑是大陆东南亚，其扳。与 

热带亚洲各地 的联 系是与印度东北 部共柏 268种．与 马来半岛共有 I 59种．与喜马拉雅南坡共有 134种， 

苏f J答腊 爪畦共有 132种。而与华菜十鲅 东的 j束西亚地区仅共看 79种，其中与菲律宾共有 65种， 

0新儿内咂共有 33种。与荪拉戚西和小 它群岛共有 52种 所谓华莱士线在植物地理上的隔阻在一定程 

唐 1 是 在的 若共有种的多少反映了阿地植物 系联系的桁切程度，则西双版纳龙脑香林 区系与印度 

东北部地区热带植物区系联系密切。这有所电原因，两地在植物区系发生上有共同之处 西双版纳龙脑 

香林区系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的联系亦较密切，这与该地区过去是巽它古陆，属于亚洲大陆的 

一 部分以及现在仍贯通至酶地区的横断lll余脒 Arakan llI脉有关 系。 

在与中国南部各地区的联系上。西双版纳兜脑香林 区系与广西西南部共有 280种，与海南共有 206 

种，与广东南部共有 173种，与贵州南部共有 1 15种 西藏东南部共有 77种 西双版纳龙脑香林区系 

与广西西南部 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印度一马柬西 分布种，而属于云南南部至广西西南部分布的两地共有 

的特有种仅 10个种，这些两地共有的特有种在系统发育上大多显示 了马来西亚亲缘 因此，与广西西南 

的联系主要是热带成分上的联系，暗示两地在热带植物区系成分的发生上是一致的。与海南的联系亦 

主要通过 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种，经中南半岛而非经过『 东太陆来联系。 

从西双版纳龙脑香林植物区系中的不少种在中国大陆的分布北界来看，集中在贵州的册亨．兴义、 

贞丰、望谟、罗甸一带，湖南的通道、道县、江华、宜章一带，福建达南靖一带，这些地带大体上与中 

国现在南亚热带的北界吻合，这也暗示了这些地区可能就是中国第三纪最后的热带北缘。 

3．热带边缘性质 

西双舨纳赴脑香林植物 区系，尽管以热带成分占绝对优势 ，但毕竟处于东南亚热带北缘 山地，热带 

胜强的一些科属，如龙脑香科、野牡丹科 、藤黄科 棕榈科、桃盒娘科、肉豆蔻科．山榄科等及金刀术 

届 (Barringtonia)， 撇 榄 属 (Canarium) 暗 罗 属 r尸0f 口 神 、 蜂 斗 草 属 (Soneri瑚 、 新 乌 檀 属 

Neonaudea)．石豆兰属(Bullbop tlum)等在东南亚发展了极其丰富的属种，而它们在西双版纳龙脑香林中 

仪肓少数或个另U屑种 一些在东南亚热带核心地区才具有 的纯粹热带科属，如猪笼草科(Nepenthaceae 

Pedaliaceae Anisophyllaceae等在西烈版纳段邻近地区则完全不存 在 典型的热带亚洲分布种多数在西 

烈版纳已经是其分布的北界，有些种类虽来到分布的最北的纬度极限，但在西双版纳已到达其海拔极限 

作为 一种植被类型。西双舨纳赴脑香林足东南亚龙脑香林 的北缘类型，而作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区系的一 

部分．照龙脑香林 区系带有明显热带北缘性质 

4．植物 区系地理交汇带 

西双版纳地区在地理 卜姓处于热带到亚热带。、 湿润到半干旱的一个过渡位置 在地史上，该地 区 

是属 f邻接着 古老的华南 1陆的年青喜 拉雅山系末端部分 由于地理和地史的特点，西双舨纳植物区 

系带有 明显的交汇与过渡性．西烈版纳赴廿商香林 系种的分布 区类型构成明显显示了这些特点 

构成西双版纳龙脑香林区系主体成分的热带亚洲分市 3大变型，其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种以西双版 

纳为一个分布北界，甚至很多种类就以西双版纳为分布的最北点，如红光树 ，拟兰，光叶渡罗密，毛果 

锡时藤．爪畦桂樱等 南亚至大陆东南 一l 分布种很多都以西烈版纳或延至云南东南部一带为分布东北边 

界 ，如锡兰臀果木。云南波罗街，滇榄．柴l梓．假卫茅等 越南至云南或华南分 布种的大多数显然 以云 

南南部 为分书西界或西北边界，知东京渡罗密 白榄，裂果金花，多香木，尖叶木等 

中国南部分布及变型的种则以西双版纳为分布的南界或西南边界，如假 山枇杷，香港葱臭术，多脉 

惹奥水等 

在 ff}界植物区系上．尢论塔赫他间 还足 德 的分区系统，西舣版纳地 区均处于古热带与泛北 

槛或 叫JE方植物界的交界线 ，但被划0 i 热带植物区。这是正确的 在西双版纳龙脑香林 区系的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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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成分中，印度一马来酉亚分布种占去40％，南亚一太陆东南亚分布种和越南至云南、华南分布种约各 

占 30％，故按地理成分 该植物区系是处于热带亚洲北部的一个三角地带 受其酉面 东南 面和南面三 

类地理成分的影响几乎 同样强烈。因此，酉双版纳地区在进一步的植物区系分区上、把它及邻接的缅甸 

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一起作为一个植物区系地区 隶属于古热带植物区的马来酉亚森林植物亚 

区 是合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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