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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
*

吴 征 锰

(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

我国植物区系十分丰富
、

复杂
,

不但起源古老而且是研究世界种子植物区系起源的

关键地区之一
。

由于疆域的广裹
,

自然条件的变化多端
,

从热带到高山寒带
,

从湿生到

早生的植物区系又无不有其一定的代表
,

因此区系分区问题一向是一个有趣和复杂的问

题而为中外学者所密切注意
。

从 1 9 1 3年起
,

L D ie ls 〔1〕研究了华西的植物地理并尝试进行分区
。

其后
,

H
.

H an de l

一Maz ze tti 朗 于 1 9 3 1年据他亲 自在我国川
、

滇
、

黔
、

湘等省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

植物地理分区工作
。

胡先骄是中国学者中进行森林植物区系调查的几个先驱者之一
,

他

在 1 9 2 6及 1 9 2 9年两次进行了中国东南部森林植物区系的观察t3, 4〕 。 1 9 3 3年至 1 9 3 4年间又

进行过我国安息香科
、

紫杉类
、

松柏类地理分布的研究 〔5, 印 。 1 9 3 5年他对比了中国和北

美东部木本植物区系并在次年提出中国植物区系的特征和亲缘t7, 幻 。

同时
,

刘慎谬又根

据他在我国西北各省及新疆
、

西藏等地采集旅行的观察所得
,

于 1 9 3 4年写成 中国北部及

西部植物地理概论〔8〕
。

在抗战期间又进一步将全国进行初步分区
。

并提出了用松属作

为分区标帜的问题
。

W
.

B
.

H em sl ey 早在 1 8 9 6年就研究过西藏植物区系
,

这是在这一特殊地区的 先 驱 工

作
。〔10 〕 其后

,
F

.

K
.

w ar d 作为一个植物猎奇者从 1 9 0 9至 1 9 5 7 年大约48 年中间考察了喜

马拉雅山区
,

包括西藏东南部
,

四川西南部
,

云南西北部和缅甸北部广大地 区 的 植 物

区系
,

在 1 9 2 1年提出澜沧江
-

一怒江分水岭作为一个地理边界的问题C11 〕,

同年又 提 出

滇缅山系对东南亚植物区系分布的影响问题 〔1幻 而于六年后提出中国—喜马拉雅植物

区系这一较完整的概念〔1 3〕
。

到 1 9 3 0 年更提 出中国—喜马拉雅山结是两大山系
,

三个

植物区系和两个地理区的交汇点问题 〔1 4〕,

而在 1 9 3 5 年进一步做了西藏地理和植物地理

和植物的素描作为西藏植物区系的材料〔15 〕。

19 4 4至 1 9 5 0年间
,

李惠林首先以五加科为特殊参考研究了中国植物地理分区问题并

进而提出东亚植物分布的要义和问题〔16
,

17 〕
。

与此同时
,

他还研究了野牡丹科植物在东亚

的分布和中国玄参科植物地理的替代现象〔18,
1 “〕

。

到 1 9 5 2年他扩大了胡先啸提出过的问

* 19 7 9年 5 月 1 1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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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发表了东亚和北美东部区系亲缘的研究〔2叭 并于 1 9 5 3 年提出东亚木本植物区系的

地区特有性问题(21 〕。 1 9 5 3年他还研究了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区系交流问题〔2幻而于 1 9 5 7

年扩大为台湾植物区系发生上亲缘关系的研究c2 3〕。

综观以上先驱者的工作
,

可以看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

他们进行区系分区所

依据的材料往往是局部和不全的
,

因而分区工作往往不免于不全面或者比较粗放
。

但是

每一位作者在其所致力的特殊方面都是有独到见解和重要贡献的
,

并为现在的工作奠定

了基础
。

新中国诞生以后
,

笔者曾从1 9 5 2年起就搜集研究了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并于1 9 6 3年

中国植物学会二十周年年会上宣读了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一文 的 摘 要
。

其 后 于

1 9 6 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 , 而在同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
,

并

在 1 9 6 5年科学通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一个摘要式的文章
。

从解放以后
,

结合资源调查
,

植

被研究进行的大量调查所积累的资料证明
:
中国种子植物包括少数引种栽培后归化的属

在内大约有 2 9 8 0属左右
。

将属的分布区类型按照连续分布和有关间断分布辨证地统一形

成的指导思想
,

经过详细分析对比之后
,

划分为十五个大类型和31 个变型
。

经过反复检

验
,

实践证 明这样的划分方法可 以揭示各分布区类型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并把地理成分

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
,

进一步为区系分区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

同时进行有关研究的
,

如刘慎谬在我国东北三省的区系调查和研究
,

吴中伦关于中

国松属地理分布的进一步整理
,

张宏达有关华夏区系的研究等等
,

对于笔者进行的工作

也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

由于青藏地区各综合的和专业的考察队从 1 9 5 2年开始进行的历次考察
,

积累了大量

资料
,

使笔者有可能在下述分区工作中提出将青藏高原划为一个植物亚区而与欧
·

亚森

林
,

欧
·

亚草原
,

亚洲荒漠平行存在和独立发展的问题
。

青藏高原植物区系虽然具有过

渡于泛北极
、

印度马来和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
,

但有其独立发展的较年轻的历史和相当

数量的特征属
、

种
,

在高原强烈隆起
,

植物寒化和早化过程中发生
。

这一亚区中的三个

地区也是新提出来的
。

关于 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
,

虽然英人 K in gd o n
W ar d在 更广泛的范围内提出

过
,

但它和东亚植物区系特别是其中的中国—
日本植物区系在特征上 的异 同和发生上

的联系
,

以及东亚植物区系和热带东南亚植物区系在发生上的关系等问题却没有什么讨

论和阐发
。

本文一方面肯定地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和 中国—
日本植物区系区

别开来
,

提升到亚区地位
,

另一方面从区系特征和发生关系上加以初步分析
。

这样的区

分方案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

也更能和按照植被现状划分的植被分区比较契合
。

经过最近资料的整理
,

从植物区系成分和各地优势植被的区系组成进行详细分析和

对比的结果
,

现可将我国分为两个植物区
,

七个亚区和二十二个地区
。

有些地区视有必

要还进一步划分为亚地区
。

其系统如下
:

1
.

泛北极植物区
:

A
.

欧
·

亚森林植物亚 区

1
.

阿尔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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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大兴安岭地区

3
.

天山地区

B
.

亚洲荒漠植物亚 区

4
.

中亚西部地区

( a ) 塔城
、

伊犁亚地区

( b ) 准喀尔亚地区

5
.

中亚东部地区

( a ) 喀什亚地区

( b ) 西
、

南蒙古亚地区

C
.

欧
·

亚草原植物亚 区

6
.

蒙古草原地区

( a ) 东蒙古亚地区

(b ) 东北平原亚地区

D
.

青藏高原植物亚 区

7
.

唐古特地区

8
.

帕米尔
、

岚裕
,

西藏地区

( a ) 前
、

后藏亚地区

( b ) 羌塘亚地区

( C ) 帕米尔
、

昆斋亚地区

9
.

西喜马拉雅地区

E
.

中国—
日本森林植物亚 区

1 0
.

东北地区

1 1
.

华北地区

( a ) 辽东
、

山东半岛亚地区

( b ) 华北平原
、

山地亚地区

( C ) 黄土高原亚地区

1 2
.

华东地区

13
.

华中地区

1 4
.

华南地区

1 5
.

滇
、

黔
、

桂地区

F
.

中国—喜马拉稚森林植物亚 区

1 6
.

云南高原地区

1 7
.

横断山脉地区

1 8
.

东喜马拉雅地区

1
.

古热带植物区

G
.

马来亚植物 亚 区

1 9
.

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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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南海地区

2 1
.

北部湾地区

2 2
.

滇
、

缅
、

泰地区

各区
、

亚区
、

地区和亚地区的简要说明
,

在下文中依次叙述
。

1
.

泛北极植物区

泛北极植物区系除去东南亚
、

中国南部和 日本南部外
,

一般是和热带区系分开的
,

而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温带落叶阔叶植物直到寒带的针叶林的植物区系
。

由于古

地中海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后隆升成陆
,

逐渐干燥化而使区系的带状分布变形
,

并产

生了草原和荒漠
。

泛北极植物区系主要是温带和寒带区系
,

有小部分发展到亚热带甚至热

带边缘
,

具有一些典型的科而和热带区系有显著的不同
。

这些典型科是壳斗科Fag ac cac
,

桦木科 B e tu la e e a e ,

胡桃科 Ju g la n d a e e a e ,

杨柳科 Sa lie a e e a e 等多具柔黄花序的科
。

在

灌木和草本 中特别如菊科
、

毛莫科
、

寥科
、

蔡科
、

十字花科
、

禾本科
、

莎草科等
,

在高

山则以报春花科
、

虎耳草科
、

龙胆科
、

杜鹃花科等均较普遍
。

这些科组都和泛热带
、

泛

南极有所不同
。

1 A
.

欧
、

亚森林植物亚区

在泛北极植物区系中分布面积最广而区系成分相对简单的针叶林亚区
。

北界符合于

欧洲至西伯利亚大森林的北界 (苏联境内)
,

南界是草原
、

荒漠或东亚 (中国
、

日本为

主)森林 (东面 )
。

主要由云杉 Pi ce a ,

冷杉 A b ies
,

落叶松 L a ri x ,

松 R nu
s
组成 (我国

后二者为主)
,

破坏后则桦 B e tu la
,

杨 Po p u lu s代替
,

林下主要有花揪 S o r bu s ,

柳 S a lix
,

构子 C o t o n e a s te r ,

忍冬 L o n ie e r a
等等

。

南缘常出现落叶阔叶树种
,

如水青岗 F a g u s ,

鹅

耳杨 C a r p in u s ,

栋 Q u e r C u S ,

械 A e e r ,

锻 T ilia
,

榆 U lm u s等等
。

我国本亚区东部仅见栋
,

西部仅见榆
。

这一区系是在亚洲东南部 (中国
、

喜马拉雅区为主 ) 亚高山带的同类区系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经过几次第四纪冰期
,

一方面逐步向北和向下迁移
,

另一方面愈

益贫瘩化
。

1 A 1
.

阿 尔太地 区 以西伯利亚落叶松 L“rix sib iri Ca 占优势的森林植物区系
。

主要

森林还有西伯利亚松 R n u s sib iri
c a ,

西伯利亚冷杉 A bi e s sib iri ca 和西伯利亚云杉 Pi c ea

ob ov at a 。

乔
、

灌和草本植物组成主要属于西西伯利亚
、

阿尔太分布型
,

是北方
“

bo
r eal

”

或 c ir c u m b o r e a l 区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

愈到林下层愈多北温带广布的种类
,

但以阿尔太

特有成分为特征
。

亚高山
、

高山各类植被以西伯利亚
、

阿尔太成分或欧亚成分为主
,

但

有更多的环北极
,

北极
、

高山
,

和北温带的成分
。

鲜卑花 S ibir a e a ,

岩白菜 B e r g c n ia ,

无尾果 Col 盯ia 等的出现标志着和中国—喜马拉雅 区系之间的联络线
。

向南
、

向下渐为

比较典型的欧
、

亚草原区系所代替
,

其种类成分接近哈萨克斯坦
。

工A 2
.

大兴安岭地 区 以落叶松 L a ri X g m eli ni i(= L
.

d a hur ic a) 占优势的明亮针叶

林为主体
。

组成如黑桦 B c 恤la d a hur ica 等主要属于东西伯利亚 (达呼里)分布型
。

白桦

B d u la p la ty p ll少lla
,

山杨 工
) o p u lu 、 d :、v id ia , : a 代替了前一地区的欧洲白桦 (洗枝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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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Be tul
a p e n d tll a (二 B

.

V el’ r u c os a )和欧洲山杨
,

并与东亚植物区系 (即后文 匕 + F ) 发生

直接联 系
。

樟子松 Pin u s S y lv e 、t r is v a r
.

m 。n : liC 。 和蒙古栋 Q u e r c u S m o n : o lie a
联系着

蒙古区系
。

因此区系带有过渡性质
。

灌木常见中国一 日本分布式的蓝荆子 R h。 d o d c n d r o n

m u c r o n u la ttl m ,

胡枝子 L e、p e d e z a bie o lo r ,

棒子 C o r y lu S he te r o p hy lla 等
,

但林下仍多

欧亚成分和更 占优势的环北极和北极
、

高山成分
,

如 喇 叭 茶 L ed u m pal u st r e ,

越 桔

V a e e主n fo m v 笼抓s一主d a e a
等等

。

东北区的标帜种堰松 Ps。。 : p u m ila在山顶 出现和长白山相

似
,

但冻原植 被 则 不 可 见
。

岩 高 兰 E m p e t r u m n ig r u n 飞 v a r
.

ja p o n ie : m ,

念珠南芥

St ev e ni a ,

布袋兰Cal yPs o
等是我国其它地区不见的特征植物

。

1 A 3
.

天 山地 区 丰富的荒漠地区山地植物 (2 5 0 0一 3 0 0 0种
,

包括西天山)
,

以雪

岭云杉P ie e a s e hr e n kia n a 及变种 (天山云杉) v a r
.

tia n s e ha n ie a (西面) 和西伯利亚落叶

松 (东面) 为主体
,

前者是西伯利亚云杉的衍生物
。

林下和交错分布的灌丛
,

草甸多北

方成分和北温带或欧
·

亚属中的特有种
。

复合分布的山地草原和草甸草原则由欧
·

亚草

原广布种和中亚或西伯利亚成分组成
。

高山带渐多欧
、

亚环北极或北极
、

高山成分如仙

女木 D ry as
,

但和前一亚区相似
,

已无高山冻原
,

而柔籽草 T hy lac os p er m u m ,

高山荀

Si bba ld ia nt lle 等垫状植物显示和喜马拉雅高山地区在区系发生上的联系
。

有不少中亚特

有属 (如沟子莽 T a ph r o sp e r m u m ) 和天山特有属 (如 疆 荃 R o b o r o w sk ia
,

天山 紫 草

Ti an sc ha
n
iel la ) ; 在十字花科

、

缴形科
、

唇形科等科 中
,

还有许多属为我国其它地区

所无
。

I B
.

亚洲荒漠植物亚区

所谓
“

古地中海
”

区系主要是荒漠植物区系
,

是在
“
古地中海

”

海浸地区
,

经过第

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隆升成陆
,

而后由古地中海南岸为主的干热植物区 系 发 展 起

来
,

经过长期早化过程形成的
。

中间不止一次地同从北方和从东南方侵入的森林或草原

成分混合
,

并一定程度地改造了这些成分
,

因而种类成分有时复杂和古老
,

但以热带起

源的成分为最多
。

薄科特别发达 (猪毛菜属S a lsol a
尤多)

。

怪柳科
、

疾葵科几有全部属

种
。

十字花科有很多单种或寡型的短命植物
。

在菊科 (篙 属 尤 多)
,

撒 形 科 (阿 魏

F e rul a 尤多)
,

唇形科
、

紫草科
、

百合科 (郁金香T ul ipa)
,

寥科 (沙拐枣 C al li g o nu m ,

针枝寥 A 士r a p ha x is )
,

麻黄科 中都有许多特有属或种
。

有些科显然是就地发生的
。

I B 4
.

中亚 西部地 区 春雨型短命植物更多
:

篙属以 S e r iP h id iu m 亚属为主 ; 葵科

极多 ; 特有属种多与
“

中亚
”

(苏联部分) 相同
。

工B 4 ( a )
.

塔城
、

伊犁亚地区
。

谷地以篙类荒漠占优势
,

其中有不少短命植物和

阿魏等高大宿根植物
。

各类植物多以
“

中亚
”

(即中亚西部) 和
“

古地 中海
”

(即地中

海
、

西亚
、

中亚或西亚
、

中亚) 两类成分 占优势
,

但草甸则以北方成分为主
。

针叶林如

存在亦和天山相似
,

但中生树种显有增加
,

并在林带内出现白羊草Bot hr io c hlo a is c
ha

e -

m u m 草原和山地落叶阔叶林 (野果林) 这样一些以第三纪孑遗的中生种类构成的残遗植

被
。

科
、

属
、

种都具有亚洲荒漠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
,

但较西天 山和哈萨克斯坦略呈贫

瘩化
。

1 B 4 (毛) )
.

华噶尔亚地区
。

优势植被一类是琐琐 H a lo x 了lo n a m m o d e o d r o n
和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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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 H
·

p c r s ic u m 小乔木荒漠 ; 另一类是多种猪毛菜和另一些多汁盐柴类 (黎科) 组成
,

均以中亚西部至东部成分为主
,

但愈向东则后者愈多
。

一年生短命植物尚有 4 0一50 种
,

但属
、

种的丰富程度已远不及塔城
、

伊犁 ; 阿魏等属种数锐减
,

而 自羊草草原和野果林

已不复见
。

工BS
.

中亚 东部地区 夏秋一年生植物代替了春雨型短命植物 ; 篙属以 A bs int h灿m ,

D r ac un
c u lu s亚属为主 ; 黎科植物比重锐减 ; 特有属种多与蒙古共有

。

1 B S (a)
.

喀什亚地区 十分贫瘩和极端早化的植物区系
,

约有 2 00 余种 (柴达木

盆地达 2 28 种
,

常见20 一 30 种) 组成各类荒漠
。

与 “
中亚

” 和蒙古的共有种数略 相 等
,

但 以中亚东部成分在植被中占优势
,

如数种怪柳
,

泡泡刺 Ni tr a r ia 、p恤
e r(,C “

印
“ ,

木霸

王 Z yg o p hy llu T-n x a : 、tho x ylu m
,

膜果麻黄 E p hed r a p r z ew a lsk ii
,

大叶 白麻 Fo a C y ll u m

h e n d e r e o n ii,

合头草 S y m p e g m a r e g elii
,

黄花红沙 P e a u m u r ia t r i盆yn a ,

木紫苑 A s te r o -

ha m n us 等
。

短命植物很少
,

却由盐生草 H al 眼
e ton 二种代替

。

作为地区特征
、

并显然和

西
、

南蒙古在区系发生上相联系 (即古南大陆或 古 地 中海南岸发生) 的有 裸 果 木 科

(川
e e eb r a e e a e R

.

B r

一 C a r yo p h ylla e e a e
一P a r o o y e h io id e a e F e n z !

.

的裸果木C y l; : : 1 0 -

e a r p o : p r z e w a lskii和矮沙冬青 A m m o p ip ta n thu s n a n a : (豆科 )
。

白刺 N it r a r ia分化
,

沙拐枣种类减少或特化
,

在柴达木盆地更显著
。

老鼠瓜 (刺山柑) C aP p a r js s p in仍 a则

联系着古地中海全区 (直至西藏西部)
。

1 B S ( b )
.

西
、

南蒙古亚地区 组成各类荒漠的种类在西部最为贫痔
,

仅百余种
,

南部则草原化荒漠可达 30 0种
,

其中有70 % 以上属中亚东部成分
。

除有较多特有单 种 或

寡型属或特有种如沙冬青 A m m o p ip ta n thu s m o n g o lie u s ,

绵刺 p o ta n in ia m o n g o liC 。
,

百花篙 Stilp n o le p is e e n tiflo r a ,

珍珠猎毛菜 S a ls o la p a s s e r im a ,

蒙古扁桃 A m yg d a lu s

m o n g o lie a ,

久荃菊Jti r in ia m o n g o lie a ,

油柴 T a tr a e n a m o n g o lie a ,

革苞菊 T u g a r in o v ia

m on go li c a
等等外

,

其余种类与喀什区系最相近
。

夏秋一年生草本植物
,

除盐生草外
,

还多沙芥 P u g io n iu m (特有属
, 5 种)

,

沙蓬 A g r io p hy llu m
,

沙鞭Ps a m m o e hlo a ,

栉叶

篙N e o p a lla s ia p e e tin a 士a 等
,

沙芥是雨后猛长而高大的
。

锦鸡儿 C a r a g a n a 和获C a r j o p -

te r is 等种系从东南面面森林或草原侵入
,

有新的分化或特化
。

工C
.

欧
、

亚草原亚区

草原植物区系比较年轻
,

是第三纪
、

第四纪冰川作用以后由几个中心迁移形成的
,

处于森林和荒漠的过渡区
,

因此在我国
,

其东部
,

东南部常有森林成分侵 入
,

而 在 西

部
,

西北部则与荒漠交错
,

在低洼部分每多荒漠类型的盐生植物区系
。

优势 属 有 针 茅

S tip a ,

篙
,

羊茅 F e s tu e a ,

异燕麦 H e lie t o t r ie ho n ,

落草 K o ele r ia等
,

并有较多的菊科
、

豆科
、

唇形科
、

缴形科等草本植物
。

少数灌木如扁桃
、

绣线菊
、

锦鸡儿
,

个 别 乔 木 如

榆
、

杨
、

杏也可出现
。

I C 6
.

蒙古草原亚 区 针茅属中以针状芒组CaP ill at ae 和羽状芒组B ar bat a e
占优势

,

篙属以D r a e u n e u lu s亚属占优势
。

1 C 6 ( a )
.

东蒙古亚地区 草原主要由针茅的针状芒组 C aP il lat ae (贝 加 尔 针 茅

S tip a b a ie a le n s is , 大针茅S t
.

: r a n d is , 阿尔太针茅 S t
.

k r ylo v ii和长芒草S t
.

b u n g e a n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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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状芒组 B a r b a ta c (戈壁针茅 ) S亡
.

: o 卜, e a ; 沙生针茅 S亡
.

9 1: , r 0 0 0 a ,

石生针茅 S t
.

天l。 , n e n z ii,

短花针茅 S t
.

b r evi fl、a 和东方针茅 St
.

or ia n 讯lis 等) 各一些种组成
。

数种篙 (冷篙A r te -

m isia fr a 只id a
最多)

,

线叶菊 F ilifo liu m sib ir ie u m ,

数种隐子 草 C le is t o g e n e s 和 冰 草

A gy ro Py 1’o 。
等与之共建

,

均属东西伯利亚至蒙古及我国华北
、

西北分布的类型
。

葵 科

多与华北共有
,

而豆科则多黄著 A 鱿 r a塑ltl s ,

棘豆 Oxy t r
叩此

,

甘草 Gl yc yr
r hi z a ,

苦马豆

S p h a e r o p hy s a和锦鸡儿
。

牛矛有属极少
,

峭菊 T a k a i交a t z u k ia是其一
,

但大黄花 C ym b a r ia

(两种)
,

紫花秧D o d a r tia ,

砂引草 M e : : 。r s c h m id ia ,

知母 A n e m a r r he n a 等即是一些特

征属
。

1 C 6 ( b )
.

东北平原亚地区 针茅属仅含贝加尔针茅
,

大针茅等少数种
,

但 羊 草

A n e u r ol c p idi
u m c lli ne 二;e 则在草原和森林草原 中占优势

。

篙属除沙丘上少数种外均不

占优势
,

但线叶菊组成大片群落
。

有许多森林和五花草甸的成分侵入
,

但主体还是东西

伯利亚
、

蒙古 (兴安
、

蒙古 ) 成分
。

盐碱斑块上有数种碱蓬 Sua
e
da

,

碱茅Puc
c ine ll ia

,

沙丘
_

L可见针枝寥一种
,

仍和北非
、

中亚遥相呼应
。

特有属没有
,

仅有与东西伯利亚
、

东北三省和苏联远东共有的脐线草 O m p lla !献 r ix 和合苞菊 S y m p hy llo o a r
Pu

s 两 个 单 种

属
。

载鑫

1 0
.

青藏高原植 物亚区

这是一个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过程中
,

在古地中海中隆升起来的青藏高原上形成的

年轻植物区系
。

由于历史短暂 (第三纪末) 而环境条件又十分高寒
,

限制了植物种系发

生和发展
。

仅约有5 00 种植物
,

一般从东南向西北地势愈高
、

种类愈少
,

区系起源愈新
。

大体上东南以草甸灌丛为主
,

由篙草 K ob
res ia 多种形成草甸或沼泽 草 甸

,

并 由 杜 鹃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

金蜡梅 D a s ip ho r a ,

柳S a li二等多种形成灌丛
,

种类主要由东南的横断山

脉区系
、

东喜马拉雅区系迁移和就地特化所形成
。

中间部分以 草 原 为 主
,

紫 花 针 茅

S tip a p u r p u r e a ,

羽柱针茅 S t
.

su b s e s s iliflo r a v a r
.

b a sip lu m o s a ,

和西藏篙 A r te m isia s a l-

so lo id c 、 v a r
.

w e ll by i等形成优势
,

有若干垫状植物参加 (高海拔更多)
,

虽然特有种较

多
,

但主要是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属的种
,

并有一定的中亚成分
,

显然从东 喜 马 拉 雅

区系和中亚东部区系衍变而来
。

最西北是由垫状驼绒葵 C c ra toi de s c 。。 pac ta
,

藏亚 菊

A io ni a tibe ti c a和窄神羲苔草 C a1’e x 二 o or c r of tii 等特有种形成的高寒荒漠
。

其来源略同于

高寒草原
,

但在高山带仍有较多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
,

特别是凤毛菊 (包 括 雪 莲 花

S a tl s : t, r o a )
,

火绒草 L e o n to p o d iu m 和蚤缀 A r e n a r ia ,

柔籽草 T h yla e o s p e r m u m 等垫状

植物
。

1 0 7
.

唐古特地区 草甸
、

灌丛的主要组成见亚区特征
,

其伴生种类很丰富 而 多

样化
。

除去圆穗萝 P。行g a n o m : p ha e r 。 、士ac h j u 二 ,

珠茅寥 Pol y g a n u m v iv 主p a r 。。参与共

建外
,

菊科 (重头菊 C r e tn a n th o d iu m ,

凤毛菊
,

高山紫苑 A s te r s e c t
.

A lp ig e n i)
,

玄参

科 (马先篙 Ped ic u la r iS )
,

毛
一

艾科 (毛食 R a n u n e u lu s ,

乌头 A e o n itu m
,

翠雀 D elp hin iu m ,

银莲花 A n e m o n e等)
,

萝科 (寥
,

大黄R h e u m )
,

唇形科 (鼠尾草 S a lv ia等)
,

龙胆科

(龙胆 G e n tia n a ,

璋牙菜 S w e r tia等)
,

报春花科 (报春花
,

点地梅 A n d r o s a e e )
,

石竹

科 (蚤缀
,
女娄菜M e la n d y u m ) , 虎耳草科 (虎耳草 S a X ifr a g a ) ,

梅花草科 (梅 花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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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 o a s s i。、)
,

景天科 (红景天 R ho d io la )
,

蔷薇科 (委陵菜 [
) o te n tilla )

,

豆科 (黄著
,

棘豆等) 均十分发达
,

尤以婴粟科的绿绒篙 M e cOll 叩
5 15 最能形成地区特色

。

特有属显然

较后二地区为多
,

仅限本地区或略延到邻区的即有羽叶点 地 梅 P o m at 既 a c C ,

马 尿 泡

P r z ew a lsk ia
,

穴丝草 C o elo n e m a ,

扇穗茅 L itttlo d a le a ,

三 蕊 草 S in o e ha s e a ,

黄冠 菊

X a nt ho p a pPI , s等
,

大都是单种或寡型的
,

但却是从邻属衍生的
。

这个区系中还有一些北

极
、

高山成分如肾叶山寥 O x yr ia d ig y n a ,

冰岛寥 K o e n i只10 isla n d ie a ,

但却没有环北极

成分
。

1 0 8
.

帕米尔
、

克眷
、

西藏地区 草原组成已见亚区特征
。

但针茅不下 15 种
,

蓄

属还有冻原白篙 A r tem is ia s tr a c h ey i ,

垫状篙 A
.

m in o r ,

藏南篙 A
.

yo u n g h u sb a n d ii
,

青

藏篙 A
.

d u t},h r e u il一d e一r h in s ss,

小球花篙 A
.

m o o r e r o ft反a n : , ,

大头篙 A
.

m a e r o e e p ha la 等

多种
。

荒漠组成亦已见亚区特征
。

1 0 8 ( a )
.

前
、

后藏亚地区 植物种类较多
,

草原还具有温带草原性质
。

除针茅
、

篙有多种外
,

固沙草 O r in o s tll o r o ld ii
,

三刺草 A r istid a ,

三角草 T r il: e r a ia h o o k e r i (和

喜马拉雅特有)
,

白草 P e n n is e t u m fla c e id o m 亦 形 成 草 原 群 落
。

狼 牙 刺 S o p }lo r a

m o o r e r o ftia o a (从华西
、

西南的自刺花 s
.

v ie i至fo lia衍生 )
,

锦鸡儿
,

金露梅
,

蔷薇
,

绣

线菊
,

小葵
,

角柱花 (和东非有联系) 等形成灌丛
。

阴坡或较高海拔仍有含垫状植物的

禽草草甸和少量杜鹃灌丛
,

阳坡多由数种圆柏或锦鸡儿组成铺地灌丛
。

在较多的北温带或

北极高山属中都有特有种
。

仅有新发现的画笔菊 A ja ni o Ps is 和藏木萝 Pa r a p te r o p yr u m 两

个特有单种属
,

但古老 的古南大陆孑遗分子如蚤草 Pul ica ri a (和南非间断分布 )
,

骆驼

蓬 Pe g a o u m (和中亚
·

墨西哥间断分布) 仍有所见
。

1 0 8 ( b )
.

羌塘亚地区 高度贫痔化的结果
,

在广大地区中
,

植物种类仅有三百

多种
,

据 K in d o n
W ar d统计

,

在中部仅见 53 种
,

其中禾本科10 种
,

菊科 8 种
,

十字花科 6

种
,

黎科
、

豆科各 3 种
,

有 11 种与 中亚高山全同
,

虽有 10 个特有种
,

但全无特有属
。

裸

子植物仅有麻黄 1 一 2 种形成群落
,

其他木本仅有葡旬生长的水柏枝 M yr ic ar ia 和沙棘

H ip p o p hae 和形成优势的驼绒黎
,

藏亚菊
。

区系成分中虽有一些禾本草
,

黄省
,

棘豆
,

葱等和中亚高山有渊源
,

但有不少喜马拉雅高山成分如三种风毛菊
,

两种垂头菊
,

无茎

莽 p e g a e o p hyt o n ,

藏微孔草 M ie r o u la tibetie a
等以及一些垫状植物和欧

、

亚广布的高山

植物
。

北疆芥 C hr isto le a ,

地蔷薇 C h a m a e r ho d o s还联系着中亚
、

西伯利亚
,

堪察加和北

美 (至少是阿拉斯加 )
。

藏算 H ed in ia tib d ic a
或可视为本地区和西北喜马拉雅的特有

属
。

1 0 8 ( C )
.

帕米尔
,

昆裕亚地区 完裕 内部仅百余种植物
,

但帕米尔 (包括苏联境

内)可达 6 20 种
。

基本成份仿和前二亚地区一样
,

还有小叶棘豆 O x y tr o Pi s c hi h oP lly lla,

帕米尔篙草 K ob
r es ia Pa m ir o 一a la ic a

等
,

但中亚成分如沙生针茅
,

灌木亚菊 A jan ia f川-

tie u lo s a ,

合头草
,

圆叶盐爪爪 K a lid iu m s e hr e n k ia n u m 等显有增加
,

在昆裕外围甚至有

黄花红砂 R ea u m 盯 ia 等亚洲荒漠成分
,

但帕米尔的特点是在区系中具有更多的中亚高山

成分和几种刺矶松 A e a n th o lim o n h ed in ii等)
,

粉花篙 A r te m 皇s ia r h o d a n tha 和几种棘

豆
。

1 0 9
.

西喜马拉稚地区 阿里西部的区系属于西喜马拉雅区系
。

所形成的荒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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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有温性荒漠向高寒荒漠过渡的特点
,

其基本成分如 1 D S ,

但沙生针茅
,

短花针茅形成

草原和草原化荒漠
,

具有更多的中亚成分如燥 原 莽 Pt il ot r ic hu m c re tac eu m
,

雾 水 草

B as 、ja d 。 : y p h州
a ,

盐生草 H al 。g e t。n
gl
。m e rat u s

等
。

在西南部干暖谷地 出现不少古地中

海成分和 中亚成分如老鼠瓜
,

膀胧豆 C o l: te a a r b o r e s se e n s ,

鹰咀豆 C ie e : ja c q ; em o n *11 ,

新

疆假紫草 A r n e bia e u e hr o m a (后二者东到吉隆)
,

中亚寥 P o ly g o n u m p a r a n ye h io id e s
等

,

并具有一些短命植物如蝎尾菊 K o elp in ia ] in e a r is
,

舟果莽 T a u s e lle r ia la sio e a r p a 。

藏豆

S tr a e he ya ,

小长生草 S e m p e r v iv ella
,

簇芥 Py e n o p lin tllt: s ,

小果滨寨 M ie r o gy n a e e iu m (至

东喜马拉雅 ) 等是少数特有单种属
,

老鼠瓜和薰倒牛 B ie b o r叭 ei ni a (薰倒牛科 ) 把这里

的区系谣谣和南疆或青海东北部的区系相联结
。

北温带成分如短柱莽Pa r
ry

a ,

其 出现的

意义如前一地区 和本地区都有北疆芥一样
。

I E
.

中国一 日本森林植 物亚区

分布在北纬20
“

一 4 0
“

之间
,

是相当丰富和相当古老的温带至亚热带植物区系之一
。

包括 日本几乎有 2 0 0 0。种以上
,

从 白垄纪起改 变 不大
,

保留了很多第三纪甚至更古的孑

遗植物
。

水平分布很明显
,

自北而南反映出温带
、

暖温带
、

亚热带 (北
、

中
、

南 ) 的变

化
,

但共性是 由各种落叶
、

半常绿和常绿栋 Que r c us
,

及相近的常绿拷 Cas tan oP
“is ,

石

栋 Li th o c al
·

Pu
s和半常绿的水青岗 F鳍us 等组成落叶阔叶林

,

落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以及

更占主要地位的常绿阔叶林
。

针叶树以各种具有不同
“

喜温属性
”

的松属为主
,

愈向南

则愈多喜暖湿的其他松柏类
,

如金钱松 Ps u d o la r ix ,

铁杉 T s u g a ,

黄杉 Ps u d o 亡s“g a ,

油杉

I丈e 士e le e :
·

主a ,

杉 C u n o in g h a m ia ,

柳杉 C r yp t o 二 e r ia ,

柏 C u p r e s s u s ,

建柏 F o k ie n ia ,

花柏

Cha m ae c y p a r is ,

翠柏 Cal oc ed r u s
等等

,

木本植物区系特别丰富
,

有许多古老和孑遗的

科
、

属
、

种
。

木兰科
、

茶科
、

金缕梅科
、

安息香科等尤其显著
。

1 E 1 0
.

东北 地区 以东北亚分布式的红松 P而二 1 oi’ai en s is 与东西伯利亚
,

蒙古分

布式的蒙古栋 Qlle r c tls m o n g ol ic a为优势
,

并与东北亚分布的沙松 A bi 。: hol o p hyll a ,

臭

松 A
.

ne p hro le p 污,

红皮云杉 P ic e a k or a ie n s is 及东西伯利亚
,

北 日本分布的鱼鳞松 Pi c ea

邢
z oe n sis 混交的针阔叶混交林是优势植被

,

林中有许多第三纪孑遗种如八种 械
,

三 种

锻
,

两种移 F r a x in u : ,

和黄璧 Phe llo d e n d r o n ,

核桃揪 J: , : la n s n : a : d : hu r ie a 等
,

后二者还

和许多古热带起源的多具羽状或掌状复叶的属如省沽油 S ta p hy比 , ,

高丽槐 M a a c k ia
,

苦

树 Pi c ras m 。 ,

刺揪 K al o p a n a 二等混交
。

灌
、

藤
、

草 中突 出的如人参 Pa n a x 红i挑c n g 也多系

这类成分
。

和北美大西洋岸有许多联系
,

人参而外
,

如红毛七 C al d o p hy ll u m ,

鲜 黄连

Je ffe r so n ia ,

荷包藤 A d lu n : ia ,

臭荻 Sy Tn p lo e a r p : , s
等等

。

另有一些 特 有 属 如 大 叶 子

As til bo ide
: ,

械叶草 M u k d e n ia
,

山茄子 B : a c hy b o t r ys 等都是单种的并常在较原始的科

中
。

高 山带 出现堰松
,

岳桦 B e tul a el’ m a ni i,

甚至山地冻原
,

有仙女木 D : yas
,

北 极果

A r e to u s等环北极或北极高 山成分
。

1 E 1 1
.

华北地 区 由松属数种
,

栋属多种组成暖温性针叶林或落叶阔叶林
。

林下乔

灌
、

藤
、

草乃至阳性先锋树种都有许多第三纪孑遗种
,

如臭椿A过a爪htls
,

构树Br ou
sso -

, le tia ,

栗树 K o elr e u te r ia ,

糙叶树 A ph a n a n ‘h e等等
。

破坏以后多形成酸枣Z iz y p li u s ,

荆

条 V it 。二
灌丛和其他灌丛或黄茅 T he m e

da
,

白羊草 B ot hr io c h lo a 草丛
,

也属第三纪残留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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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质
。

山区 1 6 0 0米 以上
,

云
,

冷杉
,

落叶松林依次出现
,

属于欧洲
、

西伯利亚区系
,

一方面和大兴安岭地区相呼应
,

另一方面又与秦岭直至青藏高原外围相接
,

林下灌
、

草

接近欧洲的种类较多
,

但 中国
、

喜马拉雅成分也有一些
。

工E ll (a)
.

辽东
、

山东半岛亚地区 和 日本中北部
、

南朝鲜区系有密切联系
。

中

一 日种赤松 Pin : : 、 。了。n : iflo r a (及变种
v a r

.

m u kd e n e n s is ) 和东北亚洲种辽东栋 Q u e r e u :

lia o tu n g e n sis ,

东亚广布种麻栋 Q u e r e u s a e u 、is sim a
占优势

,

还有朝鲜栋 Q u e r e u s m e e o r -

m ie k ii
。

伴生树种有落叶的天女花 M a g n o lia s ieb o ld ii
,

山胡椒 L in d e r a g la u e a ,

三梗乌

药 L in d e r a o btu s ilo b a ,

甚至有常绿的红楠 M ie hilt: 5 th ti n be r g ii ,

都属中一日分布型
。

这些和其他南方树种如枫香 L iq u id a m b a r (极南端)
,

枫杨 Pte r o e a r ya : : 。n o p te r a ,

乌柏

Sa Pi o m s山 ifer
u m ,

糙叶树等
,

都为其他亚地区所不见
。

小乔
、

灌
、

藤
、

草中也反映这

一特点
,

突出的如吐劳山可见娱蛤兰 C le is o s* o m a s e o lo p e r d r io id e s o 仅限于此地区和邻近们

鲜
,

日木的有星毛芥 刀e r te r o e lla (十字花科 )
,

山茵香 C a r le s ia (撒形科) 两个单种属
。

I E ll ( b )
.

华北平原
、

一力地亚地区 松属由油松 Pin u s 土u b u la efo r m is ,

自皮 松

P
.

b u n g o a n a 代替了赤松
。

栋属中辽东栋
,

麻栋不多而更多撇 树 Que r c us d ent at a ,

栅栋

Q
. a !ie n a ,

栓皮栋 Q
.

v a1’ia bi 1i s
等中一 日分布型落叶栋

。

有许多南方的古热带起源的乔

木属以此为北界
,

如臭椿 (苦木科)
,

香椿 T oo na
,

棣 Meli
a (株科)

,

栗树
,

文冠果

X a n th o e e r a s (无患子科)
,

臭檀 E v o d ia (云香料)
,

黄连木 P ista e ia
,

黄护 C o tin u s (漆

树科)
,

构树 B r o u ss o n e tia (桑科)等等
,

以及枣 Z iz y p hu s ,

柿 D io s p y r o s ,

泡桐 Pa u lo w -

n ia ,

揪 C a ta lp a ,

荆条
、

臭牡丹 Cle r o d e n d r u m 等乔
、

灌
、

藤
、

草
。

胡棒子 O st r y o p s is黄

护各有另一变种或相近种远处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
,

提示华北区系可能有一个稀树草原

式的古热带起源的祖型
,

角柱花属更远远联系西藏和东非
,

角篙 Inc a rvi Hea 的分布中心

在中亚至喜马拉雅
,

但这里也是其 中一种的分布北界
。

特有属和东北地区相 比 并 不 算

少
,

著例如文冠果
,

蚂蚌腿子 M yr ip n o is
,

独根草 O r o sitr o p he
等等

。

山地的云
、

冷杉林 由华北
、

内蒙种 Pie e a m ey e r i
,

内蒙至华北
、

西北
、

华 中分布种

青杆 P
.

w ilso n ii和臭松组成
。

红杆 L a r ix p r in e ip is一r u p p r e eh tii则是大兴安岭落叶松的

华北代替种
。

其林下均有许多典型欧亚种 (北 方成 分 如 午鹤草 Maj a nt he m u m
,

铃兰

C o n v a lla r ia 等
,

但也有东亚北美式标帜种
,

如筵子蕉 T r io s te u rn
。

1 E ll (C )
.

黄土高原亚地区 大致和前者相似
,

但愈近草原荒漠则木本区系愈减

少
,

而愈南向秦岭北坡则愈多
。

油松
、

辽东栋外
,

栓皮栋
,

懈栋较多
,

械属 中 狭 裂 械

A e e r p ilo s u m (= A e e r s to n o lo b u m ) 代替了元宝械 A e e r t r u n e a tu m ,

向南则伴以色木

A
.

m o n o ,

茶条械 A
.

只in n a la
,

锻属除蒙古极外
,

少脉锻 T ilia p a u e ie o s ta ta代替了大叶锻

T ilia a m u r e n sin
。

灌丛中有黄蔷薇 R o : a hu g o n is
,

雅核 P r in s e p ia u n iflo r a ,

互叶醉鱼草

B u d dle ia a lte r n ifo lia
,

白刺花 S o p ho r a v ie iifo lia
,

柠条 C a r a g a n a k o r sh in sky i等为前二

亚地区所无
。

小果博落回 Mac le a 了a m ic roc ar Pa 为一特有种
,

另一近相近种产华中
,

华

南
、

华东至日本
,

而相近属 Boc co ni a
则在北美

,

最足以说明这三个地区在第三纪前的联

系
。

秃疮花 D ic r
an os ti g m a leP t o pod

u m 与其在中国一喜马拉雅的两个相近种
,

在天山

新发现的一个种则说明本属的种系起源发生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
,

而这些地区的区系

也有发生上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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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 华东区系显示从暖温带到亚热带森林逐渐过渡的情况
,

常绿树

种逐渐加多
,

但桐柏山
、

大别山以南
,

长江以北及江南
,

岭北较高山地仍以落叶树种占

优势
。

低平地区
,

特有种
-

—马尾松 R n o m a s s
on ial,

a 代替了油松
,

古老特有 种 杉 木

C u n n in g ll a n l ia广泛分布
。

较高海拔出现黄山松 Pin u s ta iw a n e n sis (与台湾共有)
,

大别山

松 Pin u s d ab e sha n e n g is (特有 ) 和金钱松 Ps e u d o la r ix a m ab ilis (特有)
,

新近还发现百

山祖冷杉 A l,i 二 b e shan
z ue ns is ,

它是第四 纪冰期以后残留的树种
,

和峨眉一 带 的 冷 杉

A
.

fa l,r i 相近
,

为两个 区系在地史上的相同遭遇提供了证据
,

它的分布虽较滇西的苍山

冷杉 八
.

d c la v a y i ,

以及广西和越南黄连山的冷杉较北
,

但海拔却低至 2 0。。米以下
。

水青冈 F a 只u s ( 3 种 )
,

栗 C as ta n e a( 3 种)
,

锻械多种
,

其分布区类型系特有的或和

日本共有的
,

前二属各种均分布到华中
、

华南山地
。

这些落叶树常和多种杂木形成混交

林
。

落叶栋类中栓皮栋仍广泛分布 ; 麻栋则与其衍生特有种小叶栋 Q
. c hcn 认 共生 :

栅

栋有较多变异
,

并有时让位于中一 日种抱树 Q
.

s二 r爪 a = Q
.

妇: 、
ncl tll ife r a而蒙古栋

,

辽 东

栋则完全为特有种白皮栋 Q
.

fab
r i所代替

。

总趋势是中一 日成分减少而特有成分加重
,

它们有时形成次生纯林或灌丛
。

各类阔叶林都常混生有喜暖的针叶树种
,

包括 罗 汉 松

P o d o e a r p u s n la e r o p hy l] 。
,

竹柏 P
.

n a g i ,

苏铁 C y e a : r c v lu ta 等
。

石灰岩区出现榆科多种特有的榆
、

朴 C e
lti

s ,

样 Z e lk o v a ,

包括从华北到西南广泛分

布的青檀 Pte r o e e l七15 、a ta r in o w ii这一特有属
。

鹅耳枷 C : 、r p in u :
在石灰岩上种系分化较

多
,

但桦木科则到处仅见光叶桦 B etu la Iu m in ife r a ,

江南 恺 /\ In u s t r a b e Cu lo s a ,

铁 木

0 5士r ya
等少数种

。

常绿栋类从分布最北的中一 日成分青岗栋 C J e lo b a ln o p sis g la u e a ,

石栋 L itho e a r -

p u s g la b e r和特有种苦储 C a s ta n o p s is s e le r o ph y lla 等开始
,

和红楠 (中一 日)
,

紫楠

Phoe be she ar er i (特有 ) 等其他常绿树种一样
,

愈向南则种类愈多
,

特有成分亦愈多
,

而北温带属如械
,

石楠 Ph o tin ia
,

樱桃 Pr u n u s ,

花揪 S o r b t, s
等也逐渐增多了常绿种类

。

各类森林林下
,

乔
、

灌
、

藤
、

草各属有很多东亚
、

北美成分如征 T盯re ya
,

黄杉
,

铁杉
,

鹅掌揪 L ir io d e n d r o n ,

擦木 S a s s a fr a s ,

枫香 (也在小亚细亚 )
,

山核桃 C a r ya 等

等
,

中国一 日本成分如粗框 C印hal ot ax
u : ,

柳杉
,

双花树 Di
: a爪h此

,

山桐子 ld es ia
,

天

竹 N an di na
,

黄山梅 K ir e
雌

。s
llo m a

等等
,

或特有成分如白豆杉 F s e
u(l ot aX t1s

,

独 花 兰

C h a n 箕n ie ni a ,

短穗竹 Br ac 五y s‘ac h y u二 等等
,

大都是单种属或寡型属
,

有些 中
、

美对应

种或中
、

日对应种都是从第三纪以来变化不大的
“银杏区系

” 的直接后裔
。

与喜马拉雅

相同的成分有些一直分布到这里
,

并且有间断出现的 (如榕庵兰 YOa ni a )
,

说明 中 国

一 日本植物区系和中国一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确有共同的起源
。

1 E 13
.

华中地 区 本地区和前一地区在区系组成和起源方面极为相 似
,

同 属 中

国一 日本森林植物区系的核心部分
,

但种类 (尤其是木本) 更为丰富
,

特有 孑 遗 种 属

更多
。

马尾松
,

杉木仍 占优势而外
,

铁杉
,

油杉 K e tele e r ia (数种)
,

粗概 C e p ha工o ta x u s ,

根
,

紫杉 T a x u s e h fn e n s is ,

穗花杉 A m e n t o ta x u s
等均有混生

。

水杉 M e士a s e q :旧主a
,

银杉

C a th a ya ,

台湾杉 T a iw a n ia 则呈孑遗状态
,

而石灰岩则多柏 C u p r e s su s fu n eb r is
。

LIJ区出

现中国一喜马 拉 雅 种 华 山 松 Pin t1S al- m a n d i
,

特 有 种 巴 山 松 P
.

hc n r yi 和 自皮 松

P
,

bu ng
e
an

a
(经秦岭连系华北

、
西北)

,
而台湾松 (黄山松 ) 已少见

。

高海拔山区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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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巴 山冷杉 A bie s fa r g e s ii,

秦岭冷杉 A b ic 、 e he ,、s ie n s is ,

云杉
,

麦 吊杉 p ie e a b r a e hy tyla
,

大果青杆 Pic o ne ov
e it ch 认 等特有种代替了华北和西南的云

、

冷杉
。

太 白 红 杉 L ar ix

“l1i ”e n
sis 和红杉 L

.

p 。 , a n ill i,

一方面代替了华北落叶松
,

另一方面则与中国一喜马拉雅

地区的数种落叶松亲缘关系更相近
。

落叶栋类中
,

小叶栋渐趋不见
,

硬叶栋类如刺叶栋Qu e r c u S sPi n o s a ,

尖叶栋 Q
.

aC ro -

d o n t a ,

匙叶栋 Q
.

s p a t}lu la 、a 等特有种和乌岗栋 Q
.

p hilly r e e o id e s (中一 日 )
,

概 子 栋

Q
·

b o r a n ii (至华北) 均较华北
、

华东还多
。

常绿栋类中
,

赤皮 C ye lo b a la n o p sis 只ilv a ,

不见
,

而蛮青岗 C ye lo b a la n o p s is o x y o d o n
多见

。

大 叶 拷 C a s ta n o p sis tibe ta n a ,

米 储

C
. e a r lo s ii,

苦储等让位于拷树 C
.

fa r g e sii,

瓦 山拷 C a s ta n o p sis e e r a ta e a n tha ,

峨 眉 拷

C. p lat ”
c
an 比

a
等

,

中一 日分布的石栋则由云山石栋 L
.

pan ic ul at a ,

包栋 树 所 代 替
。

此外在恺
、

桦
、

千金榆 (C a r p in u s
9 D is t e g o e a r p u s)

、

棒 C o r y lt巧等属中均有一系列代

替现象
。

极
、

械种类相当多
,

尤以械属获得极大发展
。

乔
、

灌
、

藤
、

草中与 日本相同或相

似的种类渐趋减少
,

与北美相同或相近的略有增加
,

但和喜马拉雅相同或相近的则大为

普遍
。

和北美共有 属 突 出 的 如 赤 壁 藤 D e e u m a r ia ,

雪 果 Sy m p ho r ie a r p o s ,

山 荷 叶

D ip h y llo ia
,

野葛 T o 二 ie o d e n d r o n
等

。

和 日本共有属突出的如峨 屏 草 T a n a k a e a ,

叉叶

蓝 D ei ”
an th e ,

臭常山 O r ix a
等

,

有些呈隔离分布并形成对应种
。

与喜马拉雅共 同而在华

东至 日本不见的如鸡爪草 C a la tha d e s,

猫儿子 D e e a is n e a ,

假稠李 M a d d e n ia ,

掌叶石蚕

R u bite u e r is (台湾有)
,

米团花 L e u e o s e ep tr u m 等等有很多
。

在一些避难所中还保留许多

古热带的孑遗种属
,

如松叶兰 p s ilo tu m ,

荷叶金钱蔗 A d ia n tu m ,

使君子 Q u isq u a lis
,

红

子藤 E ryt hr o sp e r m u m 等等
。

区系成员中特有属很多
,

杜仲科 E u e o m m ia e e a e ,

琐桐科 D a v id ia e e a e ,

钟尊 树 科

B r et s c hm e id e r a c e a e
等中国特有单种科也集 中分布在这里

。

而在这些特有科属 中
,

在地

区内或在邻近地区间也有隔离分化和产生对应种的现象
。

I E 1 4
.

华南地区 和前二地区一样
,

这里也是中国一 日本 植 物 区 系 的 核 心 部

分
,

但呈亚热带向热带过渡的特色
,

并有印度一马来亚区系的深刻影响
。

马尾松
、

杉

木在南部边缘已渐不能适应
,

油杉
,

建 柏 F u ki en ia
,

竹 柏
,

罗 汉 松 (数 种)
,

水 松

G lyp to str o b u s ,

苏铁 (数种)以及较高海拔的长苞铁杉 T s u g a lo n g ibr a e te a ta (南岭)
,

华南

五针松 Pi nll
s k w a n g 士un gen s is 等更喜暖的针叶树多在南亚热带特别是山地森林中混生

,

但其重要性远不及在华中
,

华东各类植被中的针叶树
。

落叶栋类除麻栋
,

栓皮栋外已很少见
,

而拷
、

石栋和常绿栋 (此三属单在广东和海

南就有 14 0种以上)
,

与樟科 (广东包括海南有 17 属 176 种
,

下同)
,

山 茶 科 (15 属 1 22

种)
,

木兰科 ( 4 属28 种)
,

安息香科 ( 8 属 1 32 种) 等组成成分繁多复杂的南亚 热 带

常绿阔叶林原来占据整个低山和中山
。

乔
、

灌
、

藤
、

草中都有很多第三纪孑遗属种
,

且

多保持有单种属
,

突出的如木兰科的香花木T so o n g io d e n d r o ,

山茶科的石笔木T u te ho r ia ,

猪血木E u ryo d e n d r o n ,

金缕梅科的半枫荷S e m iliq u id a m ba r ,

四药门花 T e t r a th y r iu m 以及

茜草科的绣球茜D u n n 饭
,

龙胆科的匙叶草 L at o uc hea 等等
,

而安息香科八个古老属均集

中在南岭出现
。

作为向古热带印度马来亚植物区系过渡的特征是区内有较广泛分布的热带科属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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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木本)
,

如无患子科
、

棣科
、

漆树科
、

芸香科
、

豆科
、

番荔枝科
、

桑科
、

大戟科
、

藤

黄科
、

天料木科等等
,

但还缺乏严格的热带科属
,

如龙脑香科和肉豆落科等等
。

大体上

愈向南则热带分布尤其是热带东南亚分布的科
、

属
、

种愈多
,

在同一森林群落中愈向下

层亦愈多
。

另一特点是具有一定的热带海岸和较多的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的成分
。

前者如红

树科和习性相似的其他科的种类或苦槛蓝科 Myo p o rac eae ; 后者如山龙眼H eli
c ia

,

海桐

花 Pitto sp o r u m ,

岗松 B a e e k e a ,

鹤鸽草 E r ia e h n e
等

。

I E 5
.

滇
、

黔
、

桂地区 这是一个较前一地区更为古老和复杂的区系
。

它 一 方 面

有马尾松
,

杉木和其他华南地区常见或 占优势的代表
,

另一方面也有云南松的变型和很

多中国一喜马拉雅或我国西南山地至越南北方广泛分布的 代 表
。

山 地 则 多 油 杉 (数

种
,

石灰岩 山上多系特有)
,

而海南五针松 P inu
s fen z

eli an
a ,

广东五针松 P
.

k w an g tu n 一

ge ns is 和毛枝五针松 P
.

w an g ii 不占优势
。

常绿栋类很多
,

包括三个属 中很多特有种
,

在

石灰岩区则更混有多种鹅耳杨
,

两种化香树 Pl at yc ar ya 以及朴
、

样
、

青檀等
,

常绿全缘叶

械类和小架树 S in o r a d lk o fe r a m in o r ,

圆叶乌柏 S a p iu m r o tu n d ifo lu m 等多种特有树种
。

由于处于南
、

北
、

东
、

西相交错的地理位置
,

加上石灰岩山地特有化的发展
,

植物种类

特别丰富
,

特有属种很多
,

有一系列较古老的科属
。

木兰科中举凡鹅掌揪
、

木兰
、

木莲

Ma n g lietia
,

含笑 M ie helia
,

异花木兰 K m e r ia ,

及其相近属等无不应有尽有
。

金 缕 梅

科亦有秀柱花 E u s tig m a ,

蚊母树 D isty liu m
,

摧木 L o r o p e t a lu m
,

蜡瓣花 C o r y lo p sis
,

枫

香
、

马蹄荷 E x b u e k la n d ia
,

红花相 R ho dle ia
,

壳菜果 M ytila r ia ,

等大多数属
。

械树科有

金钱械 D ip te r o n ia (与华中 z 种隔离分布)
,

马尾树科有马尾树 R ho ip tele a e h ilia n tha (特

有单种科)
,

胡桃科的缘核桃 A n
na m oc ar y a ,

大风子科的山羊 角树 C a rl- ier ea
,

山 桂花

B e n n e ttio d e n d r o n ,

无患子科的对掌木 H a n d elio d e n d r o n ,

伞花树E u ry e o r y m }〕u s ,

架树
,

富

宁藤 P a r ep ig yn u m
,

金凤藤 D o leh o p eta lu m 以及五加科的马蹄食 D ip lo p a u a x ,

安息香科除

银钟花 H al es ia 以外的大部分属
。

有些古老属如嚎核桃
、

马蹄夔等则显然是与热带的北

部湾地区联系并从后一地区起源而分布至亚热带的
。

有许多典型的中国一 日本分布式的植物以此 为 其 分 布 西 界
,

例 如 黄 桑
、

桔 梗

Pla tye o d o n ,

律草 H u m u lu
,

天葵 S e m ia q u ile g ia等
。

有些华东
、

华 中
、

华南广布的成分如

杉木
,

柏
,

枫香
,

摧木等以此地区开始也大为减少或不见
。

同时也有一些中国一喜马拉

雅式的植物以此为东界
,

例如风吹箫 L ey e e s te r ia ,

十齿花 D ip e n t o d o n ,

双参 T r ip lo s te ia等

等
。

1 F
.

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区

是另一个分布在北纬20
“

一40
。

之间
,

最丰富
、

最古老的温带
、

亚热带至热带北缘的

植物区系
。

如包括我国境外的喜马拉雅山区
、

种类远远超过 2 0 0 0 0 种 (单云南高原和一

部分横断山脉即在 1 2 0 0 0 种以上)
。

一方面 由于地形
、

气候复杂而天然避难所多
,

保留

了许多第三纪以前的孑遗植物 , 另一方面又 由于垂直变化大
, _

匕升速度快
,

并且上升运

动延续和持久
,

许多新生类型不断出现而演化过程 中的中间类型得以保留
,

因此
,

这里

的区系成分新老兼备
,

五方杂处
,

垂直分布十分明显
,

并有时结合水平分布而形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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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的水平带
,

有时又在很短的空间距离内集 中许多垂直分布带 (最多达 8 个)
。

其共同特点是较低海拔的森林植被和中国一 日本森林植被区系 (I E ) 相 似
,
并 且 由

相同的属组组成
,

但喜暖松柏类和常绿栋
、

拷
、

石栋的种则完全不同
,

而往往是前者的

代替种
。

亚高山
、

高山带依次出现铁杉
、

云杉
、

冷杉
、

落叶松和圆柏也与华 中高 山 相

似
,

但也出现一系列的代替种
,

并有时形成较宽广的结合垂直 分 布 的 水 平 带
,

翠 柏

C a lo e e d r t, s ,

油杉 K e te le a r ia代替了 I E 出现的花柏 C ha m a e e y p a r is ,

金钱松 Ps e u d o la r iX

的作用
。

除去木本植物也特别丰富
,

古老和孑遗的科
、

属
、

种很多之外
,

高 山
、

亚高山

的乔
、

灌
、

藤
、

草等种类也特别发达
。

1 F 1
.

云 南高原地区 地处康
、

滇古陆
,

可能是中国一喜马拉雅植 物 区 系 的 发

源地
。

组成优势植被的区系成分与中国一 日本植物区系 (华东
、

华 中) 相比
,

有一系

列的优势种代替现象甚至科
、

属代替
,

如云南松 Pin us y u n n
an en sis 代替了马尾松

,

油杉

K e tele e r io e v elyn ia n a 代替了铁坚杉 K
.

d a v id ia n a ; 滇青岗 C ye lo b a la n o p sis g la u e o id e s代

替了青岗, 白栋 C a s ta n o p s i、 d e la v a y i代替了苦储 ; 黄栋 C ye lo ba la n o p sis d ela v a yi代替

了赤皮 C
.

g ilv a ; 早冬瓜 A ln u s n ep a le n sis代替了恺木 A
· e r em a s t o g y n e

等
。

无论河谷
,

山原都有许多古地中海分布式的植物
,

甚至有地 中海型植被
,

例如由多

种硬叶栋类 (锥连栋 Q u e r e u s fr a n e he tii ,

川滇黄背 栋 Q u e r e u s r e hd e r ia n a ,

黄 背 栋

Q
.

p a n n 、a等等) 形成的硬叶常绿阔叶林
,

或于森林破坏后形成的M aq tli s
群落等

。

在许多北温带广布属中具有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式的种和地区特有种
,

此 外 还 集

中分布了许多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 式 的 属 和 种 如 鞭 打 绣 球 H em iP hr a go a he ter o -

p hy llu m ,

青刺尖 Pr in s叩ia u tilis
,

风吹箫 L ey e e s te r ia fo r m o sa
等等

,

特别是金沙江沿岸

还有许多热带亚
、

非成分或古地中海成分
,

前者如铁 仔 M y rs ine af ri c
an

a ,

小 一 枝 箭

L a sio p u s Pilo s e llo id e s ,

姜味草 M ie r o m e r ia biflo r a ,

丽江 山慈菇A p ho m a in d ie a (= Ip hig e -

n ia in d iC a )
,

后者如一柱香 V e r b a se u o tha p s u s ,

以及鹤庆
、

丽江
、

德钦一带出现的独尾草

E r e m u r u S ,

鱼膘槐 C o lu te a ,

阿魏一种 F e r u la o liv a e e a
等等

,

而这些成分又往往和黄土

高原
,

华北
,

内蒙的类似成分相呼应
。

在这里
,

古热带植物区系 (特别是和印度
、

非洲有关系的) 与泛北极植物区系有奇

妙的混合
,

这在各类植被中都有表现
,

而且前者可 以上升很高
,

形成许多热带科属的上

界
,

例如橄榄科的白头树 G a r “g a可以上升到 1 7 0 0米
,

而后者又可以下降到低纬度和低海

拔
,

形成下界
,

例如与北极高山成分肾叶 IJJ 寥 O x y r ia d ig y n a 相近的中华山寥 O x y r ia

si ne ns is可以下降到金沙江边干热河谷
。

龙胆
、

报春乃至鹿蹄草
,

虎耳草等北温带成分都

有类似现象
。

有许多特有属种
,

其中有些是孑遗的
,

如菊科的护菊木 N ou el ia
,

无患子科的茶条木

D ela v a ya ,

九子母科的九子不离母 D o bin e a d e la v a y i 与东喜马拉雅的另一种 D
.

v t: lg a r is

呈间断分布
,

再如芭蕉科的地涌金莲 Mus ell
a
等均属此例

。

但另一些则是特化形成的
,

如伞形科的细裂芹H ar rys m ithi a ,

苦芭苔科的长冠芭苔

R ha b d o th良m m n o p sis等
。

有许多成分与缅甸北部和喀西山 区 相 同
,

如 牛 筋 条 Di
c h o 士。 n l a n tll e : ,

青 皮 茶

Sl ad en ia
,

小黄管 Se b a e“
等等

。

显示这三个地区的区系本相一致
,

只是经过横断山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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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升而被隔离分化
。

1 F 17
.

横 断山脉地 区 本地区垂直分布明显
,

从 山脚到山顶往往具备热带
、

亚热

带
、

温带到高山寒带各类型的植被
,

为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区域
。

松柏类植物很

发达
,

有明显的垂直分布
,

大体上低山由松
,

侧柏 Pl at yc lad us
,

柏 CuP
r es sus 占优势

.

松属

在东北部为马尾松
,

西南部为云南松
,

在其上带均为高山松P inu
s d二 sat a或华山松所代

替
。

柏属多在干热河谷出现
,

而在更干热的境地则又为干热河谷灌丛或热带稀树草原式

植被所置换
,

后者多与印度
,

非洲区系和植被有渊源
。

中山普遍有铁杉或在较干生境由

高山栋类 Que r c u s s e m ic ar Pi fol ia g r o u p 代替
,

而湿润和过湿生境中则铁杉每和多种硬叶

栋或常绿栋类
、

黄杉
、

框
、

甚至台湾杉 T ai w a示 a 混交
,

(这与湖北西部和台湾中部高山

非常相似
,

表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历史发展背景)
。

亚高山带依次出现云杉
、

冷杉和落叶

松林带
,

最占优势
,

并形成景观
,

种类颇多而具有小区代替的明显规律
。

高山常见圆柏

林或灌丛
,

较湿润处则多杜鹃林或灌丛
。

次生或先锋群落也有白桦
、

山杨
,

但远不如欧

亚针叶林区发达
。

奇特的是落叶林带在垂直分布带 内完全缺失
,

水青岗和落叶栋几不存

在
,

而锻
、

械 (种类较多) 仅作为下木和伴生种出现于混交林或针叶林 内
。

但在本区内

愈 向东北则落叶林带愈显
。

高山带和前述唐古特地 区有密切联系
,

但较之更为发达
,

属
、

种更多
,

尤以杜鹃
、

报春
、

龙胆 (
“

三大名花
”

) 以及紫荃 C or y d al is
,

鼠尾草 Sa lvi a等等常形成分布和分化

的中心
。

欧亚高山的属种几乎应有尽有
,

但更有丰富复杂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
,

并形

成许多特有属
,

如铁破锣 Be e si。
,

黄三七 S o u lie a (均毛莫科 ) ; 丝瓣芹 A e r o n e rn a ,

囊瓣芹

Pter n o p e ta lu m (均伞形科
,

在针叶林内) ; 弯蕊芥 L o x o 、t二o n ,

丛旅 5 0 1111 5 一L a u ba c hia (均

十字花科) ; 大钟花 M e g a e o d o m
,

滇黄答 V e r a tr illa (均龙胆科 ) ; 独报春 o m p h a lo g r a xn m a

(报春花科) ; 豹子花 N o m o e ha r is ,

太 白米 N o tho lir io n (均百合科) 等等
。

有些作为北

温带广布属之间的中间类型而存在
,

如豹子 花
,

太 白 米 之 联 系 百 合 L n iu m 和 贝母

F r iti lla r ia
。

显然所谓
“

北方成分
” 实际上可能起源于此间

。

这种情况存在于许多类群

中
,

连
“

北方针叶林
”

的成分也不例外
。

由于南北向河谷便于南
、

北植物的交流
,

热带植物上升和温带植物下降都在长时期

内连续进行
,

因此混杂情况较之云南高原地区更为显著
。

I F 18
.

东喜马拉雅地 区 本区系的丰富复杂程度稍次于前一地区
,

但比前一地区

垂直分布更为集中
,

而且从热带开始
。

从古热带印度一 马来植物区系过渡到 泛 北 极 植

物区系往往发生在几十公里之内
。

由于它是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形成的比较年轻的区

系
,

但又地处低纬度
,

环境条件十分优越而复杂所以种类异常繁多
,

但古老植物相对较

少
。

1 0 0 0米以下热带
,

由龙脑香科三种龙脑香 D ip te r o c a r p u s和两利
‘

姿罗双树 S 王, o r e a
组成

热带雨林和季雨林
,

仍具有马来亚植物区系特点
,

但也具有印度缅甸热带的丰富成分
,

尤以全热带分布的榄仁树 T er m ina li a ,

热亚
、

热美分布的脱轴木兰
r

r叔au m a ,

热带亚
、

非

分布的藤黄 G al c ini a ,

热带亚
、

澳分布的紫薇 L a g e二廿二, n i。 ,

热带东南亚分布属中的细

青皮 A ltin g ia e x e e ls a ,

橄榄 C a 、、a r iu o r o sin ifo r : Lm ,

四数木
’

fe t r a m o le s :、、:d if工o r a
诸种应

有尽有而显示其古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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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植被在 2 0 0 0一 2 5 0 0米以下也很发达
,

常绿林和苔醉林由数种青岗栋 C yc lob
a -

la n o p s is (细柄青岗C y e lo ba la o p sis g la u e a v a r .

g r a e ilis
,

薄片青岗 C
.

la m e llo s a
为多)

。

数种拷 C a s ta n o p s is (以 C
.

in d ie a ,

C
.

hy s tr ix 为多) 和数种石栋等组成
,

混以两种木荷

S e him a ( k ha s ia n a , w a llieh ii) 以及樟科
、

木兰科等多种
,

显示其与中国一日本植物区

系的平行发展和东西代替
。

较干河谷则由云南松 (东部)
,

长叶松 Pin us lon g ifol ia 或乔

松 P in u s 盆r iffith ii (西部) 组成的针叶林为主
,

某些落叶栋如大叶栋 Q u e r e u s g r iffithii可

与之混交
,

但不单独成林
。

其上则高山松 P in u s d e n s a ta ,

Jl}滇高山栋Q u e r e u s r eh d e r ia n a

(东部)
,

或乔松
.

藏高山栋 Q
.

se m c ar Pi fol ia (西部) 广泛分布
,

而湿润阴坡则可出现

铁杉 T s u g a du m os a 和常绿硬叶栋或其它阔叶树的混交林
。

亚高山普遍出现云杉
、

冷杉

林
,

大体上东部云杉林种类较少于西部
,

而冷杉林则相反
。

东部的川西云杉 Pi c ea h ki an
-

g e n sis v a r .

ba lfo u r ia n ”,

林芝云杉
v a r ·

lin t Z e e n s is ,

向西为喜马拉雅云杉 P
. sp in u lo s a (成

林) 和长叶云杉 Pi c e a s m ith ian
。 (和乔松混交) 所代替

,

而 东 部 的 察 隅 冷 杉 A bi es

eh a yu e n sis ,

云南黄果冷杉 A bie s e r n e stii v a r . sa lu e n e n sis ,

苍山冷杉 A bie s d ela v a y i及墨脱

冷杉 v a r .

m o t u e n s iS ,

长苞冷杉 A bie s g e o r g e i 及急尖长苞冷杉
v a r . sm ithii

,

川 滇 冷 杉

A bie S fo r r e stii等多种到西部全为一种即喜马拉雅冷杉 A b ie s s p e e ta b ilis所代替
,

落叶松

也有类似规律
,

东部有西藏落叶松 L a r ix g r iffithia n a和怒江落叶松 L a r ix sp e e io sa ,

而

西部除仍有西藏落叶松外
,

怒江落叶松为喜马拉雅落叶松 L ar ix hi m a la ic a
所代替

。

更高则高山灌丛
,

高山草甸和高山稀疏植被直至冰雪带依次出现
,

大致其区系组成

较横断山区尤其是其南部为单纯而较之唐古特地区则又更丰富和复杂
。

三者相似程度虽

然很大
,

但种类往往并不相同
,

儿乎每个山头或每条山脉都有其特有种
。

本地区也有不少特有属
、

种
,

其显著的如热带的藏瓜儿do fev ill ea
,

亚热带的十齿花

属 D ip e n t o d o n 和对叶九子母 D o bin e a v u lg a r is (与云南高原的九子母相对应)
,

高山的

杉叶杜 D ip la r e he ,

胡黄连 p iC r o r r h iz a ,

藏玄参 O r e o s o le n ,

穗花韭 M ilu la
,

草菊 C a v e a
等

等
,

但严格的特有属远远没有云南高原那样多
。

1
.

古热带植物区

古热带主要包括亚
,

非两洲的热带部分
,

东南一直到澳大利亚东北部并包括太平洋

岛屿
。

热带雨林
,

季雨林和稀树草原由许多特有科属组成
。

最具 特 征 的 是 龙 脑 香 科

D IP te ro c盯pac e a e 此科非洲仅有少数
,

而热带东南亚是其分布中心
。

露兜树科 Pan d a n a -

e e a e ,

猪笼草科N e p e n th a e e a e ,

大花草科 R a ffle sia e e a e也是古热带的特产
。

芭蕉科M u s a e e a e

代替了美洲的美人蕉科 C au n a ce a 。。 姜科 以古热带为多
,

而棕桐科
、

兰科
、

天南星科等

则有很多特有属
。

I G
.

马来亚森林植物亚区

这个亚区位于古热带的东部和中国有密切关系
。

从第三纪以后很少变化
,

是世界上

最丰富的植物区系 (达 4 5 0 0 0种) 之一
。

主要是热带雨林
,

以龙脑香科占优势
,

在 雨 林

中
,

豆科
、

桑科的榕属 F ic Lls
,

大戟科 以及橄榄科
,

苦木科
,

无患子科等具有羽状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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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期 吴征锰
:

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

的类群也有很大比重
。

我国热带北缘的森林组成也很类似
。

在山地雨林和亚热带雨林中

则以樟科
、

木兰科
、

金缕梅科的覃树属 A lti ng ia 等占优势
。

这种组成直接 向我国亚热带

地区的常绿阔叶林蜕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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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 区 这里有一个极其丰富的岛屿和山区植物区系
,

种子植物比海南

多近一倍
,

据统计有 17 0多科
,

约 1 1 0 0 属
, 4 3 0 0 种左右

。

其中特有属约 10 个 (台 湾 参

S in o p a n a x ,

台茜 H a y a ta ella
,

台兰 T u b e r o la b iu m 等 )
,

特有种占4 2
.

9 %
,

略 /J\于菲律

宾
,

但在 3 0 0 0 米 以上高山
,

则特有种可占当地种类 95 %
,

亦即全 部 特 有 种 的 43 %
。

在 3 23 个木本属中与印度共有的即占6 7
.

89 %
,

与马来亚共有的占5 3
.

3 %
,

与印度
,

马来

亚区系的关系很明显
,

但另一方面和我国大陆共有的占6 6
.

3 %
,

和日本共有的占48 %
,

则本区系显然与中国
、

日本区系也很接近
。

这是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相吻合的
。

区系的垂直分布很明显
,

并和东喜马拉雅地区有平行发展
,

这和主脉玉山山脉 同在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中形成有关
。

南部滨海区系的热带性质可 由肉豆范科 (肉豆落 2 种
,

台湾—
吕宋分布 )

,

金刀木利
·

B a r r in g t o n ia e e a e (棋盘脚 B a r r in g to n ia a s ia tiC a ,

I日世

界热带)
,

无叶草科 P etr o s a v ia e e a e (无叶草 Pe t r o s a v ia ,

热带东南亚) ; 徽草科 T r iu r id -

a e e a e (徽草 S e iap hila
,

全热带分布)
, 一帽蕊草科 (帽蕊草 M itr a stem o n

热亚
、

热美分布)

等的出现来证实
,

但无龙脑香科
,

猪笼草科那样的东南亚热带标准科
。

次生林的区系组

成与海南
,

华南很相似
,

绝大多数是 印度
、

马来成分
。

北半部和南部中山从亚热带开始
,

与华东区系相似
,

但有很多特有种
,

常 绿 壳 斗

科
,

樟科
,

山茶科
,

木兰科等的种类常不 同
,

并 有 台
、

日
、

南 朝 鲜 共 有 的 昆 栏 树

T r o c ho d e n d ro 这一原始的单型科
。

在裸子植物 16 属中有 4 属仅和我国大陆共有
,

即杉
,

台湾杉
,

油杉
,

穗花杉
,

均分布于山区亚热带中
。

马 尾 松
、

台 湾 杉 木 C o n ni n g h a m ia

ko ni shi i枫香等在低山丘陵很普遍
。

中山以上出现东亚
、

北美分布的 铁 杉 T s u g a ,

花柏

Ch a m ae cy p ar is ,

均能成林和混交
,

但后一属只见于 日本
,

而不见于我国大陆
。

台 湾 松

(黄山松) Pi nu
s tai w a lle ns is 与华东共有

,

并在琉球有相近种
。

还 有 台 湾 果 松 Pimi
s

a r m a n d i v a r
·

m a ste r sia n a ,

台湾五针松 p in u s m o r r is o n ie o la 等特有种和变种
。

亚高山有

云
、

冷杉 (A b ie s k a w a k a m ii
,

P ie e a m o r r is o n ie o la ) 出现
,

均系特有种
。

高 山植物有 5 5

科
,

18 5属
,

近 4 00 种
,

在许多北温带或北极高山属 中均多特有种
,

此外
,

还 有 台 白 珠

G a u lth e r ia b o r n e e n s is ,

山没药属 O r e o m yr r his等与加里曼丹或爪哇高山共有的种类
,

特

别是后者显然是古南大陆山地区系的遗迹
。

E G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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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地区 包括海南岛及南海诸 岛在内是脱离大陆时间较近的丰富的 岛屿

植物区系
,

据统计种子植物约有1 80 科
, 1 0 0 0多属

, 2 4 0 0多种
,

特有种约占40 %
,

显然岛

屿特有现象没有台湾那样丰富
。

与华南共有种占70 %
,

与越南约 60 %
,

与菲律宾约50 %
,

与台湾约4 5 %
,

与邻近地区的亲疏关系是 明显的
,

大约第四纪以后才与华南大陆分开
。

与华南比较
,

虽然区系的热带性质要强得多
,

热带种超过80 %
,

但龙脑香科仅有 2

属 2 种
,

且仅青梅 V at ic a 为热带雨林或季雨林的建群种
,

坡垒H oP ea 则参加共建
。

猪笼

草科仅有 1 种
,

肉豆落科等种类也不多
,

所以整个地区
,

仍属热带边缘性质
。

山地雨林

仍以拷
、

石栋和青岗栋为主
,

但有热带松柏类
,

如鸡毛松 Pod oC ar p u s im br ic at a 和陆均

松D ac r y di u m p icl
·

r c i等参加共建
,

这与我国其他热带区系不同而有较深的古南大陆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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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系发展的痕迹
。

在单子叶植物中也有典型的以南半球为分布中心的科
,

如帚灯草科 R es ti o n ac ea e ,

(薄果草 L e p t o e a r p u s)
,

刺鳞草科 C e n t r o le p id a e e a e (刺鳞草 C e n t r o le p is )
。

归世界热

带分布的白鞭藤科 Fl ag el lar iac ea e
在我国仅见于南海和台湾

。

还有热带亚
、

非分布的刺

茉莉科 S a lv a d o r a e e a e ,

和钩枝藤科 A n e ist r o e lad a e e a e 也为其他地区所不见
。

在区系形成的历史中有特殊意义的如金粟兰科的香雪兰H ed y os m u m
,

为热带美洲和

热带东南亚 (苏门答腊至海南) 间断分布的属
,

在东南亚仅有少数种
,

海南亦有 1 种
。

还有番荔枝科蒙篙子是同样情况
,

海南仅有和吕宋共有的 1 种
。

类此还有豆科的三叉刺

T r ifid a e a n thu s和大风子科的菲柞 A h e r n ia (均单种 )
,

而鼠李科的麦珠子 A lp h it o n ia
,

系热带亚洲一大洋洲分布属
,

而种则系海南菲律宾共有
。

水椰 N yPa 在海南 (直至台湾

和 日本九州南部) 也有发现
,

这种在 L o n d o n Cl ay Fl or
a
中也见到的热带海岸成分的传

布
,

可能是和暖流有关的
。

特有属和台湾相比远较少
。

海南锻 H ai o
an ia 现知也见于十万大 山

。

琼棕 C h o ni 叩
-

h o e n i x
,

则和野牡丹科的卷花丹 S e o r p io th yr s u s
,

大戟科的脆刺木 Po i la n i e lla一样与越南

共有
。

真正特有属如山铜材 Ch u n ia ,

乐东藤 C hu n e e h ite s
,

驼峰藤 M e r r i lla n th u s ,

保亭

花 W e n e he n g ia 等是不多的
。

南海诸珊瑚岛由于是十分年青的沙屿和礁石
,

区系相 当贫乏
,

仅有种子植物 2 13 种
。

裸

子植物和番荔枝科等较原始的科
、

属都不存在
,

而大都是全热带海岸的常见种类
。

但砂引

草属 M es se rs c h m id ia 是热带美洲和热带亚洲 (东西 ) 间断分布的
,

而砂引草 M
.

s i bi r ic a 和

这里的银毛树 M
.

ar g e nt ea 却有南北很大的间断
。

它们可能是从古热带海滨植物区系中残

留至今的
。

海人树 Sur ia n a (S 盯ia
n ac e ae ) 为整个热带海岸分布的单型科

,

在我国仅见于

此处和台湾东海岸
。

这两属的分布联系起来看
,

适足以证明
“
Pan g ea

”

确实存在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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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地区 这里联系着越南北方和我国广西西南部
,

云南东南部
,

具有

十分古老的热带
、

亚热带区系
。

例如被认为是
“

图尔盖
”

植物区系中和银杏
、

水杉同占

优势的悬铃木属 Pl at a n us ,

在我国滇桂与越南边境有该属的原始类型 P
.

k e r r i其叶具羽状

脉而雌头状花序 10 一 12 个成串
。

间断分布于越南北方和菲律宾北 部 的 E m bol an t h r a 属

(金缕梅科 ) 也是原始类型
。

以上两属在我国境内均有可能发现
。

优势植被中热带雨林

由望天树 Pa r a sh o r e a ( 1 种及变种)
、

青梅 ( 1 种)
、

坡垒 ( 3 种以上 )
、

龙脑香 ( 1

种) 等形成
,

种类多与越南北方共有
。

石灰岩上的 规木 (Pa ra p e n ta e e = B 二 r r e t io d e n d r 。 : l

p
.

p
.

)
,

金丝李 G a r e i n ia e he v a li e r i ,

肥牛木 C e p ha lo m a p p a = M u r i e o e o e e u m 组成的整个植

被成为地区特征
,

而广大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则具有常绿壳斗科 ( 3 属)
、

木兰科 (鹅

掌揪
、

长蕊木兰
、

香花树及几乎所有各属 )
、

金缕梅科
、

安息香科 (多属
,

赤杨叶即有

常绿和落叶两种)
,

马蹄参 D ip lo p a n a x ,

咏核桃 A n n a m o e a r y a ,

马尾树 R h o ip t e le a 等
,

特别丰富而独特的种类
.

近年来发现尤多
,

是值得予以极大注意的
。

各类林中
,

乔
、

灌
、

藤
、

草异常复杂
,

乔木如蝴蝶果 C le id io e a r p o n ,

蒜头果 M a la n i a C hu n e大L e e , i n e d
,

蓝果树 N y s s a ( s p p
.

)
,

钟尊树 B r e t s e h n e id e r a
,

蒙 自金钱械 D i p te r o n ia d ye r i a n a
等等 , 灌

木如十齿花 D ip e n to d o n
,

山豆根 E u e h r e s ta等等
,

藤木如大血藤 Sa r g e n t o d o x a
等等 ; 草本

如齐头绒 Z ip p e lia ,

裸茹 G y m n o the e a
,

薄柱草 N e r te r a
等等; 甚至寄生植物如 大 蛇 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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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o pal oc ne m 九
,

帽芯草
,

无叶草等等 ; 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

针叶树在这里虽不 多 见
,

但苏铁
、

罗汉松和竹柏 (数种)
,

穗花杉等多有混生
,

建柏 F u ki en ia 尤多
,

是林海中的

大树
。

山顶则出现毛枝五针松Pin us w a
ng iio

地区特有属很多
,

不下数十
。

除前已述及者外
,

突出的有如东京桐 D eu t z ia nt hus
,

任豆

Z e n ia
,

龙眼参 L ys id ie e (延至华南)
,

报春茜 L e p t o m iS C hu S ,

裂果金花 S eh iz o m u s s a e n d a ,

檀栗 Pa v ie a s主a ,

梭子果 E b e r五a r d tia ,

鼠皮树 R h a m n o n e u r o n ,

长果姜 S iliq u a m o m : :m 等
,

大都属于热带性质的单种或寡型属
,

有不少属于在本科中比较原始的类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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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

缅
、

泰地区 滇南
,

滇西南地区的植物区系是和邻接的缅甸惮邦
,

泰

国北部
,

老挝北部的热带植物区系相一致的
。

这里的热带性虽较前一地区为强
,

但区系

的古老性和复杂性却远不如前者
。

热带优势植被仅由望夭树或桑科大药树 A nt iar is
,

无

患子科番龙眼 Po m eti
a ,

使君子科榄仁树
,

山榄科桃榄 Pou ter ia 等组成
,

内豆落科有 3 属

(K n e m a ,

H o r sfield ia
,

M y r is tie a ) 和较多种类
,

还有四数木 T e tr a m ele s (四 数 木 科

T e tr a m ela Ce a e )
,

隐翼 C r y p te r o n ia (隐翼科 C r y p to n ia e e a e)
,

八宝树 D u a ba n g a (海桑科

So
n o er at ia c e a e) 等热带性较强的科属

。

乔
、

灌
、

藤
、

草多系热带东南亚成分或 其 他 热

带成分
,

乔木如全热带的树参 D e n d r o p a n a x ,

鹅掌柴 S eh e ffle r a ,

羊蹄 甲 Ba u h in ia
,

白球

花 Pa r k ia
,

榄仁树
、

柿
、

天料木 H o m a lio m
,

核实木 D r y p e te s ,

桃 榄 P o u te r ia
,

菠 婆

S te r e u lia 等等 ; 热带亚洲一美洲分布的槟榔青 S p o n d ia s ,

无患子 S a p in d u s
等等 ; 归世

界热带分布的金刀木
,

橄榄 C an ar iu m ,

闭花 Cl ei stan thus 等等 , 热带亚洲一大洋洲分

布的嘉榄 G a r u g a ,

肉托果 S em e e a r p u s ,

杜英 E la e o e a r u s ,

紫薇 L a g e r st r o e m ia
,

山木患

H a r p u llia 等等; 热带亚洲
、

非洲分布的猫尾木 M a r k ha m ia
,

榆绿木 A n o g e is s o s ,

藤

黄
、

豆腐柴 P二二 n a
等等 ; 都能参与建群

。

热带东南亚
,

参与建群的更 多
,

有 人 面 子

D r a e a n t o m elu m
,

忙果 M a n g ife r a ,

面条树 A ls to n ia s e ho la r is ,

无忧花 S a r a e a ,

大风子

H y d n o e a r p u s ,

铁力木M e s u a ,

粘木 Ix o n a n th e s ,

黄祀 E n g elha r d tia 以及樟科
、

徕科
、

桑

科
、

芸香科
、

无患子科
、

茶科等的许多属
。

其中有些只限于印
、

缅
、

泰等共有
,

如格脉

树 Po e e ilo n e u r o n ,

翅苞模 K y d ia
,

火把树 M ay o d e n d r o n
等等

。

乔
、

藤
、

草中突出的如美

登木 M a y te n u s ,

大尊葵 C e n o e e n tr u m ,

黄蓉花 D a le e ha m p ia
,

苞护豆 Phy la e iu m ,

锥头麻

Po ee ilo sp er m u rn ,

对节 刺 S e u tia
,

假 海 桐 Pitto sp o r o p sis
,

辣 获 G a r r e ttia
,

蛇 根 叶

O p h io r r h iz ip l, y llo n ,

翅叶木 P a u ld o p ia 等等许多属在我国也只出现在这一地区
。

其中有

不少单种属或寡型属
,

特别是白花菜科的节茹木 B o1’th w ic k ia
,

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类

群
。

但却没有什么地区特有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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