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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唇 形 科 的 进 化 与 分 布

吴 征 锰 李 锡 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就科进化而言
,

唇形科无疑是与马鞭草科有最密切的联系
,

并且可以把本科的马鞭

草状植物认为是其最原始的类型
。

另一方面
,

本科与紫草科也有不少联系
,

但其胚根下

向而断然不同 , 与玄参科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

但只是在一些次要特征上〔4 〕
。

科内系统
,

虽然近年来新增加一些亚科
、

族等等
,

但 J
.

B r iq ue t 的系统基本上仍为大家所接受〔1 〕
。

他的系统把本科分为一些亚科
、

族和亚族
,

依据花柱是否着生子房底和小坚果着生面大

小分为两大群
,

花柱不着生子房底且小坚果着生面大的一群为原始
。

本文企图根据这个

系统
,

结合各大群分布的情况进而阐述本科内各亚科
、

族和亚族进化线索
,

从而对本科

内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进化和分布两方面问题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

此外
,

文 后 附 上
‘

唇形科的系统排列及其分布表
’

和
‘

唇形科一些亚科
、

族
、

亚族的分布略图
’

以供参

考
。

唇形科是一个世界性分布的科
,

也是一个较大的科
,

全世界 10 个亚科中约有 22 1 属

(其中有63 个单型属)
, 6 0 0 0余种

,

但大多数属产旧世界
,

特产新世界的仅 40 属〔1 一 5 〕
。

广

布属仅有香科科属 T eu e r iu m
,

黄芬属 S e u te lla r ia
,

夏枯草属 Pr u n ella
,

水苏属 S ta e hy s ,

鼠尾草属 S a lv ia ,

蔓味草属 M ie r o m eia 及罗勒属 O e im u m 等 7 属
,

这些属多半是大属
,

其中 4 个大属又以地中海
、

近东中亚为其分布中心
。

种数超过 10 0 种以上 的约有 13 属
,

其次序为鼠尾草属 (7 00 一 1 0 5 0种
,

大多数在地中海和 中亚 )
、

山香属 (H yPt is ,

35 0一

4 0 0种
,

热带亚热带美洲)
、

百里香属 (T hym u s , 3 0 0一 4 0 0种
,

地中海)
、

黄琴属 (3 0 0

种
,

世界广布
,

地中海
、

近东中亚多
,

中国种占1 / 3 )
、

水苏属 (3 00 种
,

澳大利亚及新

西兰无
,

而以近东
、

地 中海
、

好望角及智利为多)
、

荆芥属 (NeP eta
,

25 0种
,

地中海
、

近东中亚)
、

香科科属 (100 一 3 00 种
,

地中海
、

近东中亚多
,

热带少
,

澳大利亚极少)
、

刺芯草属 (P叹挑te m o n , 14 0一 160 种
,

热带亚热带亚洲多
,

热带非洲仅 2 种)
、

Pl e c -

t ,二n t}lu s (2 0 0种
,

热带非洲多)
、

香茶菜属 (R a bd o s ia , 15 0种
,

热带非洲
、

热带亚热

带亚洲及澳大利亚)
、

鳌味草属 (M ic ro m er ia
, 1 30 种

,

地中海
、

近东
、

安底斯山多)
、

罗勒属 (100 一 1 50 种
,

全球温暖地带
,

以非洲及南美多
,

南 非尤 为 广 布) 和 糙 苏 属

(Ph lo m is ,

约 10 0种
,

地中海
、

近东中亚至东亚) 等
。

此 2 3属的种数约有 3 4 0 0 余种
-

占本科全部种数近五分之三
,

其中 8 属种数约有2 8 3 0即近本科的二分之一种且以地中海

及近东中亚为其近代分布中心
。

富于特有属及单型属的分布中心在全世界范围内依次有

本文于 1 9 8 1年 1 0月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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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
、

近东中亚
、

中国 日本
、

印度马来亚
、

热带非洲
、

非洲南部
、

澳大利亚
、

温带北

美
、

美 国加利福尼亚至墨西哥
、

以及南美等 10 个
。

这些中心大多具季节性干早气候即所

谓
“
地中海气候

” 区
。

本科无论在属
、

种的地理分布上
,

无论在群落中所占的位置上
,

均具有特殊重要性
,

这些地区如地中海
、

美国加利福尼亚至墨西哥
、

智利
、

南部非洲
、

澳大利亚 (西
、

西南) 都是
。

另一方面
,

从区系的历史发展看
,

在古热带区 (如印度马

来和热带非洲)
、

第三纪古北极区 (如喜马拉雅至中国 日本) 和新北极区 (如北美温带 )
、

以及古地中海区 (如近东中亚至天山帕米尔和中美)
,

本科亦均有其特殊的发展
。

只有

少数唇形科植物是潮湿地区的居住者
,

这些少数种在地理上提供很少的兴趣
,

它们的分

布是十分广泛的 (如地笋属 L yco p us
,

黄琴属等)
。

就科内而言
,

筋骨草亚科 A ju goi d e a e
包含两个族

,

即筋骨草族 A 」u g e ae 和迷迭香族

R os m ar in ea e ,

约有 15 属4 10 种
,

其中 7 属为单型属
, 4 属为少种属

,

大属有香科科属
,

筋骨草属 (A 」吧 a ,

约40 一 50 种
,

广布于欧亚温带
,

但以近东为多) 以及 Ti
n ne a 属 (30

种
,

热带非洲)
。

这一亚科从一些属的形态特征和其分布特点可 以看出一些进化上的线

索
。

缅甸
、

越南经我国海南至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分布的岐伞花属 C y m ar ia
,

在形态上一方面显示出与锥花亚科 Pr as ioi d e a e
发生联系

,

另一方面则与野芝麻亚科野

芝麻族野芝麻亚族 L a m io id e a e一L a m ie a 。一L a m iin a e
中的簇序草属 C r a n io to lll e 和冠唇花

属 M ic 1’o toe n a
亦有一定的关系

,

三者似为第三纪古热带起源的植物
,

可能接近野芝麻

亚族的原始类型
。

热带非洲分布 的 Ti nn
e a 属

,

其花尊及小坚果的特征 与黄琴亚科 S c u -

tella r io id e a e 和保亭花亚科 W
e n e he n g io id e a e

颇有相似之处
,

很可能接近该两亚科的原

始类型
,

并且与智利经玻利维亚至墨西哥分布的野芝麻亚科中的 Pe
r il o m iea e

族亦间接

有联系
。

后者仅含一属即 Pe r ilo tn ia
,

该属有人主张 归入黄答属 S e u tella r ia ,

因此该族

能否建立是有问题的〔4 〕
。

很明显的是
,

黄琴亚科的植物却少见于非洲
,

在南部非洲全然

绝迹
。

印度
、

缅甸至马来西亚及我国云南分布的单型属宽管花属 E o
ry

sol en
,

其外形及

花部构造上很近似于野芝麻亚科中的刺蕊草族 Po g os te m on ea e ,

特别是该族中的绵穗苏

属 C o m a n th o s p h a e e
和米团花属 L e u e o se e p t r u m

。

宽管花属本身的分布显示为第三纪古

热带的孑遗植物
,

而刺芯草族现在亦以喜马拉雅至中国日本和印度马来亚的热带亚热带

地区为主要的分布中心
,

此属成为刺蕊草族的联络线是十分可能的
。

在我国呈现星散分

布特点的动蕊花属 K in os te m o n 、

掌叶石蚕属 R ub it e u c r is (亦见于锡金) 以及心叶石蚕

属 C a r d io te tl e r is〔6 〕,

从外形
、

花序及尊的特征来看
,

与罗勒亚科 O e im o id
户a e 有很多相

似之处
。

具有 2 个退化雄蕊的水棘针属 A m eth ys te a ,

分布 自西伯利亚南至我国云南
,

东至 日本
,

西至伊朗
,

其分布特点说明它木身可能起源于第三纪古北极区的古北大陆而

为吐尔盖伊 T盯 g ai 区系的一分子
。

它在亲缘上可能和野芝麻亚科中的鼠尾草族 S al vi ea 气

分药花族 M e r ia n d r e a e
和美国薄荷族 Mon ar d e a e

发生关系
。

北美至墨西哥原产的 工san -

thu s (单型属)
、

T etr a e le a 及 T r ie ho ste m a
与我国川

、

黔
、

桂
、

滇原产的四棱 草 属

Sc hn
ab eli

a
都是马鞭草状的植物

,

后一属现在有更多人主张归入马鞭草科〔8 〕 ,

从它们

花曹具 4 一 5 齿或深裂
,

齿近相等
,

花冠 4 一 5 裂
,

裂片近相等
,

这些原始特征来看
,

和水棘针属有很多相似之处
,

但和野芝麻亚科的塔花族 Sa tu rej ea e
尤其是其中的薄荷亚

族 Men th ina
e
亦有明显关系

,

看来塔花族可能起源于和这些属相近的共同祖先
。

迷迭香属

.飞
, ·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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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
.

价

R os m ar in us 产地中海区
,

虽然有人认为本属约 3 (一 5 ) 种
,

但不少分类学家认为是一

单型属
。

它具有石南状习性
,

且无论在外形
、

花的构造 以及特别是胚根向下的特性上
,

显示出与澳大利亚特产的 Pr os tan th er oi d eae 亚科及分布于大西洋加那利群岛至印度的

薰衣草亚科 L av an du lo id e a e
有极其相近的关系

,

但后两亚科的小坚果逐渐从侧腹面着生

转向多少背基面着生
。

这样
,

总的看来
,

筋骨草亚科极其可能是唇形科的原始主干
。

P r o sta n th er o id ea e
亚科包含 6 属 23 6种

,

其中仅澳大利亚西部的W
r ix o n ia 属为单型

属
,

其余各属大小依次为 P r o sta n th e r a 属 (5 0种
,

产澳大利亚 )
,

H e m 主g e二 ia 属 (4 0种
,

产澳大利亚)
,

W
e s t r in g ia 属 (2 2种

,

产澳大利亚)
,

M ie r o e o ry s 属 (16种
,

产澳大利

亚西南部) 和 H c m ia n d r a 属 ( 7 种
,

产澳大利亚西南部 )
。

这一亚科以其石南状习性
、

叶常 3 一 6 枚轮生
,

子房分裂仅达 lj 3 或 1 {2
,

小坚果侧腹面或侧斜面着生
,

果时具胚

乳等特征
,

和其余的唇形科植物不同
,

属于本科最古老代表之一
,

而在澳大利亚得到一

个完全孤立的发育途径
。

锥花亚科 Pr a sio 记ea e
包含 6 属98 种

。

其中有 2 个单型属
,

一为分布自加那利群岛

经地 中海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所谓
‘

古地中海区
’

分布的 Pr as iu m 属
,

一为星散分布于

我国亚热带地区台湾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湖北
、

四川和贵州的毛药花属 B o s try
c han ther a,

其余各属大 /J’依次为锥花属 G o m p ho ste m m a ,
Ste n o g y n e 属

,
Phy llo s te g ia 属和 H a p lo -

s ta c hys 属
。

这一亚科起源于古热带区的印度马来是无疑的
。

最大的锥花属约含 40 种
,

分布于印度
、

缅甸
、

泰国
、

老挝
、

越南以及我国南部
,

经马来西亚至印度尼西亚及菲律

宾
。

看来该属第三纪时广布于东亚的整个古热带地区
,

但现在已退至 台湾
、

福 建
、

广

东
、

广西至云南南部一线
,

在云南有较多的地方种
。

从这一属分化 出来的有 3 属
,

即分

布于夏威夷的 S te n o g y n e 属
、

Ph了110 “te g ia 属和 H a p lo sta e hy s 属
。

正如 J
.

B r iq u e t〔, 〕所

说的
: “

Ph y llo ste ; ia ,
S te n o g y n e 和 H a p lo sta e h y s 3 属在夏威夷的三 明治群岛的局部化

是十分奇怪的
。

难于被接受的这些多种属曾在十分古老的时代里到达这些火山岛上
,

因

此在这里
,

诚如恩格勒 E n g le r 所强调过的
,

是一个快速分化的例子
,

这种分化对陆地

上在花的结构组织起来的被子植物是有利的
。

此三属在系统发育上 自然是和印度马来的

锥花属连系的
。 ”

P ras itl m 属从分布上来看显然是残留于地中海区
。

锥花属在外形上和

某些花的构造上与岐伞花属
、

冠唇花属
、

簇序草属 C ra n 乏吠on
e 、

火把花属 C ol q o
ho lln ia 等

有很多相近之处
,

这就有可能说明野芝麻亚科野芝麻族中的野芝麻亚族与本亚科有共同

的起源
。

保亭花亚科W en c he n g沁 id e a e
仅 1 属 1 种

,

产我国广东海南 岛
,

为一单型亚科〔7 〕
。

本亚科子房浅 4 裂
,

花柱近顶生
,

无花盘
,

以及茎 圆而中实和叶互生等特征上显示出为

一古老的群而在岛屿上一个完全孤立的发育途径
。

在形态特征上 本 亚 科 与 黄 荃 亚 科

Sc ut ell ar io id ea e
有更多的联系

,

可能与后者共同起源于筋骨草亚科中的 Ti nn ea 属
,

不

过前者有较早的分化而已
。

黄芬亚科 S c ut el lar io id e a e
包含 3 属 30 0余种

,

其 中有 2 个单型属
,

一为产美国西南

部至墨西哥的 S al az ar ia 属
,

另一为特产南美厄瓜多尔的 H ar lan le w isi
a 属

。

而黄荃属是

一大属
,

约 3 00 种
,

世界广布
,

美洲有一亚属
,

但少见于热带非洲
,

南非全然绝迹
。

这

一亚科在尊和花冠的构造上是颇为特化的
,

但尊深裂为两片和小坚果具短柄
、

有各种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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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起及翅状附属器等特征联系了筋骨草亚科的 Ti nn ea 属和野芝麻亚科中的 Pe
r il o -

m iea e
族

。

另一方面
,

由于种子横生而胚根贴在绘曲子叶的一侧
,

这一亚科在形态上是

孤立的
,

但其分布区和属内各组的分布中心则符合于近代比较发达的亚科或族
。

这可能

说明本亚科既有较古老的来源
,

同时又是在发展和分化的过程中
,

并趋向形成一个单独

的顶极
。

薰衣草亚科 Lav ad ul oi d eae 为一单属亚科
,

仅薰衣草 L av all d tll a 一属
。

该属约28 种
,

分布于大西洋群岛及地中海区至索马里
、

巴基斯坦及印度
,

为一典型的地中 海 分 布 的

属
。

这一亚科
,

正如 J
.

B r iq ue t〔门所提到的
, “

由于其花盘的特殊裂片和其小坚果 的多

少背着的着生面
,

在系统 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

而不仅在形态上
,

也在地理分布上和

夏至草族 M a r r u bie a e
发生关系

。

镰果亚科 D re p a n o c a r y oi dea e〔2 〕为 自伊朗分布至帕米尔及西天山的一个单型亚科
,

其小坚果腹面极凹入
,

背面突起半圆形
,

在果成熟时变硬的花盘突起 ( 4 裂的子房柄)

间
,

胚近直立
,

子叶肉质
,

胚根从子叶基部向下弯向种阜
。

小坚果的特征说明本亚科的

原始性
,

但在一般形态上则与野芝麻亚科 中的荆芥族 N ep e teae 有极亲近 的关系
,

其后

对雄蕊长于前对尤为相似
。

lX1 此
,

这一亚科可能接近于荆芥族的原始类型而系一种孑遗

植物
,

其和筋骨草亚科联系的类型或已完全绝灭
。

野芝麻亚科 L a m io id ea e
是唇形科最大的一群

,

包含 14 1属 (其中有 39 个单型属 )

3 8 7 4种
,

分布遍于全世界
。

本亚科有 13 个大小不等的族
,

其 中以野芝麻族 L a m iea e (尤

其是野芝麻亚族 L a m iin a e)
、

塔花族 Sa tu r eje a e (尤其是蜜蜂花亚族 M elis s in a e
和百里

香亚族 T h y m in a e)
、

鼠尾草族 S a lv ie a e 、

荆芥族 N e p e te a e
为最大

,

均超过3 0 0种
,

且均

以地中海及近东中亚为其最大的分布中心
。

按地区所 出现的族数和该族 中出现的属和种

的丰富程度来看
,

地 中海区占首位
,

计有 7 族
,

其中野芝麻族有全部亚族
,

塔花族 5 个

亚族中的 4 个
,

而各族的分布属种数量儿占第一位
。

其次为近东中亚
,

虽只见 5 个族
,

但

前述的 4 个大族中属种分布仅次于地中海区
,

分药花族 M e r ia nd re a e
获得较大的发展

,

而野芝麻族中的铃子香亚族 M e
lit ti na

e 、

塔花族中的紫苏亚族 Pc
r ill ina

e 以及刺蕊草族

P嗯os te m on ea e
却不像东亚 (中国日本) 这一区获得发展

。

东亚 (中国 日本) 区居第三

位
,

在所有上述六个族中除 2 个亚族及 1 个族外
,

其余各族的属种数均居第三位
,

且荆

芥族及紫苏族又与北美发生联系
,

前者如霍香属 A g as ta c h e 、

龙头草属 M ee han ia 为东

亚北美分布
,

后者如东亚特产的小紫苏属 Pe
r ill ul a 、

紫苏属 P e r ill a
与北美特产的 H y -

p o g o n 属
、

Col h ns o ni a 属相对应
。

美国加利福尼亚至墨西哥区居第四位
,

在这一区中野

芝麻亚科虽较发达
,

在 8 个族中有 Per ilo m iea e (南美至墨西哥)
、

Gl ec h o n e ae (从南美

来 )
、

美国薄荷族M on ar d e a e
和 L e p ec h ini eae 等 4 个特有小族

,

但在前述三区最发达最

大的野芝麻族中的野芝麻亚族却没有代表
。

南美 区 占第 五 位
,

除 上 述 Pe ri lo m ie a e
及

Gl ec ho n eae 与北美共 同外
,

在野芝麻亚族 中的水苏属 St aC hys 有独特的发展
,

塔花族 中的

百里香亚族
、

薄荷亚族及蜜蜂花亚族亦有相当发展
。

其它区如印度马来有较发达的刺芯草

族及野芝麻亚族 , 热带非洲有较发达的野芝麻亚族
,

特别是其中的绣球防风属L eu c as 及

L e o n o tis 属等 ; 南非有夏至草族 M a r r u b ie a e 的 A e r o to m e 属
、

野芝麻亚族的L e o n o tis属和

鼠尾草族的鼠尾草属S a h ia 和 A f i、c ]ll 以坛 等润
,

但都不占重要位置
。

澳大利亚可能是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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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最少代表的地区
,

仅有薄荷属M ent h a
及水蜡烛属 D ys o p hy n a 的极少数种

。

夏至草族 M a r ru bi ea e 约 5 属 1 56 种
。

它起源于古地 中海区是无疑的
,

目前族的分布

中心在地中海
,

有些属种分布到中国 日本 (如夏至草属 L ag o Ps is 的一个种)
,

个别的还

在南非的地中海气候区出现 (如 A cr ot o m e 属的一些种)
。

正如前述
,

这一族可能和 薰

衣草亚科发生联系
。

Per il o m iea e
族是一个单属的小族

,

仅有 1 属 8 种
。

从形态上看
,

它和黄芬亚科和

筋骨草亚科 的 rl7 nn ea 属有密切关系
,

也有人归入黄琴属的
。

其分布区为自智利经玻利

维亚至墨西哥
,

沿着安底斯山脉
,

正好补足了黄荃属及 T 扭ne a 属的分布区而与唇形科

总的分布更相吻合
。

荆芥族 N e p c te a e 约有1 7属 (其中有 2 个单型属 )3 9 7种
。

大属如荆芥属 N ep e ta (2 5 0

种) 及青兰属 D r ac oC eP ha l。。 (60 种) 分布区均为欧亚温带
,

但分布中心则在地 中海及

近东中亚
。

这两属与活血丹属 G le c llon
l a
等相似均显系吐尔盖伊 Tt

, r g ai 区系的一部分
。

一些小属不fl单型属如台钱草属 S : } 2 1,

k i“
,

扭连钱属 Ph y llo p l‘y t o n ,

扭蕾香属 L o p l, a n tl‘
t: s

裂叶荆芥属 S e h至Z o n e p e ta ,

长蕊青兰属 F e d tg e he n k iella 和扁柄草属 L a llenl n ti。 等则分

布近东中亚直至中国日本
,

亦显系自吐尔盖伊区系中有关各属所衍生 〔”〕
。

另一些属如

覆香属 人笋
: t二h 。

,

龙头草属 M e e h a ni a 为东亚北美式分布
,

后者的相近属如北美西南

的 B r itt o n 二 [r u m ,

加那利及马德拉群岛的 C edr on
ella 属则一方面显示出通过分布于冀

、

豫
、

陕
、

甘
、

鄂的 “
假龙头草 M e ehan fo p“15 ” 和活血丹属的关系

,

另一方面又显示出这

些属是较为原始的类型
。

它们的原始类型原来是相近的
,

都是广布于古地 中海区及古代

东亚与北美相联系的大陆上 的
。

荆芥族 以其后对雄蕊长于前对雄蕊的特征及其分布特点

显然是比较古老但现在仍继续特化和分化的类型
,

其和筋骨草亚科的关系是不明显的
,

但很可能与镰果亚科有共同的祖先
,

正如前述
,

镰果亚科更接近于其祖先 的类型
。

膊彝}

野芝麻族 L a m ica e
是本亚科最大的族

,

有 3 个亚族
,

50 属 (其 中有 19 个单型属)
,

约 9 8 0种
。

夏枯草亚族 P r
tln

e n ina
e
尊 2 唇

,

而花冠上唇盔状
,

其中除夏枯草属 l>r lln
c n a

有 1 种分布颇广外
,

分布中心转向地中海区
,

与夏枯草属相近 的 Cl
e o ni a 属为一个两种

属
,

特产地中海区
。

但在美国南部有一个 13 种的 B ra zo ri a 属
。

铃子香亚族 Meli 晰na
e 从

花曹及花冠上唇的特征来看
,

显然不是很特化的
,

其分布为东亚北美式
,

但地 中海区有

1 个单型属 (M d itt 污 属)
,

南美巴塔哥尼亚有 1 个单型属 (C ru zi a 属)
。

最大的属为

自克什米尔经我国藏
、

滇
、

川
、

甘
、

陕
、

粤
、

皖
、

浙至 日本分布的铃子香属 Cl le 1Oll 叩
5 15

,

其花的构造与锥花亚科有不少相似之处
。

野芝麻亚族 L a m ii na
e 既是野芝麻亚科中最大

的一个亚族
,

也是唇形科中最大的 (41 属 93 4 种) 和含有单型属最多 (16 个) 的一群
,

其分布正如全科
,

但北美
、

中美除逸生种外完全不见
。

结合尊
、

花冠及雄蕊的类型和分

化程度来看
,

本亚族显然是高度分化和特化的一个顶极
,

可能一部分起源于第三纪古热

带地区
,

经由火把花属
、

广防风属 E Pi m e red i
、

簇序草属
、

冠唇花属等与更原始的锥花亚

科及筋骨草亚科 (如岐伞花属)相联系
,

火把花属还联系了本亚族与铃子香亚族
。

无疑的

是
,

随着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
,

古地中海上升为陆地
,

本亚族在地中海
、

近东中亚以及

喜马拉雅至中国 日本一带迅速地发展和分化
。

例如
,

有不少属由于适应高山或荒漠的特

殊环境而衍生
,

前者如独一味属 卜
、m io ph lo 二 i: 从糙苏属 刊 ,

1ol 们
‘

分出
,

后者如脓疮草

,



补

2 期 吴征谧等
:

论唇形科的进化与分布 1叱

属 Pa n z e r ia
、

兔唇花属 L a g o eh ilu s
从益母草属 L e o n u r u s

分出等等
。

从以上所说
,

野芝

麻族与锥花亚科有较密切的连系
,

可能与该亚科共同起源于筋骨草亚科 的岐伞花一类 的

原始类型
。

G le ch o ne ae 族是出现于美洲
、

和野芝麻族相对应的一个小族
,

仅 2 属 9 种
,

分布自

巴西
、

巴拉圭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

这两个属 (A e a n tho m in tha
及 G le e h o n ) 均以后对

雄蕊退化为其共同特征
。

这一族无疑与野芝麻族有共同的起源
。

鼠尾草族 S a lv ie a e 虽仅 5 属
,

但种数却在 7 3 0一 10 8 0种
。

其中产伊朗的 P o la k ia 为

一单型属
。

产美国南部的 S a lv ia s tr u m 属 ( 4 种)
、

北美的 R a m o n a 属 (1 0种) 和东南

欧至中亚和伊朗
、

北非
、

南非的 A r is e h r a d a
属 (1 4种) 则为小属

。

鼠尾草属 S a lv ia 是

最大的属
,

约 70 0一 1 0 5 0 余种
,

遍布全球温暖地带
,

但大多数种在地中海区及西亚
,

其

中有一亚属在南美
,

以墨西哥种数为多
。

具线形而与花丝成关节的药隔以及花冠等其它

特征都说明本族随着适应昆虫传粉而有高度的特化
。

最近有人根据鼠尾草属的丁字药和

比较多的种类其根部都含有二菇醒类化合物而从野芝麻亚科另立鼠尾草亚科 Sub fa m
.

S a卜fo id e a e X
.

L
.

H u a n g 〔, 。〕 ,

虽然其等级值得进一步探讨
,

但无疑本族是一较大的进

化分枝顶极
,

由于具有雄蕊退化成 2 枚的特征
,

在起源上源于筋骨草亚科的水棘针一类

的原始类型是很有可能的
。

分药花族 M er ian d r e a e
含 3 属 10 种

。

其中 D 二ys 土oe ch as 为产于西亚的单型属 , 而

M e r ia n d r a
属有 2 种

, i 种产西喜马拉雅
, i 种产埃塞俄比亚

。

分药花属 Pe r o w sk ia 是

本族中最大的属
,

约 7 种
,

分布自伊朗
、

阿富汗至我国西藏西部及苏联中亚
。

族的分布中

心是近东中亚
。

本族由于后对雄蕊退化或不存在
,

花药有一细小或宽大的药隔具平行而

下垂 的药室等特征与鼠尾草族接近且具有共同起源
,

但只表 明在适应昆虫传粉上逐渐分

化的开端
。

美国薄荷族 Mon ar d e a e
含 2 属约 14 种

,

分布于北美至墨西哥
。

它在尊
、

花冠和具有

雄蕊退化成 2 枚的特征上与鼠尾草族和分药花族相近
,

但药隔极小以及贯通为一线形的

药室表明适应虫媒传粉更不如后两者特化
。

无疑本族与鼠尾草族和分药花族有共同的起

源
。

H or m in ea e
族有 2 属约26 种

,

主要分布于智利至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安底斯山脉
,

但

有一个单型属 H or m intl m 出现于西南欧庇利牛斯山
,

另一属 S p h a c e le 中有一种 出现于

夏威夷的三明治群岛
。

从花冠裂片不太分化为 2 唇
,

雄蕊 4 枚
,

花药线形等特征看
,

它

可能与鼠尾草族等系同一分枝
,

但为这一分枝中更原始的类型
。

花冠近于辐射对称
,

上唇扁平而花药卵形的种类形成较原始而独 自发 展 的 一 个分

枝
,

这些种类和筋骨草亚科中东亚北美分布的一些花冠不太分化的种类可能有联系
。

在

这一进化枝中有 L ep e c h in ie a e
族

、

异野芝麻族 H e te r o la m ie a e 和塔花族 S a tu r e je a e 。

LeP ec hi ni ea e
族是一小族

,

仅含北美加利福尼亚至阿根廷和夏威夷分布的L eP ec hi ni a 属
,

其果尊囊状
,

粤片长芒状
,

将曹喉多少闭住颇为特异
。

这一族恐系一个孤立 起 源 的 类

型
。

异野芝麻族 H e 比ro la m ie a e 〔7 〕是一个单型的小族
,

仅 1 属 1 种
,

星散分布于我国陕

南
、

川
、

湘
、

鄂西及滇东北
。

其花警花冠均为二唇形
,

后对雄蕊 自花冠上唇伸出甚多
,



1 04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4 卷

前对在散粉前内藏
,

散粉后伸出更长而颇为特异
。

虽然原作者认为这一族是介于野芝麻

族野芝亚族和塔花族的蜜蜂花亚族和神香草亚族
,

但从外形
、

花部结构来看可能更近于

蜜蜂花亚族而有共同起源
。

塔花族 Sat nr ejea e
包括 5 个亚族 43 属90 3种

,

其中有 12 个单型属
。

这一族中的薄荷

亚族 M en th ine ae 最近于本科的原始形式
。

花冠近于辐射对称
,

雄蕊近于相等
,

而曹具

10 一 1 3 脉
,

花丝从基部展开
。

本亚族含 6 属 (其中有 4 个单型属 )招种
。

薄荷属 Men th a

约 2 5种
,

广布于北半球温带
,

少数种见于南半球
,

其中 1 种见于南非
, 1 种见于南美

,

1 种见于热带亚洲至澳大利亚
。

另一湿生的地笋属 L }rc
o pus

,

14 种
,

广布于北半球温

带
。

此外 4 个单型属分布极其孤立
,

一为分布于智利至阿根延的 O reo s ph a c u s 属
,

二为分

布智利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的 C u m ini a
属

,

三为分布于西地 中海的 Pr es li a 属
,

四为分

布于帕米尔的 G o n ts eh a r o v ia 属
。

神香草亚族 H ys s o p in a e
仅 1 属即神香草属 H ys s o p u s ,

约 1 5种
,

分布于亚洲中部经西亚至南欧及北非
,

另 1 种产苏联伏尔加及顿河流域
。

这一亚

族较薄荷亚族显然较进化
,

尊具 15 脉而花冠二唇形
。

百里香亚族 T hy m ina
e
有 n 属 5 00 余

种与薄荷亚族极相近
,

但花冠二唇形
。

其分布区有两个中心
,

一为地中海及近东中亚
,

少数原始属如牛至属 O r馆al l u m
、

百里香属 T hy m us 且延至东亚
,

在地 中海及近东中亚

各形成一个单型属即 C o1’记Ot h y m us 和 Z a饭r ia
。

另一个中心为自北美温带沿安底斯山

南达智利
。

其中较大的属 M o n a r d e lla
、

Py e n a , lthe m u m
、

B y st r o p o g o n
和 C

o r a to m in th a

属是和牛至属
、

M a jo r a n a 、

百里香属 T h y m u s
平行发展 的

,

而 C u n ila
、

Ps e u d o e u n ila 则

有进一步特化
,

后对雄蕊呈现退化
。

蜜蜂花亚族 Meli SS ina
e
有20 属 (其中有 3 个单型

属)3 13 种
,

也是较为进化的
。

其花冠二唇形
,

雄蕊在上唇下面上升
,

尊极稀 15 脉
。

从分

布看其两个分布中心和前一亚族相仿
,

但分化和特化更显著
,

分布区的延伸范围更广
。

地中海及近东中亚 中心L匕北美东南至南美有更多的种类
,

前者有新塔花属 21 2
中hor a( 30

种)
、

蜜蜂花属 M elis sa (4 种)
、

塔花属 S a tu r e ja (3 0种)
、

葺味草属 M ic r o n i e r ia (1 3 0

种)
、

新风轮属 C a la m in th a (6 一 7 种)
、

C y e lo t r ieh iu m ( 6 种)
、

风轮菜属 C lin o p -

o d iu r, 1 (约 2 0种)
、

A e in o s (10种 )
、

T hy m br a (2 种 )
、

A m a r a e u s (15种) , 而后者

有 IJe d c o m a (3 0种)
、

R h a bCIO C a u lo n (3 种 )
、

H o eh n e a (4 种)
、

l王e s p e r o z y g is (4

种)
、

C o n a r d in a (4 种 )
、

Po g o g y n e (5 种 )
、

Ce r a n th e r a (2 种)
。

此外美国东南部

及温带南美各有一单型属即 R ho d o d o n 和 K u r t z a m r a 。

西北非尚有一单型 的 S a e e o e a lyx

属
。

在东亚如风轮菜及蜜蜂花属中亦有些种类出现
,

并远和热带相接
,

这正如在美洲情

况一样
,

可能指出本亚族也是源 自两个热带
。

紫苏亚族 Pc ill in a e
含 5 属 (其中有 2 个

单型属) 3 1种
。

它是本族中最为特化的
,

曹 10 脉
,

而花冠常显著二唇形
,

雄蕊二强或有

时退化为 2 枚
。

Pe lil lul a 为一单型属
,

产 日本
,

其花冠不甚分化
,

可能接近较原始 的

类型
。

在东亚和北美各平行发展了二属
,

在东亚有紫苏属 Per ill a (单型属) 和石莽芋

)t4 M o : la (2 2种)
,

在北美大西洋沿岸至东南则发展了 H y p o g o ll 和 C o llin so n ia ( 5

种 )
,

其雄蕊退化为 2 枚的趋向是显然的
。

刺蕊草族 P叫二to m o PLc a 。 为野芝麻亚科中最后一个族
,

含 10 属 (其中有 2 个单型

属) 2 51 种
,

均具球形
、

顶端贯通为一 为花药
,

分布则显著以喜马拉雅至中国 日本为 中

心
,

大属如香需属 E lsl ‘。 h z i“ 及一些仅有少数种的特有属如钩子木属 R 。 : t l
一

i川 ‘c 泪a 、

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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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草属 K e is kea
、

羽尊木属 C ol eb ro o ki a
等均如此分布

。

另外一些属延至印度马来如米

团花属 L e u e o s e e p tr u m
、

刺蕊草属 Fo g o s tem o n
及筒冠花属 S ip h o e r a n io n 。

另一些属如

Te tr a den ia 及水蜡烛属甚至延至马达加斯加和澳大利亚
。

有种种例证可以说明本族以筒

冠花属 S ip h o e r a n io n
联系了罗勒亚科的四轮香属 H a n e e o la

。

罗勒亚科 O c im oi d eae 的属种数目仅次于最为分化和特化的野芝麻亚科
。

它含 4 个

族 46 属 (其中有 n 个单型属) 1 7 3 0种
,

这说明它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分化和特化的类型
。

这一亚科与所有以前的亚科相比
,

在形态上尤其是在常为舟形的下唇和雄蕊下倾这两点

上都不相同
。

不仅如此
,

在起源和分布上也是独特 的
。

很显然
,

这一亚科后来广布于存

在到第三纪初期的古南大陆的热带地区和古北大陆南端的热带亚热带地区
,

而显然是第

三纪波尔泰瓦 Pol tav
a
植物区系的一分子

。

从形态和分布的特点看
,

这一亚科和野芝麻

亚科的刺蕊草族有共同的起源
,

原始类型可能和筒冠花及四轮香二属是相像的
。

在这一

亚科四个族中
,

四轮香族 H an
c eol e a e 显然是最原始的

,

仅有 四轮香 H an
c eol a l 属 8 种

,

星散分布于我国的亚热带山地
,

并和分布区极相近而较为扩大 (西至东喜马拉雅) 的筒

冠花属 Si p h。 。r a lli on 外形相似
,

区别只着重在花丝下倾
,

有时伸出冠筒外
。

花冠裂片近

相等
,

尊 5 裂近相等则是很原始
,

接近于刺蕊草族而可 以远溯到塔花族薄荷亚族的特征
。

山香族 H yPt id c a e 有 5 属约 4 42 种
,

均分布于热带南美
。

本族尊的特征也较原始
,

裂片大都相等
,

但花冠特征则较进化
,

下唇袋形而短
,

急向外折
。

它可能是古南大陆于

大西洋下陷
,

古热带非洲及新热带南美相互隔绝之后而单独分化和发展的
。

香茶菜族 Pl ec tra nt he a e
有 22 属 (其 中有 8 个单型属) 85 0种

。

本族在形态上花冠下

唇较长
、

凹入或舟形
,

基部常狭隘
,

但花时又急向外折
,

这样一些特征显然是特化的
。

大属为 Pl ec tr an th tls
、

香茶菜属 R al, dos ia 和鞘蕊花属
,

均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非洲
,

其次为印度马来
,

仅少数种远达澳大利亚及太平洋诸岛
。

除 St ip tan tll us 属 及 角 花 属

C era ta nt hus 外
,

绝大多数单种属及一些仅有少数种的属亦均产热带非洲
。

A阳la nt hus 属

约有2 5种
,

产南非
,

在该地又有 Py e n o s ta e hy s 少数种及 B u r n a ta s t r u m l 种
。

排草香属

A ni so c hi lu s 约含 20 种
,

产东印度至云南
,

仅 1 种延至热带西非
。

所以从属种分布看
,

本族中心地区 的次序大致为热带亚热带非洲
、

东亚
、

印度马来 (个别种延至澳大利亚及

太平洋诸岛) 及南非
,

而结合形态 (如曹有较大分化) 和分布看
,

则无疑也是非洲南美

分开以后
,

在原为古南大陆上的热带地区分化 出来
。

罗勒族 O c im ea e
含 18 属 (其中有 3 个单型属) 32 8种

。

在分布上本族中心地区的次

序大体上和前一族相符
。

花冠下唇稍长
,

但较上唇为仄
,

扁平或微凹
,

这一些特征虽较

原始
,

但尊的特征则更特化
。

罗勒属 (1 0 0一 15 0种)
、

鸡脚参属 O r tho s ip ho n (4 5种 )
、

E r io p e 属 (2 5种)
、

网尊木属 G e n io sp o r u m (2 5种) 大部分分布于热带非洲
。

由此可

见
,

本族与前一族具有共 同的不甚分化和特化的原始类型是无疑的
,

而其原始类型十分

可能接近于四轮香族
。

C a to p h e r io id e a e 亚科
,

仅 C a to p h e r ia i 属 3 种
,

分布自厄瓜多尔
、

哥伦比亚至中

美洲及墨西哥
。

它在外形上颇似鸡脚参属
,

曾被视为该属的一个组
,

但胚具当曲的
、

贴

着子叶的幼根则和黄苏亚科相像
,

而种子却直立而不横生
,

尊及花冠亦有显著的分化
,

曹 为l {4式
,

花冠则为4 {1式
,

但下唇极仄而平
,

雄蕊伸出很长
。

本亚科可能是和前一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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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有共同起源而更为特化的一个单独顶极
。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比
,

唇形科内各亚科
、

族及亚族这些较大的群进化联系的图式如

M o n a :d ea e
关国

G lee !lo n ea e族

M , ria n d r ea e分药花族

H o rm in ea e族

L am iea e 一

M e littin a e

以 l铃子香亚族

L a m ie a e 一
B r u n e llin a e夏 枯草亚族

ee h in io a e族

、~ / ‘

!
. Pra s io id o a e

声、

Pe r ilo m ie a e族

镰果草业科

乙丫
‘

篇馨骂罚

护夕
T护S,

S e u te lla rio id e

、V e n e

M a r r u biea e夏至草族

( 介勺
节

、

‘
衣夺

P l o s ta n the r o 记 e a e亚科
Pe rillin a e紫苏亚族

p o g o s

taem o o ea e来叮蕊草族

马鞭草状原始类型

(V ere n o id a n ee sto , )

A 二 A m e thystea 水棘针属

C = Cy m a ria 岐伞花属

T 二 T in n ea 属

R o = R o sm a r in u s迷迭香属

T e = T etra elea属

I = Isa n th u s属

T r 二 T r ieh o stem a属

S 二 S e !z n a be lia 四棱草属

E “ E u ry so le n宽管花属

R u = R u biteu e r is掌叶石蚕属

C a = Ca rd io te u e : 15心 叶石蚕属

I丈= I丈in o s士e m o n功蕊了石
:

属

‘

H a

Plee tr a n thea e

香茶莱族 J

O e 三m e a e岁勒族

Ilyp

必
Ca toPher王。止d ea e亚科

图 2 唇形科内各亚科
、

族及亚族的进化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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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从上述科内各个群的进化和分布出发
,

结合地史来考虑
,

对唇形科的整个进

化我们有如下一些概括性的理解
,

并以此作为我们对唇形科进化和分布论述的总结
。

一
、

唇形科的起源大约不晚于新生代第三纪初期
。

当第三纪初期澳大利亚古陆还和

马来群岛相联系的时候
,

唇形科的原始类型如筋骨草亚科的香科科属 T eu c r iu m
、

Pr os -

ta n th e r o id e a e
和薄荷亚族 M e n th in a e 一类已可能在澳大利亚 出现

,

而 Pr o s ta n th e r o id e a e

则在澳大利亚大陆形成和孤立之后得到一个完全单独的发育途径
。

现代 比较进化的罗勒

亚科原始类型已广布于古南大陆及古北大陆南端
。

现在 巴西有大量的山香族 H yPt id e a e

植物
,

热带非洲香茶菜族 Ple e tr a n th e a e 及罗勒族 O e im e a e 属种丰富
,

而东亚 (直至苏

联远东及 日本 ) 有较多的香茶菜属 R ab d os ia 植物即其例证
。

但古地 中海区即现代 的地

中海
、

近东中亚和中美却几乎没有罗勒亚科的踪迹
,

所 以唇形科的起源时间不可能早于

古地中海东端上升时期许多
,

即在喜 马拉雅造山运动以前
。

二
、

唇形科的祖先十分可能起源于第三纪热带森林中的马鞭草状植物
,

这些植物和

现代的筋骨草亚科中许多种类极其相近
,

并以古北大陆南端即北纬 4 0
“

以南现代 东 亚的

喜马拉雅至长江以南地区及 印度马来为其分化和特化的总枢纽
。

筋骨草亚科 由于其形态

特征原始而其中有较多的马鞭草状植物
,

同时与其余各亚科均有或多或少的直接或 间接

联系
,

因而极其可能是唇形科的原始主干
。

筋骨草亚科现代有 15 属
,

其中单型的 7 属
,

中国南部及西南部则有 10 属
,

其中单型的 5 属
,

这就从分布上提示了唇形科可能在这些

地区发源
。

三
、

唇形科的分化和发展是在古地中海沿岸开始的
,

随着现代地中海的形成特别是

近东中亚和喜马拉雅地区的上升
,

热带非洲和热带美洲间大西洋的下陷
,

印度和东非间

印度洋的下陷以及 中美至南美的安底斯山山脉的隆起而在这些新隔绝或新形成的地区获

得很大很快的分化和发展
,

近代唇形科的10 个主要分布中心因而形成
。

在形成过程中
,

一方面在关键地区残留了一些较原始的类型
,

如筋骨草亚科
、

薰衣草亚科
、

锥花亚科
、

镰果亚科
,

另一方面则随着气候条件的复杂化
,

主要是地中海
、

中美和安底 斯 山 西 面
‘

地中海气候区
’

的形成
,

亚洲中部的变干变冷
,

以及喜马拉雅至 中国日本 的广大地区

逐渐变冷和大陆东海岸季风影响的加强
,

因而逐渐形成极其分化和特化的种属繁多的近

代唇形科的几个大群
,

如黄等亚科
、

野芝麻亚科中的荆芥族
、

鼠尾草族
、

塔花族和刺蕊

草族
、

以及罗勒亚科等
。

这些大群同时也是一些大的进化分枝的顶极
。

四
、

在唇形科的分化发展中
,

随着第三纪古北极区温带性质的吐尔盖伊森林区系在

第三纪末期转变成针叶林的过程
,

在有些已发展成为顶极的大群中产生许多广泛分布于

欧亚温带的属种
,

在远东则沿着白令古陆向东到北美的太平洋沿岸
。

有少数种类还在第

四纪冰期前经过欧亚
、

斯堪的纳维亚而和第三纪新北极区发生联系
,

这些种类在第四纪

的几次冰期中于欧亚大陆绝灭殆尽但在东亚和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一些避难所 却 残 留 下

来
。

由于地区的隔绝
,

某些种类发生新的分化而形成一些东亚北美共同或平行发展的种属

甚至于族
,

这在北美尤为明显
,

当然在北美这些新形成的族往往是较小的
。

五
、

唇形科晚期的发展和分化主要表现在曹
、

花冠和雄蕊在适应昆虫授粉的过程中

所发生的特化现象上
,

这些就是近代唇形科分属的重要标准
。

虽然大多数是特化的
,

但

也有一些群在花的进化上较慢
,

如塔花族
,

其中尤其是薄荷亚族
、

百里香亚族等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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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花的结构特征等方面保留有较多的原始特征
,

而曾经被误认为本科的原始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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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a d e仇 ia S in ic a )

L a bia ta e

(a m o n g them

d is t r ibu te d in

Su m m a ry

a e o sm o p o lita n b ig g e r fa m ily
.

It e o n ta in s a b o u t

g e n e r a a r e m o n o ty p ie ) a n d a b o u t 6 , 0 0 0 s p e e ie s
.

2 2 1

M o s t

g e n e r a

g e n e r a

W
o r ld

.

.

5nj

.

1户n

O ld W
o r ld

, a n d o n ly 4 0 g e n e r a a r e e n d em ie t o N ew

W id ely d is t r ibu te d g e n e r a a r e T e u e r iu 附 ,

S c u te lla r fa ,
P r u n e lla

,

S ta c h夕s ,

S a lv fa
,

M fc r o m e r fa a n d O e fm u m
.

T h e r e a r e 1 3 g e n e r a h a v in g m o r e tha n 1 0 0

sp ee ie s
, e

.

9
.

S a l口 fa (7 0 0一 1 0 5 0 sp e e ie s)
,

H 夕Ptfs (3 5 0一 4 0 0 )
,

T h夕。 u s (3 0 0一

4 0 0 )
,

S c o te lla r fa (3 0 0 )
,

S ta e h夕s (c
.

3 0 0 )
,

N e Pe ta (2 5 0 )
,

T e : ‘c r fu胡 (1 0 0一

3 0 0 )
,

P o g o s te 阴 o n (1 4 0一 16 0 )
,

P le e tr a n thu s s
.

st r
.

(e
.

2 0 0 )
,

R a bd o s fa (1 5 0 )
,

M fc r o m e r fa (1 3 0 )
,

O e fm u阴 (1 0 0一 1 5 0 )
, a n d P hlo 阴 15 (e

.

1 0 0 )
.

M a n y o f th。

w id ely d istr ib u te d a n d b ig g e r g e n e r a m a in ly e o n e e n tr a ted in M e d ite r r a n c a n

R e g io n a n d N e a r E a s t to C e n t r a l A s ia
.

T he 1 0 d i、t r ibu tio n a l e e , lte r : o f t !1 。

fa m ily a r e in s e q , z e n e e a s M e d ite r厂a n e a n R e g io n ,

N e a r E a s t : 0 C e n t r a l A sia
,

C h in a t o Ja p a n ,

In d o 一M a la y s ia ,

1
’r o p ie a l A fr ie a ,

S o u th A fr ie a ,

A u s t r a li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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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m p e r a te N o r th A m e r ie a ,

C a lifo r n ia t o M e x ie o a n d S o u th A m e r ie a
.

T he se

e e n te r s a r e a bu n d a n t in e n d em ie a n d m o n o ty p ie g e n e r a
.

M o r e o v e r ,

m o s t o f the m

a r e g e n e r a lly w ith s e a s o n a l d r y e lim a te
, 5 0 th a t the y a r e s o m e tim e s e a lle d a s

“the R eg io n s o f M ed ite r r a n e a n C lim ate
, , .

A s r e g a r d s to th e ev o lu tio n o f L a bia ta e ,

it 15 m o s t e lo s ely a llied to 厂e r -

b e o a e e a e ; fr o m B o r a a fn a e e a e the p o s itio n o f th e r a d ie le sh a r p ly s e p a r a te s

th em
,

w h ils t th e s im ila r ity to S e r o Ph u la r fa c e a e , e te
.

,

15 la r g e r ly in m in o r

e h a r a e te r s
.

In L a bia ta e ,

m a in ly a fte r the s ystem o f J
.

B r iq u e t,

it 15 e la o s ified

a s s u b fa m ilie s
, t r ibe s a n d s u btr ibe s

.

S u b fa m
.

A j“g o fd e a e e o n ta in s 2 t r ib es ,

i
·

e
·

A ju g e a e B e n th
.

a n d R o : 用 a r fn e a e E n d l
.

T h e r e a r e a b o u t 1 5 g e n e r a a n d 4 1 0

s p e e ie s in th is s u bfa m ily
.

It m a y be e o n sid e r ed a s m o st p r im itiv e m a in s to e k o f

th e fa m ily
,

be e a u s e it e o n ta in s m a n y p r im itiv e v e r be n o id a n e e s to r s o f the fa m ily
.

F o r in sta n e e ,

the In d o 一M a la y sia n g e n u s ,

C少m a r fa
,

15 e o n n e e te d w ith s u b fa rn
.

P r a s fo 公d e a e o n o n e s id e , a n d a ls o e o n n e eted w itfi L a ln fe a e 一L a 川ffn a e o f s u b一

fa m
.

L a用 fo id e a e th r o u g h the g e n er a C r a n fo to m e a n d M fe r o to e n a o n the o the r

5 id e
.

T he tr o p ie a l A fr ie a g e n u s T f” n e a 15 sim ila r to s u bfa m
.

S e u te lla r fo fd e a e ,

P e r flo 川 ie a e o f s u bfa m
.

L a用 fo fd e a e a n d s u bfa m
.

砰
e n c he n 夕fo fd e a e in the

e h a r a ete r s o f e a lyx a n d n u tle ts
.

T h e In d o 一M a la y sia n m o n o ty p ie g e n u s E u r 夕s o le n

15 v e r y r e s e m ble to th e P o g o s te 阴 o n e a e (e sp e e ia lly the g e n e r a C o m a n th o s Pha c e

a n d L e u e o s e e P tr u 川) o f th e s u b fa m
.

L a 阴‘o id e a e in th e h a bit a n d the str u etu r e

o f th e flo w e r
.

K fn o s te用 o n ,

R u b公te u e r fs a n d C a r d fo t e “c r is o f s u bfa m
.

A ju g -

o 公d e a e ,

th e g e n e r a s e a tte r ed o v e r C h in a ,

h a v e m a n y flo r a l e h a r a e te r s w h ieh a r e

e o m m o n w ith s u bfa m
.

O e f阴 o fd e a e
.

A 用 e rh夕ste a , th e g e n u s d ist r ib u ted fr o m

5 ibe r ia to Y u n n a n in s o u th to Ja p a n in e a s t a n d to Ir a n in w e s t ,

15 r ela ted to

S a lv fe a e ,

M
e r ia n d r e a e a n d M

o n a r d e a e o f s u b fa m
.

L a胡 fo fd e a e
.

Is a n thu s ,

T e tr a c le a a n d T r fc ho s te 阴 a o f N o r th A m e r ie a a n d M e x ie o
, a s w e ll a s S e hn -

a be l‘a o f S o u th & S o u th 一W
e st C h in a , a r e v e r be n o id p la n ts in th e fa m ily a n d

e lo s ely r ela to d t o S a tu r eje a e (e s p e e ia lly its 几了e n th fn a e ) o f s u bfa m
.

L a 。; fo ‘d e a e
·

M o r o o v e r ,

the M e d ite r r a n e a n g e n u s 尸o s ln a r fn u s 15 e lo s ely r ela ted to s u b fa m
.

P r o ￡ta n th e r o fd e a e o f A u st r a lia a n d s u bfa m
.

L a v a n d u lo fd e a e o f M e d ite r r a n e a n

R e g io n in h a b it
,

flo ,
,

a l : t r 一ze tt lr e a n d the e h a r a e te r o f th e r a d ie le
.

T h e m o n o ty p ie

s u bfa m
.

D r e P a n o e a r 夕o id e a e o f th e r e g io n fr o m Ir a n to Pa rn ir a n d W
e s t T ia n -

sha n 15 p r o ba b ly e lo se to N e Pe te a e o f su bfa m
.

L a仇 fo fd e a e ,

bu t its e o n n e e tio n

w ith s tl bfa m
.

月ju夕o id e a e i”

be e x tin e ted lo n g a g o
.

n o t e le a r , a n d th e a n e e s to r o f the fir s t tw o m a y

A e e o r d in g to the a bo v e m e n tio n , th e ev o lu tio n a r y s e h em a o f s u bfa m ilie s

tr ibe s a n d s u btr ibes in L a b ia ta e 15 a s fo llo w s
.

(S e e th e te x t)

L a stly
, a e e o r d in g to th e e o m Pa r a tiv e a n a ly sis o f ev o lu tio 坟 a n d d istr ibu tio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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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 e p a r a tiv e g r o u p s o f the fa m ily
,

、V e
o bta in e d s o m e g e n e r a liz e d e o n e lu : io n s a :

fo llo w s
·

z ) L a b ia ta 召 15 p r o ba b ly o r ig in a te d a t

In th a t tim e A u 、t r a lia w a s e o n n e e te d w ith

the

M a l

p r im itiv e fo r m s o f s u bfa m
.

刀ju g o : d e a e

the l
·

o 犷d e a e a n d S u b tr ib
.

万
e n th f灯 a e o f

s u e h

s u bfa

in A tls t r a lia
, a n d s u b fa m

.

P r o s ta n th e r o id e a e

be g in n in g o f T e r tia r y P e r io d
.

a ys ia n Po n in s u la
, 5 0 th a t tlle

T e u e r f, ,川
, su bfa m

.

P r o s ta , : -

L a 川 fo fd e a e m a y b e o e e u r r e d

h a d its s e p a r a te d ev elo p m e n t

a fte r th e fo r m a tio n a n d is o la tio n o f A u s tr a lia
.

T he p r im itiv e fo r m s o f r e e e n t

m o r e a d v a n e ed s u bfam
.

O e fm o fd e a e w e r e e o n e e n t r a 士ed in G o n dw a n a L a n d a n d

s o u th e r n p a r t o f A n g a r id a L a n d a t tha t tim e
.

T h e e ir e u m s ta n e e 15 th a t
, s u eh a s

H 夕P tfd e a e m a in ly d ist r ibu te d in B r a z il
,

P le e t r a n th e a e a n d O e ‘m e a e w e r e

a bu n d a n t in tr o p ie a l A fr ie a , a n d m a n y sp e e ie s o f g e n u s R a bd o s公a w e r e o e e u r r e d

in E a , t A sia (to F a r E a s t o f S o v ie t U n io n a n d Ja p a n )
,

bu t th e T e thy s R e g io n

(in e lu d in g M ed ite r r a n e a n R e g io n ,

N e a r E a st一C e n tr a l A s ia
, a n d C e n t r a l A m e r ie a

n o w ) h a d n ,

t th e r ep r e s e n ta tiv e s o f s u bfa m
.

O e im o fd e a e
.

5 0 th a t the tim e o f

o r ig in in L a bfa ta e m a y b e n o t lo n g b efo r e the p e r io d o f H im a la y a n O r o 只e n e s i:
.

2 ) T h e a n e e s to r s o f L a bfa ta 召 m a y be the v o r be n o id p la n ts w liie h o r ig in a t o d

in the T e r tia r y t r o p ie a l fo r e s t
, a n d th e e e n te r o f e v o lu tio n a n d sp e e ia liz a tio n

m a y b e in the a r e a fr o nl th e H im a la ya s t o S o u th & So u th一W
e s t C h in a a n d

In d o 一M a la y sia
,

i
.

e
.

th e a r e a s o u th o f 4 0
0

N
.

T he a n e e s to r s a r e v e r y e lo s e t o

s o m e p r im itiv e fo r m s o f s u bfa m
.

月ju 口o fd e a o
.

5 0 tha t th e s u bfa m
.

月ju g o fd e a e

m a y b e the m o st p r im itiv e m a in s to ek o f the L a b公a ta e a e e o r d in g t o its p r im itiv e

m o r p ho lo g ie a l e ha r a e te r s o f the v e r be n o id p la n ts a n d t he d ir e e t o r in d ir e e t

e o n n e e tio n w ith o th e r s u b fa m ilie s
.

M o s t p r im itiv e g e n e r a o f th e s u b fa m
.

A ju g o -

fd e a e a l
·

e m a in ly d is tr ib u te d in S O u th & S o u th一W
e s t C h in a , 5 0 tha t th is a r e a

m a y b e th e b ir th la n d o f th e fa m ily
.

3 ) T ho e v o lu tio n a n d s p e e ia liz a tio n o f the fa m ily b e g u n in tlle a n e ie n 仁

M e d ito r r a n e a n R e g io n
.

B u t in th e P r o e e s s o f th e fo r m a tio n o f rn o d e r n M ed i士e r 一

r a n e a n r e g io n , e s p e eia lly in th e ele v a tio n o f N e a r E a s t一C e n t r a l A : i:一 a n 〔1 tl一e

千王im a la y a 、,

th e fo r Tn a 士io n o f tli e 八 tla n tic ()e c a n b e tw e o r一 厂

r r o p ie a l 八fr ie a a n (1

‘

王
’

z
·

o p ie a 1 A 介 z e , ie。
,

tlz e fo ,
·

: 11 a t io , 1 o f tlle In 山。 , : ()c C几n 匕f
·

t w c e n In 〔11:、 : Lli ‘1 1二a 、t

A fr ie a
, a n d th e e le v a tio n o f th e A n tille s fr o rn C e n t r a l A m e r ie a t o S o u th A 扭e r ie a

,

t}le L a bfa ta e ha d its g r e a t a n d r a p id d e v elo p m e n t in th e s e r e e e n tly fo r m ed a n d

is o la ted a r e a s
.

5 0 tha t th e 1 0 d is tr ib u tio n a l e e n te r s o f th e fa m ily w e r e fo r m e (l

in s u e h p r o e e s s e s
.

In th e e o u r s e o f s p e e ia liz a tio n a n d d e v elo p m e n t
,

it : p r im itiv e

fo r m s s u e h a s s u b fa m
.

刀ju 口o fd e a e , s u bfa m
.

L a v a n d o lo ‘d e a e , s u bfa n :
.

P : a : fo -

fd e a e a n d s u bfa m
.

D r e P a n o e a r 夕o fd e a e w e r e r ern a in ed in the k ey r e g io n
.

A t

the s a m e tim e the m o r e a d v a n e ed a 几d s p e e ia liz ed g r o u p s s u e h a s s u bfa m
.

S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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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e lla r fo 艺d e a e ,

N e P e te a e ,
S a lv ie a e ,

S a tu r e je a e a n d P o 夕o s te o o n e a e o f s u bfa m
.

L a阴 fo fd e a e , a n d s u b fa m
.

O e公胡o fd e a e w e r e fo r m e d b y m ea n s o f th e fo r m a tio n

o f s o m e r e g io n s o f
’

M ed ite r r a n e a n Clim a te ,
in th e a r e a o f th e M ed ite r r a n e a n

R e g io n ,

C e n tr a l A m e r ie a a n d w e s t p a r t o f A n tille s
, a r id ity a n d e o ld n e s s in

C e n tr a l A sia
, a s w ell a s th e g r a d u a l e o ld n e s s in th e v a st a r e a fr o m th e H im a一

la y a s to Ch in a a n d Ja p a n
.

4 ) In the e o u r s e o f d iffe r e n tia tio n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 s o m e la r g e g r o u p s o f

th e fa m ily m a y b e p r o d u e ed m a n y s p e e ie s a n d g e n e r a w h ie h w e r e w id ely d is tr i一

b u te d in the tem p e r a te r e g io n o f E u r a sia
.

T h e s e sp e e ie s a n d g e n e r a m a y be

d is tr ib u ted t o th e p a e ifie e o a s t o f N o r th A m e r ie a th r o u g h B e r in g ia in t he e a st
.

B u t few o f th em m a y a ls o d istr ib u ted to N o r th A m e r ie a thr o u g h E u r a sia a n d

S e a n d in a v ia in th e w e s t b efo r e the g la e ia l p e r io d o f Q u a te r n a ry
.

In th e g la e ia l

p e r io d o f Q u a te r n a r y , they e x tin e te d in E u r a sia b u t s u r v iv e d in s o m e r efu g e s

in E a st A sia a n d th e a tla n tie e o a st o f N o r th A m e r ie a
.

O w in g to the ir is o la tio n ,

s o m e o f the se p la n ts d iffe r e n tia te d r e e e n tly m a n y s p e e ie s a n d g e n e r a o r e v e n

t r ib e s w h ie h a r e p a r a lle l d e v elo p m e n t o r e o m m o n to b o th p la e e s
.

T h e s e e ir e u m 一

s ta n e e s w e r e e o n sp ie u o u s in N o r th A m e r ie a ,

b u t , o f e o u r s e , the r c e e n tly fo r m ed

tr ib e s in N o r th A m e r ie a w e r e a lw a y s sm a lle r
.

5 ) T h e r e e e n t d iffe r e n tia tio n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in th e fa m ily a r e m a in ly

o e e u r r e d in th e p r o e e s s o f its flo r a l a d a p ta tio n to in s e e t v isito r s .

T he flo r a l

e ha r a e te r s o f th is k in d a r e e r ite r io n s fo r s ep a r a tin g g e n e r a in th e L a bfa ta e
.

A ltho u g h m a n y g r o u p o f th e fa m ily w e r e s p e e ia liz ed in th is w a y
,

b u t the r e

a r e a ls o s o m e g r o u p s s u e h a s

M
e n thfn a e a n d T h夕 m fn a e o f S a tu r e je a e w h ie h

w e r e s lo w ly d iffe r e n tia te d in th e flo r a l str u e tu r e , 5 0 tha t it 15 w r o n g to r e g a r d

th em a s p r im itiv e g r o u p s in th e fa m ily
.

附
:

唇形科的系统排列 (基本上按 J
.

B r iq ue t) 及其分布表

1
.

筋骨草亚科 A」
u g o id e ae B en th

.

1 5属凌1 0种 (其中有 7 个单型属 )

1
.

筋骨草族 Aj
u 罗a e Be n th

.

心叶石蚕属 Ca
r dio teu e ri, C

一

Y
.

W
u l 种

,

滇
、

J一I
。

掌叶石蚕属 R u b iteu e ris K u d o l 种
,

我国甘
、

映
、

粤「
、

J一l
、

黔
、

滇
、

藏
、

台及锡金
.

动蕊花属 K in o stem o n K u d o Z 种
,

陕
、

JI!
、

鄂
、

桂
、

黔
、

滇
。

香科科属 T e u er iu m L
。

1 00 (一 3 0 0) 种
,

世界各地
,

盛产子地 中海及近东
,

热带少
,

澳大利亚极少 ; 我

国 1 8种
,

全国各地
。

筋骨草属 A j
u g a L

.

4 。一 50 种
,

广布于欧亚大陆温带
,

尤 以近东为多
,

极大数种出现于热带 山 区 ; 我 国

落8种
,

大多数分布秦岭以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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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棱草属 S c h n a be lia H 一M
.

2 种
,

川
、

黔
、

滇
、

桂
、

粤
。

(或宜归入马鞭草科)

岐伞花属 C ym ar ia B en th
.

3 种
,

缅甸
、

越南经我国海南至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 ; 我国 2 种
。

宽管花属 E u rys o ! e n Pr a in i 种
,

印度
,

缅甸至马来西亚及我国云南
.

水棘针属 A m et hy叭ea L
.

1 种
,

自西伯利亚南至我国云南
,

东至 日本
,

西至伊朗
.

全唇花属 H o lo e ho ila (K u d o ) 5
.

Ch o w i 种
,

滇
。

T in n ea Peyr . e t K o tseh
.

3 0种
,

热带非洲
.

T etr a elea A
.

G r a y Z 种
,

美 国南部及墨西哥
。

I, a n th u s M iehx
。

1 种
,

北美
。

T rieh o s土em a L
。 1 6种

,

北美
。

2
.

迷迭香族 R o sm a r in eae E n dl
.

迷迭香属 R o sm a r in u , L
.

1 或 3 (一 5 ) 种
,

产地中海
。

I
.

Pr o sta n the r o id ea e B riq
.

亚科 6 属 1 3 6种 (其 中有 1 个单型属 )

W
e s亡r in g ia Sm

.

2 2种
,

澳大利亚
.

M ie r o er ys R
.

B r
.

26 种
,

澳大利亚西南部
。

H em ig en ia R
.

B r . 吐0种
,

澳大利亚
。

Ilem ia n d r a R
。

B r
。

7 种
,

澳大利亚西南部
。

W
r ix o n ia F

.

V
.

M u ll
.

i 种
,

澳大 利亚西部
。

Pr o sta n the r a La bill
。

5 0种
,

澳大利亚
.

1
.

锥花亚科 Pr a sio id e ae B r iq
.

6 属 9 5种 (其中有 2 个单型属 )

Pra si u m L
。

1 种
,

白加那利群岛经地中海至叙 利亚和巴 勒斯坦
。

Sten o g yn e B en th
.

2 5种
,

夏威夷群岛
。

Ph yllo steg ia B en th
.

2 5种
,

夏威夷群 岛
,

塔希提岛
。

H a p lo sta e hys H illeb r .

6 种
,

夏威夷群 岛
。

毛药花属 B o stryeh a n ther a B en th
.

1 种
,

闽
、

台
、

粤
、

桂
、

黔
、

Jll
、

鄂
。

锥 花 属 G o m p ho stem m a
W

a ll
. ex B en th

.

3 6 (一 4 0 ) 种
,

印度
,

缅甸
,

泰国
,

老挝
,

越南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至菲律宾及我国南部 ; 我国有16 种
,

滇
、

桂
、

粤
、

赣
、

闽
、

台
。

F
.

保亭花亚科 W
e n ehe n g io id ea e C

一

Y
.

W
u et s

一

C ho w l 属 1 种
,

为一单型亚科
。

保亭花属 W
e n ehe n g ia C

.

Y
.

W
u et 5

.

Cho w l 种
,

广东海南
。

V
.

黄琴亚科 Se u te lla rio id ea e B r iq
.

3 属 3 02 种 (其中有 2 个单型属 )

S a la z a r ia T o r r
.

1 种
,

美国西南部
,

墨西哥
。

黄 琴 属 S e u tella r ia L
。

3 0 0种
,

世界广布
,

热带非洲少见
,

南非全无
。

H o r la n lew isia E p li力9 1 种
,

厄瓜多尔
。

班
.

薰衣草亚科 l a v a n d u lo id ea e B riq
.

1 属2 5种
。

薰衣草属 L a v a n d ul a L
.

2 8种
,

自大西洋群岛及地中海 区至索马里
、

巴基斯坦及印度
。

租
.

镰果草亚科 D r ep a n o e a ryo id o a e P o
i
a r k

.

z 属 i 种
,

为一单型亚科
。

镰 果草属 D r即a o o e a r yu n , Po
i
a r k

.

i 种
,

伊 朗
,

中亚至帕米尔
、

西天 l{!
。

珊
.

野芝 麻亚科 L a ; n i城d。。e l叹1属 3 8 3 4种 (JC呼
,

有 3 。个单型属 )

1
.

夏至草族 M a r r u b ie a e E n cl l
.

5 属 1 5 6手卜

A e r o to m e B en th
.

1 0种
,

热带非洲及南非
。

T hu sPein a n ta D u r a n d
.

2 种
,

伊朗
,

阿富汗
.

中亚
。

欧夏至草属 Mar ru biu m L
.

40 种
,

欧亚温带及非洲北部
,
以地中海区为 多; 我国新疆产 1 种

。

夏 至草属 L a g o p sis B u n ge e x B e n tfi
.

4 种
,

西伯利亚经我国至 日本 : 我国有 3 种
,

南北各地
。

毒马草属 S id eritis L
. 1 0 0种

,

欧亚温带; 我国新疆产 1 种
。

2
。

Per ilom iea e B riq
.

1 属 8 种

P
er ilo m ia K u n th s 种

,

智利经玻利维亚至墨西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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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荆 芥 族 N e p etoa e Ben th
.

1 7 属3 9 7种 (其中有 2 个单型属 )

覆 香 属 A ga sta che C la yt
.

in G r o n o v
.

9 种
,

l 种产东亚
,

s 种产北美 : 我国有 i 种
.

龙头草属 M e eha n ia B ritt
.

7 种
,

l种 北美东部
,

6 种东亚 ; 我 国 5 种
,

产东北至西南
。

扭着香 属 L叩恤毗h此 A dan
、

.

18 种
,

伊朗 至苏联及蒙古 ; 我国 4 种
,

西藏及新疆
。

扭连钱 属 PhylloP五yto n K u d o s 种
,

藏
、

青
、

JI!西
、

滇西北
。

B ritto n astr u m B r iq
.

5 一 6 种
,

美国南部至墨西哥
。

C ed r o n ella M o en eh l 种
,

加那 利群 岛
,

马德拉群岛
.

活血丹属 G le ch o m a L
.

8 种
,

欧亚温带 ; 我国 5 种
,

除青
、

甘
、

新外
,

几遍布各地
。

台钱草属 Su z u k ia K u d o Z 种
,

我国台湾及 日本琉球
.

裂叶荆芥属 S eh iz o n ep e ta B riq
.

3 种
,

温带亚洲 ; 我国 3 种 亦产
,

东北
、

西北
、

华北至西南
.

荆 芥 属 N e p eta L
.

2 50 种
,

欧亚温带
,

北非及热带非洲山地 ; 我国40 种
,

主产西南和新疆
,

少数种至浙

皖
。

Pita rd ia B atta n d
.

2 种
,

西北非
。

青 兰 属 D ra co ce p hal u m L
.

60 种
,

温带亚洲
,

少数种延至中欧及北 欧
, 1 种分布于北美 ; 我国约有 32 种

,

东北经华北
、

西北至西南
。

长蕊青兰属 F edtsch
e n kiella K u d r . i 种

,

中亚 : 我国新疆及西藏西部亦产
。

K u d r
j
a sehev ia Po

j
a rk

.

4 种
,

中亚
。

扁柄草属 L al le m a狱认 Fi
、
cll

.

et Mey
.

5 种
,

苏联中亚
,

伊朗
,

阿富汗
,
巴 基斯坦及我国新疆 ; 我国仅产

1 种
。

H ym e n o e r a ter F ise h
. et M ey

.

12 种
,

亚 洲西南
。

H yp o g o m p hia Bu n ge 4 种
,

中亚
,

阿富汗
。

4
。

野芝麻族 L a m iea e 5 0属 9 9 0种 (其 中有 1 9个单型属 )

( 1 )夏枯草亚族 B r u n ellin a e B riq
.

3 属2 0种
。

夏枯草属 Pr u n e lla L
.

1 5种 (或 了种 )
,

欧亚温带及热带 ilJ 区
,

西北非及 北美 ; 我国有 3 种
,

南北各地
。

Cleo n ia L
.

2 种
,

地中海西部
。

B r a : o ria E n g elm
. et G r a y s 种

,

美国南部
.

( 2 )铃子香亚族 M e littin a e B riq
.

6 属 3 6种 (其中有3 个单型属 )

Ph yso stegia B en th
.

1 5种
,

北美
。

铃 子香属 C helo n o Psis M iq
.

16 种
,

自克什米尔经我国至 日本 : 我国有 1 3种
,

产藏
、

滇
、

JJI
、

甘
、

陕
、

粤
、

皖
、

浙
。

Syn a n d ra N u tt
.

1 种
,

美国东部
。

M a cb rid e a E ll
.

ex N u tt
.

2 种
,

美 国东南部
.

M e litti, L
.

z 种
,

中南 欧
。

Cr u : ia Phil
.

i 种
,
巴塔戈尼亚 (阿根廷 )

( 3 ) 野芝麻亚族 L a m iiin a e B r iq
.

4 1属9 3 4种 (其 中有 1 6个单型属)

簇序草属 C ra n io to m e R eie he n b
.

1 种
,

自尼泊尔经缅甸及老挝至越南北部及我国川
、

滇
。

冠唇花属 M icr o t即n a Pra in 21 种
,

东南亚热带至我 国南部 ; 我国有20 种
,

均产长江以南各省区尤以西南为

多
。

Pseu d er em o sta eh ys M
.

Po p
.

i 种
,

西 天山
。

Ps eu d o m a r r u biu m M
.

Po p
.

l 种
,

西天山
。

沙 穗 属 E r em o sta eh ys B u n g e 狭 义6 0种
,

广义仅 5 种
,

亚洲中部及西部 ; 我国新疆产 5 种
。

钩曹草属 Not oc h ae te B e n th
.

2 种
,

尼泊尔
,

不丹
,

锡金
,

印度
,

缅甸及我国滇
、

藏 ; 我国 2 种均产
。

L e o n o tis (Pe r s
.

) R
.

B r .

in A it
.

4 0种
,

热带非洲及南非
, 1 种泛热带分布

。

糙 苏 属 Phlo m is L
.

100 种以上
,

地中海
、

近 东中亚及东亚
,

我国有41 种
,

南北各地
.

独一味属 L a m io Ph !o m is K u d o z 种
,

尼泊尔
,

锡金
、

不丹至我国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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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参 属 E ri o p hyto n Ben th
.

1 种
,

尼泊尔
,

锡 金至我国西南
。

假水苏属 sta eho p sis M
.

Po p
. et V v ed

.

3 种
,

我国新疆及苏联 中亚 ; 我国s种均产
.

绣球防风属 Leu ca , R
.

B r
.

约 10 0种
,

热带美洲
,

西 印度群岛
,

热带非洲
,

南非
,

阿拉伯至我国南部及印

度 马来亚 ; 我国产 7 种
.

Phy soleu ea s Ja u b
.

et S p a eh i 种
,

阿拉伯
。

Iso leu ea , S eh w a r t: 1 种
,

阿拉伯
。

触瓣花属 G al eo Ps 污 L
.

约 10 种
,

欧亚温带
,

2 种在美洲逸生 ; 我 国 2 种
.

野芝麻属 L a m iu m L
。

约40 种
,

欧洲
,

北非以及热带以外的亚洲 ; 我国有 3 种
,

南北各地
。

小野芝麻属 G al e
ob dol o n A d a ns

.

约 6 种
,

其中 1 种分布西欧及伊朗北部
,

1 种分布至 日本
,

其佘均产我

国东部
、

南部至西南的四川
。

菱叶元宝草属 A laj 」
a 5

.

Ik o n n
.

3 种
,

自阿富汗经印度西北及我国西藏西部和新疆至苏联 中亚 ; 我国有

2 种
。

W ied em a n n ia F iseh
. et M ey

.

3 种
,

小亚细亚
,

高加索
。

鬃尾草属 C ha itu r u s E hrh
. e x W illd

.

z 种
,

西 欧至 中亚 ; 我国新疆亦产
。

益 母草属 L eo n盯 us L
.

(14 一) 20 种
,

分布欧亚温带
,

少数种在美洲
、

非洲各地逸生 ; 我国有 12 种
,

南北

各地
。

脓疮草属 Pa n 此ria Moe nc h ( 5 一) 7 种
,

亚洲中部 (西伯利亚至蒙古) ; 我国有 3 种
,

产新
、

甘
、

陕
、

宁及内篆
。

兔唇花属 L ag oc hi lus B u
ng

e 约 35 种
,

伊朗
,

阿富汗经我国西北及内蒙至苏联中亚和蒙古 ; 我国有15 种
。

假 野芝麻属 Par al am iu m D u n n l 种
,

越南
,

缅甸及我国云南
。

斜粤草属 L o x o ea lyx H em sl
·

2 种
,

湘
、

鄂
、

Jll
、

黔
、

滇
、

陕
、

廿
、

豫
、

冀
。

A j
u g o id e s M a k in o l 种

,
日本

.

假糙苏属 Par 叩h lo m is Prai n 24 种
,

印度
,

缅甸
,

泰国
,

老挝
,

越南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北至我国长

江以南各省区
。

我国有 2 2种
。

喜雨草属 O m br o eha ris H 一M
.

1 种
,

湘西南
。

M o lu eee lla L
.

4 种
,

地 中海至 印度西北
.

O to steg ia B e n th
.

2 0种
,

热非东 北部至 中亚及巴基斯坦
。

Bal lot a L
。

35 种
,

大多在地中海区
,

1 种广布子欧洲及西亚
, 1 种在南非

。

箭叶水苏属 M eta sta ehyd iu m A iry s ha w l 种
,

苏联 中亚及我国新疆
。

R o ylea W
a ll

.

1 种
,

喜马拉雅西部
.

水 苏 属 S tac hys L
.

约 3 00 种
,

南北半球的温带及亚热带
、

热带的山区
,

但不见于澳大 利亚及新西兰 ; 我

国有 18 种
,

南北各地
。

药水苏属 B eto ni ca L
.

约 1 5种
,

温带欧洲至近东
。

Ph lo m id o s e hem a (B e n tl一 ) V v e d
.

i 种
,

伊朗至中亚及喜马拉雅西部
。

火 把花属 C ol q u ho u ni a
W al l

.

约 6 种
,

印度
,

尼泊尔
,

锡金
,

不丹
,

缅甸
,

泰 国
,

老挝
,

越南及我 国西南
、

桂西和鄂西 ; 我国有 5 种
。

鳞果草属 A e hyr o sp erm u m W
a ll

.

约3 0种
,

星散分布于亚洲及非洲的热带
,

自热带东非
,

马达加斯加及塞

舌耳群 岛经印度东北
、

缅甸
、

泰国
、

马来西亚至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 ; 我国有 2 种
,

藏东 南 及

海南
。

广防风属 EPi m ere di A d a ns
.

7 一 8 种
,

马达加斯加
,

马斯克林群岛
,

热带亚洲至澳大利亚 ; 我国有 1 种
,

西南至 台湾
。

矮刺苏属 Ch am a esp ha e o s S ehr e n k z 种
,

伊朗
、

阿富汗
、

苏联中亚及我国新疆
。

Ps
eu d o c ha m a esp ha eo , p a r sa i 种

,

伊朗
.

(W illis 字典中无 )

5
.

G le e五o n ea e B riq
.

2 属 9 种
.

G le eho n S p r en g
.

6 种
,
巴西

,

巴 拉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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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a n th o m in th a A
.

G r a y 3 种
,

美国加利福尼亚
。

6
.

鼠尾草族 S alv ie a e D u m o r t
.

4 属 72 9一 1 0 80 种 (其中有 i 个单型属)

sa lv谊 L
.

70 0一1 05 0种
,

全球温暖地带
,

但大 多数在地中海区及西亚
.

1 亚属在美洲
,
以墨西

哥为多 ; 我国 7 8种
,

南北各地以西南为多
。

A r iseh ra d a Po be d
.

(Se hr a d e ria Fa br
.

e x M e d ik
. , n o n Se hr a d e r a V a hl) 1吐种

,

东南 欧至 中亚

及伊朗
,

北非及南非
。

Sa lv ia str u m Sch
e ele 4 种

,

美国南部
。

Po la k ia Sta Pf i 种
,

伊朗
。

R a m o n a G r e en e (二 A u d iber tia Be n th
.

(1 5 3 1)
, n o n (1 5 2 9) = A u d iber tiella B rig

.

) 1 0种
,

北美
,

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

7
.

分药花族 Me rian d rea e E n dl
.

3 属 1 0种 (其中有 1 个单型属 )

Mer ia nd ra B e nt h
.

2 种
,

l 种在喜马拉雅西部
,

1 种在埃塞俄比亚
。

D o r ysto e eha s B o iss
.

et H eld r
.

e x B e n th
.

i 种
,

西亚
.

分药花属 Per o w , kia K ar el
.

约 7 种
,

伊朗东北
,

巴基斯坦
,

阿富汗
,

印度西部
,

经苏联中亚至我国西藏

西部 ; 我国有 2 种
。

8
.

美国薄荷族 M o n a rd e ae B en th
.

2 属 1 4种

美国薄荷属 M o n ar d a L
.

12 种
,

北美至 墨西哥
.

B lep h ilia R a f
.

2 种
,

北美
.

。
.

H o rm in ea e Briq
.

2 属 2 6种 (其中有 一单型属 )

H o r m in u m L
. i 种

,

西南欧 (庇利牛斯 山)

Sp ha ce le Be nt h
.

25 种
,

智利
,
巴西

,

委 内瑞拉
,

墨西哥
,

至美国加利福尼亚
,

1 种夏夏威夷群

岛
。

1 0
.

L ep eeh in iea e B r iq
.

1 属 4 0种

L ep ee hin ia W illd
,

4 0种
,

美国加 里福尼亚至阿根廷
,

夏威 夷
。

1 1
.

异野芝麻族 H e te r o la m iea e C
.

Y
.

W
u l 属 1 种 (为 一单型属 )

H eter o la m 讯m C
.

Y
。

W
u l 种

,

Jll
、

湘
、

陕南
、

哪西
、

滇东北
.

1 2
.

塔 花 族 Satu r e
j
e ae B r iq

.

4 3属 9 0 3种 (其中有 1 2个单型属 )

( 1 )薄荷亚族 M en thin ae B riq
.

6 属 4 3种 (其中有 4 个单型属 )

O re o sp ha eu , Phil
.

i 种
,

智利至阿根廷
。

C u m in ia Co lla l种
,

胡安费尔南德斯群 岛 (智利 )
。

地 笋 属 L yco p us L
.

14 种
,

北半球温带 ; 我国 4 种
,

几遍全国
。

Pr e slia O Piz i 种
,

西地 中海
.

薄 荷 属 Men th a L
.

2 5种
,

广布于北半球温带
,

少 数种见于南半球 ( 1 种见于南非
,

1 种见于南美
,

1

种见于热带亚洲至澳大利亚 ) ; 我国 6 种
,

几遍全国
。

G o n tse ha r o v ia A
。

B o riss
。

1 种
,

中亚
。

( 2 )神香草亚族 H ysso p in a e B riq
.

1 属1 5种

神香草属 H ys so p tls L
.

15 种
,

亚洲中部经西亚至南欧及北非
,

另 1 种产苏联伏尔加及顿河流域 ; 我国新疆

产 2 种
。

( 3 ) 百里香亚族 T hy m in a e B riq
.

1 1属 5 0 1种 (其中有 3 个单型属)

M a
j
o r a n a M o en eh 6 种

,

地中海区
,

1 种延至中亚
.

牛 至 属 O ri ga nu m L
.

15 一幼种
,

地中海至中亚及东亚
,

我国有 1 种
,

陕
、

甘
、

豫及江南各省区
。

M o n ar
de lla B ent h

。

2 0种
,

北 美西部
。

Pyen a n them u m M iehx
.

1 7 种
,

北美
。

C o rid o tliym u s R eie hb
.

f
.

i 种
,

地 中海至小亚细亚
。

( ? = T h vm u s )

百里香属 T hym u , L
.

3 00 一4 00 种
,

北非
,

欧亚沮带 ; 我国 1种
,

主为黄河 以北地区
,

南达西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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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ta ria B o is,
.

1 种
,

伊朗
,

阿富汗
。

B ystr o p o g o n L , H erit
·

1 0种
,

加那利群 岛
,

马德拉群 岛
。

C er a to m in the B riq
. 1 0种

,

安底斯山
。

C u n ila R o ye n ex L
.

1 5种
,

北美东部至乌拉圭
。

Pse u d o eu n ila B r a d e
.

i 种
,
巴西

。

( 4 )蜜蜂花亚族 M e li, s in a e E n d l
.

2 属 31 3种 (其中有 3 个单型属 )

新塔花属 Zi 灯p hor a L
.

3 0种
,

地中海至亚洲中部及阿富汗 ; 我国新班 4 种
.

H ed eo m a Pe r s .

3 0种
,
巴 西至加拿大

.

R ho d o d o n E plin g i 种
,

美 国南部 (得克萨斯洲 )
.

R ha bd o e au lo n (B en th
.

)E p lin g 7 种
,

热带南美
。

H o ehn e a E plin g 4 种
,
巴西南部至阿根廷北部

.

H esp er o z yg is EPlin g 4 种
,

墨西哥至 巴西
。

蜜蜂花属 Mel is sa L
。

4 种
,

地中海大西洋沿岸至亚洲南达印度 尼西亚 的爪哇 ; 我国有 3 种
,

西南至陕南

及赣南粤北
。

塔 花 属 S at 盯ej
a L

.

狭义 30 种
,

地中海至高加索和中亚
,

阿尔泰 ( 1 种)
.

姜 味草属 M ier o m er ia Ben th
.

13 。种
,

近世界广布
,

主产地中海
,

但巴 西及印度至澳大利亚全无 ; 我国有

5 种
,

主产西南
,

台湾有 1 种
。

新风 轮属 C al a m int h a M ill
.

6 一 7 种
,

地中海沿岸至苏联 中亚 ; 我国新疆 1 种
。

C yelo tr ieh iu m Ma n d en o v a et Scli e n g
.

6 种
,

小亚细亚
,

伊 朗西南
。

风轮菜属 C lin o p o d iu m L
.

约 2 0种
,

欧洲
,

中亚至东亚 : 我国 2 1种
,

南 北各地
。

A ci no
, M ill

.

10 种
,

欧洲
,

地 中海至 中亚及伊朗
。

S a eeo e alyx C o ss . et D u r .

i 种
,

西 北非
。

K u r t : a m r a O
.

K tz e
.

i 种
,

温带南美
。

C o n r a d in a A
.

G r ay 遵种
,

美 国东南部
。

Po , g yn e B e n th
.

5 种
,

美国加利福尼亚
、

南俄勒 冈
。

C er a n ther a E llis Z 种
,

美国东南部
.

Tllr m br a L
.

2 种
,

欧洲东南至亚洲西南
。

A m a r a eu s G led
.

1 5种
,

地中海东部至 高加索
。

( 5 )紫苏亚族 P erillin e ae B r iq
.

5 属 3 1种 (其中有 2 个单型属 )

小紫苏属 P erillu la M a x im
.

1 种
,
日本

.

H yPo g o n R a fin
.

2 种
,

美国东南部
。

C o llin so n ia L
.

5 种
,

北美东部
。

紫 苏 属 Perilla L
。

1 种
,

东亚
。

石算芋属 M o sla (B e刀th
.

) B u ell一 I于am
.

e x M a x im
.

2 2种
,

印度
,

中南半岛
,

马来西亚
, v仃至印度尼西

亚及菲律宾
,

北至我国
、

朝鲜和 日水 ; 我国 12 种
,

产 山东 以甫
。

1 3
.

刺蕊草族 Po g o stem o n e ae R e iell b
.

1 0属2 5 1 种 (其 中有 2 个单型属 )

米团花属 L e u e o se ep tr u m S m
.

i 种
,

不丹
,

尼泊尔
,

印度东北
,

缅甸北部
,

老挝
,

越南及 我国 (川
、

滇)
。

香 需 属 E lsh ol tz ia W il ]d
.

40 种
,

主产东亚
,

1 种延至欧洲及北美
, 3种产埃塞俄 比亚 ; 我国有 33 种

,

南

北各地
。

钩子木属 R o strin u n eu la K u d o Z 种
,

鄂
、

湘
、

桂
、

黔
、

滇
、

Jil
、

陕
。

绵穗苏属 C o m a n tho sph a ee 5
.

M o o r e 6 种
,

我国 (长江以南 ) 至 H本 ; 我国 4 种
。

香简草属 K ei tkea M iq
.

6 种
,

我国 (长江以南 ) 至 日本 ; 我国有 4 种
.

刺蕊草属 Po gos te m o n D esf
.

4 0一 60 种
,

主产热带及亚热带亚洲
,

印度东部至我国
,

南达印度尼西亚及菲

律宾
,

热带非洲仅 2 种 ; 我国有 16 种
,

滇
、

黔及华南至台湾
。

水蜡烛属 D 夕so Ph ylla BI
. ex E I

.

G a z z ar et W
a tso n 约 2 7 种

,

东南亚
,

大多数在 印度
,

其中 1 种延至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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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 ; 我国有 7 种
,

产西南及东南
。

T etr a d en ia B en th
.

s 种
,

马达加斯加
。

羽粤木属 Col eb ro o kia S m
。

1 种
,

尼泊尔
,

锡金
,

印度
,

缅甸
,

泰 国至我国云南
.

简冠花属 S IPh o er a n io n K u d o Z 利
, ,

印度
,

锡金
,

缅甸北部
,

越南北部至我国南部 : 我 国 2 种均产
。

互
。

罗勒亚科 O e im o id ea e B e n th
.

4 6属 2 6 2 8种 (其中有 2 0个单型属)

1
。

四轮香族 H a n e eo lea e C
,

Y
.

W
u l 属 8 种

四轮香属 H a n ce oj a K u d o s 种
,

我国 长江以南各省区
。

2
.

山 香 族 H yP tid ea e C
.

Y
.

W
u s 属吐4 2种

E r io p e H u m b
.

et B o n p l
.

2 8种
,

南美 热带和亚热带
。

山 香 属 H yPt is Jac q
.

3幼一4 00 种
,

美洲热带至亚热带
,

数种逸生于全世界热带成为杂草 ; 我国 4 种
,

均见于南部沿海
。

Aste r o phytis E p lin g 3 种
,

墨西哥
。

(W illis 字典 中无)

M a r , yp ia n thu s Ma r t
.

e x B en th
.

5 种
,

墨西哥至巴 拉圭
。

Pelto d o o Po hl
.

6 种
,
巴西

,
巴 拉圭

。

3
.

香茶莱族 Pleetr a n thea o C
,

Y
。

W
u 2 2属 5 5 0种 (其中有 s 个单型属 )

A eo la o thu , M a r t
.

5 0种
,

热带及亚热带非 州
。

A lv e sia W
olw

.

1 种
,

热带非洲
。

Pyen o sta e hys H o o k
.

3 了种
,

热带非洲
,

南非
,

马达加斯加
。

Er iq u e ta str u m R o byn s et L eb r u n i 种
,

热带西非
.

排香草属 A n iso eh ilu s
W

a ll
.

约 2 0种
,

热 带非洲
,

热带亚洲 : 我国 1 种
,

产云南
。

Pe r rie r a str u m G u ill
.

1 种
,

马达加斯加
。

S tip tan thu s (B en th
.

) B riq
.

i 种
,

东喜马拉 雅 (印度东北)
.

子宫草属 S ka Pa n thu s C
.

Y
.

W
u et H

。

W
.

L i l 种
,

滇西北
。

香茶菜属 R a bdos ia (BI
.

) H a , sk
。 1 50 种

,

南非
,

热带非洲至热带亚热带亚洲
,

在亚洲北达 日本和苏联远东

地区
,

少数种产马来亚 西延至澳大利亚及太平洋 岛屿 ; 我国有 90 种
,

南北各地
,

但 以西南为主
。

Plee tr a n thu s L , H er it
.

2 0 0种
,

主产热带非洲
.

H o lo s士了lo n R o byn s e t L e br o n s 种
,

热带非洲
。

角 花 属 C er at an th us F
.

Mue ll
.

8 (一1 0) 种
,

东南亚 热带至伊里安及澳大 利亚昆士兰
。

Ple e tr a n tha str u m T
。

C
。

E
。

Fr ies l 种
,

热带东非
。

( ? 二 A lv e sia )

B u r n a tastr u m B riq
.

3 种
,

南 非
,

马达加斯加
。

C ap ita n ya S ehw e in f
. e x G u rke i 种

,

东非
.

E n g ler a str u m B riq
. 2 0 0种

,

热 带非洲
。

Iso d ietyo p ho r u s B r iq
.

1 种
,

西非
。

S o le n o stem o n T h o n n
.

1 0种
,

热带非洲
。

鞘蕊花属 Col eu s L O盯
。

90 (一1 5 。) 种
,

东半球热带及澳大利亚 ; 我国有 6 种
,

西南至台湾
.

A , eo ea ryd io n G
。

T a ylo r l种
,

西南非
。

( ? = Pleetr a 幻thu s)

N eo m u e ller a B r iq
.

2 种
,

西南非
。

H o slu n d ia V a hl
.

2 一 3 种
,

热带非洲
.

4
.

罗 勒 族 O e im e a e K u d o 1 8属 52 5种 (其 中有 s 个单型属)

E r yth r o ehla m ys G u e rke s 种
,

热带非洲东部
。

Syn e o lo stem o n E
.

M e y
.

s 种
,

南非
。

Pla to sto m a B ea u v .

4 种
,

热带非洲至印度西部
。

凉粉草属 Mes o n a Bl
.

8 一10 种
,

印度东北至东南亚 ; 我国2种
,

产台
、

浙
、

赣
、

粤
、

桂西及 滇西
.

龙船草属 Nos e m a Pra in 6 种
,

印度
,

泰 国
,

老挝
,

越南至我国两 广
,

其 中 1 种间断 出现于印 度 尼 西亚
,

另 1 种产非律宾 ; 我国 1 种
,

产两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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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头花 属 A er o ce phal us B e爪h
.

5 一 6 种
,

印度
,

缅甸
,

东南亚至印度尼西亚及非律宾 ; 我国 1 种
,

滇南
、

黔东南及粤
.

网曹木属 G e成os por u m W al l
. e x B ent h

.

2 5 种
,

热带非洲经马达加斯加至印度
、

斯里兰卡及中南半岛 ;

我国 1 种
,

滇南
。

小冠薰属 Bas il icu m M oe nc h 6 一 7 种
,

热带非洲经东南亚至澳大利亚 , 我国 l 种
,

广东海南及台湾
.

H em i砂g ia (Ben th
.

) B riq
.

2 8种
,

热带非洲
,

南非
.

罗 勒 属 O d m u m L
。

10 0一1的种
,

全球温暖地 区
,

非洲及关洲 巴西比亚洲为多
,

南非尤为广布 ; 我国 3

种
,

产南部
。

E n d o stem o n N
.

E
.

B r 。 1 6种
,

热带非洲
,

南非
,

阿拉伯
,

1 种印度
.

鸡脚参属 O rth os 加h
o n Be nt h

。

4 5 种
,

其中30 种产热带非洲
,

马达加斯加
,

15 种产东南亚至 澳大利亚 ; 我国

2 种
,

南部及西南部
。

肾 茶 属 Cle r o d e幻 d r a n th u s K u d o s 种
,

东南亚至澳大利亚 : 我 国 1 种
,

滇
、

桂
、

粤三省南部
-

B en g u ellia G
。

T ay lo r l种
,

安哥拉
。

N a u to e hilu s B r e m ek
。

4 种
,

南非 (脱朗斯瓦尔)
。

O eto m er o n R o byn , 1 种
,

热带非洲
.

Fu er stia T
。

C
。

E
。

Frie s 6 种
,

热带非洲
。

B o r o 。ia Ch io v .

1 种
,

热带非洲
。

(气 B o r o n ia Sm
.

芸香科 )

lsio ia K
.

H
.

R ee hin ge r l种
,

伊朗
。

X
.

C a to Pher io id ea e B riq
.

i 属
,

3 种

C a to pheria B en ih
.

3 种
,

热带美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