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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采集的 4 000余份标本及馆藏标本的整理和鉴定, 云南哀牢山地区有野生种子植物 199科 945属 2 238

种 215变种 (亚种 )。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是云南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种子植物区系总体上是亚热

带性质, 其热带科占 70. 47% , 热带属占 63. 89% ,热带成分虽多于温带成份, 但相当数量温带成分的存在反映了

该区系具有从热带向温带的过渡性质。该植物区系缺少典型热带成分, 但具有不少东亚特征科属。因此, 该植物

区系在区划上仍属于东亚区中国�喜马拉雅植物亚区,云南高原地区, 属于东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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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laoshanN atureR eserve is located in the centreYunnan P lataeu ( 23�36 ~ 24�56 N, 100�44 ~ 101�30 
E ) w ith area about 677 km

2
and altitude from 422 to 3 165. 9m, and invo lve three prefectures and six counties of

Yunnan Prov ince. On the basis ofmore than 4 000 seed plants spec imens collected at the core area of A ilaoshan

N ature Reserve and other reg ions nearby and 10 000 in formation obta ined from the m ain herbaria o f Ch ina, the

flor istic characteristics o f seed plan ts o fA ilaoshan N ature Reserve w ere studied. There w ere 2 453 native species

( inc lud ing subspecies) of seed plants be long ing to 199 fam ilies and 945 genera in A ilaoshan region. The floraw as

Subtropical in nature basically w ith transit ion from T ropical A sia to Temperate East A sia. A t fam ily leve,l 105

fam ilies, accounted for 70. 47% of the to tal fam ilies w ere Tropical distribu tion. A t generic leve,l Trop ica l

elemen ts contribu ted to 63. 89% of the to tal flo ra. The flora w as lack o f typical Trop ical e lem ents, but hadmany

East Asiatic fam ilies and genera. The flora belongs to the Yunnan Plateau Reg ion of S ino�H im alayan Subk ingdom,

East Asiatic K ingdom in floristic reg ionalization.

Key words: A ilaoshan Reg ion; Seed p lants; F lora; A real�type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云南省政府 1981

年建立的,当时是以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

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1988年升

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中国科学院又将其列为

联合国 !人与生物圈 ∀森林生态系统的定位观测

站。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中部哀

牢山山脉中北段上部,地处云南省亚热带北部和亚

热带南部的过渡区;是多种生物区系地理成分的汇

萃之地;保存着我国亚热带地区目前面积最大、且

以云南特有植物种为优势的常绿阔叶林
[ 1]
, 为众

多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和自然保护者所关注。在植

物区系的划分上,云南正处于泛北极植物区和古热

带植物区的交汇和分界地带, 哀牢山地区恰恰又

处于这一南北交错过渡地区,是云南植物区系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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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地区。研究哀牢山种子植物的多样性和区系地

理成分,对云南乃至中国植物区系分区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了解横断山区的种子植物

区系的起源及其与邻近地区的联系,还有助于了解

云南种子植物生态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本文对

哀牢山地区的种子植物区系进行分析, 为当地植

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自然地理概况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中部哀

牢山地区,位于 23�36 ~ 24�56 N, 100�44 ~ 101�30 

E,跨越镇沅县、景东县、南华县、楚雄市、双柏县和新

平县 6县 (市 ), 面积为 677 km
2
, 海拔 422~ 3 156. 9

m,相对高度在 2 700 m以上。本研究以哀牢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 邻近地区东到礼社江河谷,

西到川河河谷, 南到新平县嘎洒镇, 北到南华县大

中山林场。

哀牢山山体是一个完整的构造实体, 以哀牢山

东麓的元江河谷的元江深大断裂带为界, 以东是波

状起伏的云南高原, 以西是切割剧烈的横断山山

地,哀牢山正是处在这一地貌分界的边缘
[ 1]
。哀牢

山地区冬春季多受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的干热西风

控制;夏秋季又受来源于印度洋的湿润西南季风的

影响,干湿季分明, 属我国西部型季风气候。东坡

受东南季风的影响,夏季高温, 相对湿度较大, 冬季

受北方冷空气的影响较多, 冬温较西坡低。哀牢山

的上部多雾雨, 太阳辐射量较山麓少, 山顶的相对

湿度大于山麓。据在西坡的观测, 2 000 m以上相

对湿度一般在 85%以上。西坡的湿度资源优于东

坡,西坡的增湿最显著
[ 2]
。东西坡谷地降水仅1 000

~ 1 150mm,而 2 700m的山顶有 1 860 mm
[ 3]
。

哀牢山发育了具有云南特色的、兼有垂直与水

平分布规律的山原型土壤分布带。东坡由南向北

分布着南亚热带思茅松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赤红

壤、中亚热带云南松林和常绿阔叶林红壤带。土壤

由下而上主要有赤红壤、红壤、黄棕壤、棕壤和亚高

山草甸土等
[ 1]
。

哀牢山的植被属云南山地植被分区中的中亚

热带植被类型, 具备全省植被类型南北汇集、东西

兼备的特点
[ 4]
。植被类型有热带北缘季雨林、南亚

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针阔

混交林、亚高山草甸和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丛等地

带性植被, 还有思茅松林和云南松林等次生植

被
[ 5]
。

2调查和研究方法

我们全面整理鉴定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标本馆哀牢山地区标本 3 000余份,并查阅了

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http: / /kun. k ib. ac. cn)馆藏

的采自该地区的逾万份标本信息以及北京植物所标

本馆的 3 000余条馆藏标本信息,并进行多次补点考

察和标本采集。在此基础上我们编撰了哀牢山地区

植物名录,并对种子植物科属地理成分进行了分析。

3结果

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有野生种子植

物 199科 945属 2 238种 215变种 (亚种 ) , 分别占中

国种子植物科、属、种总数
[ 6- 8]
的 58. 36%、29. 10%和

9. 19%。其中裸子植物 6科 12属 16种 3变种,被子

植物 193科 933属 2 222种 212变种 (亚种 ) ;双子叶

植物 165科 757属 2 081种 197变种 (亚种 ) ;单子叶

植物 28科 176属 3 3815变种 (亚种 )。

3. 1科的分析

根据区系中各科所含属种数,可将哀牢山地区种

子植物区系的科划分为 5类 (表 1)。含 100种以上的

科有 3科,即菊科 ( Compositae, 69属 /157种 (下同 ) )、

茜草科 (Rubiaceae, 32/106)、禾本科 ( Gram ineae, 57/

104),它们是世界种子植物中少数几个含有万种以上

的特大科,在本地的林缘、林下极为常见。含 50~ 99种

的有蔷薇科 ( Rosaceae, 30/89)、唇形科 ( Labiatae, 36/

86)、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 36/79)、兰科 (Orchidaceae,

38/71)和樟科 (Lauraceae, 11/53) 5科,其中,除樟科为泛

热带分布科外, 其余 4科均为世界性广布的大

科
[ 13-14]

, 是本地常绿阔叶林下、林缘及灌木草丛的主

要建群成分。含 21~ 50种的有 22科, 如杜鹃花科

( Ericaceae, 7/49)、大戟科 ( Euphorbiaceae, 19/46)、荨

麻科 (Urticaceae, 15/44)、壳斗科 ( Fagaceae, 4 /44)和蓼

科 ( Polygonaceae, 5/41)等。以上 30科占区系总科数

的 15. 08%, 共计有 531属 1464种,分别占总属、种数

的 56. 19%和 59. 68%,这些科在哀牢山得到充分的发

展,成为当地种子植物区系多样性的主体成分,为该植

物区系的优势科,对该地区的植物区系和植被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占该科世界种数排名在前的科,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该植物区系的地方特征,可视为该

植物区 系的 代 表科
[ 9-10]

, 有壳 斗 科、忍 冬科

( Caprifoliaceae )、山茶科 ( Theaceae )、报 春花科



第 3期 闫丽春等: 云南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285��

( Prmi u laceae)、木樨科 ( O leaceae )、荨麻科、蓼科

( Polygonaceae)、蔷薇科、五加科 (Araliaceae)等, 它们

大多是亚热带或热带�亚热带分布科,并非典型热带科

(表 2)。

有些科所含属数和种数不多,却是本地区植被的

建群种,如木兰科 (M agnoliaceae)、松科 ( P inaceae)、杉

科 (Taxodiaceae)等,它们对当地植物区系的形成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单种或寡种科,如青荚叶科

� �

(Helw ing iaceae)、水青树科 ( Tetracentraceae)、三尖杉

科 ( Cephalotaxaceae)、旌节花科 ( Stachyuraceae)是东

亚特有科, 它们是本区与东亚植物区系联系的重要

标志。其中水青树科为典型的第三纪孑遗植物, 目

前仅存 1属 1种, 即水青树 ( Tetracentron sinense) ,

被誉为现存被子植物的活化石
[ 11]

, 仅分布于我国

的中部和西南山地, 以及不丹、尼泊尔、印度缅甸

北部和越南。这些系统演化上古老孑遗或关

� � �
表 1� 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科的组成

Tab le 1� Th e fam ilies of seed p lan ts in A ilaoshan Region

科 Fam ilies 属 Gen era 种 Species

数量

Number
%

数量

Num ber
%

数量

Num ber
%

含 1种的科 Fam iliesw ith 1 species 37 18. 59 37 3. 92 37 1. 51

含 2~ 10种的科 Fam ilies w ith 2~ 10 species 95 47. 74 178 18. 84 395 16. 10

含 11~ 20种的科 Fam iliesw ith 11~ 20 species 37 18. 59 199 21. 06 557 22. 71

含 21~ 50种的科 Fam iliesw ith 21~ 50 pecies 22 11. 06 222 23. 49 719 29. 31

含 50~ 99种的科 Fam il ies w ith 50~ 99 species 5 2. 51 151 15. 98 378 15. 41

含 100种以上的科 Fam iliesw ith more than 100 species 3 1. 51 158 16. 72 367 14. 96

合计 Total 199 100 945 100 2453 100

表 2� 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代表科

T ab le 2� The rep resen tat ive fam ilies in the flora ofA ilaoshan R egion

科

Fam ilies

世界种数 [12] Num ber of species

in th eWorld (W )

哀牢山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in A ilaoshan ( A)
A /W (% )

壳斗科 Fagaceae 700 44 6. 29

忍冬科 Cap rifoliaceae 420 24 5. 71

山茶科 Th eaceae 610 31 5. 08

报春花科 Primu laceae 825 39 4. 73

木樨科 O leaceae 600 26 4. 33

荨麻科 U rt icaceae 1050 44 4. 19

蓼科 Po lygonaceae 1100 41 3. 73

蔷薇科 Rosaceae 2825 89 3. 15

五加科 A raliaceae 1325 40 3. 02

桑科 M oraceae 1100 32 2. 91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950 24 2. 53

龙胆科 G ent ianaceae 1225 24 1. 96

樟科 Lauraceae 2850 53 1. 86

毛茛科 Ranun culaceae 2450 39 1. 59

杜鹃花科 E ricaceae 3400 49 1. 44

芸香科 Ru taceae 1800 25 1. 39

唇形科 Lab iatae 6700 86 1. 28

锦葵科 M alvaceae 1800 21 1. 17

萝摩科 A sclep iad aceae 2800 31 1. 11

禾本科 G ram ineae 9500 104 1. 09

茜草科 Rub iaceae 10200 106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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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类群的存在说明本地区的演化有着相当古老的

历史。除此之外,很多古老的木本植物,如壳斗科、

樟科、山茶科等在本区也有着丰富的物种组成。

根据李锡文
[ 6]
和吴征镒等

[ 13- 14]
科的分布区类

型的划分, 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 199科可划分为 11

个类型和 10个变型 (表 3) , 显示该地区种子植物

科的地理成分复杂, 联系广泛, 既有世界性广布的

大科, 也有以温带和热带地区分布为主的较大科。

除去世界性分布的 50科外, 热带性质的科有 105

科,占总科数的 70. 47%;温带性质的科有 44科, 占

29. 53% ,热带性质的科远多于温带性质的科, 这反

映了本地植物区系的起源有着较强的古热带根源。

但本地缺乏典型热带植物区系的特征科, 如龙脑香

科 ( D ipterocarpaceae )、玉蕊科 ( Lecyth idaceae)、隐

翼科 ( C ryteron iaceae)等,又显示出亚热带性质。

3. 3属的分析

哀牢山 945属种子植物中, 10种 (包括 10

种 )以上的较大属有 36属 (表 4 ) , 隶属 29科

514种, 占本地总种数的 20. 95%。其中 9属为

世界广布属, 如蓼属 ( Po lygonum )、悬钩子属

( R ubus)、堇菜属 ( V io la )等。热带属 19属, 如

榕属 ( F icus)、冬青属 ( Ilex )、木姜子属 ( L itsea)、

茶属 ( C ame llia)、菝葜属 ( Sm ilax)等, 在亚热带区

域有诸多种系。温带属有 9属, 常为北温带地区

广布的大属, 如杜鹃属 ( Rhododendron)、报春花

属 ( P r imu la )、荚 蒾 属 ( V iburnum )、龙 胆 属

( G en tiana)等。杜鹃属在我国主产于西南地区,

云南可能是其起源和分化中心
[ 15 ]

, 分布于哀牢

山地区海拔 2 800 m 以上的杜鹃苔藓矮林和亚

高山杜鹃灌丛为该地较为显著的植被景观。报

春花属和龙胆属等为该地常绿阔叶林下草丛的

重要组 成植物。石 栎属 ( L ithocarpus)、锥属

( C astanopsis)和山胡椒属 ( L indera)的植物则为

该地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建群种。可见热带成分

明显占优势,且大多为该地森林的重要组成成分

或优势种类。

根据吴征镒等
[ 14, 16- 17]

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

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 945属可划分为 15个类型和

21个变型 (表 3)。

世界分布属共 56属,大多是中生的草本或灌

木,如毛茛属 ( R anunculus)、龙胆属 ( Gentiana)、千

里光属 ( Senecio)、珍珠菜属 ( Lysimachia)、苔草属

( C arex)等。

热带分布 (分布型 2~ 7)有 568属, 占总属 (除

世界分布属 )数的 63. 89%; 其中以泛热带分布最

多, 有 180 属, 占 20. 25% , 如 琼 楠 属

( Beilschm iedia )、苹 婆 属 ( Stercu lia )、合 欢 属

( Acac ia )、云 实 属 ( Caesa lp in ia )、黄 檀 属

( Da lberg ia)、鹅掌柴属 ( Schefflera)等, 多为该地森

林植被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其次是热带亚洲分布

属,有 155属, 占 17. 43% , 如木莲属 ( M ang lietia)、

含笑属 (M echilia)、黄肉楠属 ( Act inodaphne)、红光

树属 ( Knem a )、山茶属 ( C ame llia )、翅子藤属

( P terospermum )、崖摩属 ( Amoora)等。旧世界热带

分布有 83属, 占 9. 33%, 如蒲桃属 ( Syzyg ium )、海

桐花属 ( P ittospo rum )、扁担杆属 ( Grew ia)、血桐属

(M acaranga)、火筒树属 ( Leea)、楝属 (M elia )等。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有 29属,占 3. 26%,

如木姜属 ( L itsea)、白珠属 ( Gau ltheria)、柃木属

( Eurya )、水 东 哥 属 ( Saurauia )、无 患 子 属

( Sapindus)、泡花 树属 ( M eliosma )、山 香圆属

( Turp in ia)等。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有

83属,占 8. 21%, 如山龙眼属 ( H elicia )、杜英属

( E laeocarpus)、野牡丹属 ( M elastoma )、瓜馥木属

( F issistigma)、黑面神属 ( Breyn ia )、新木姜子属

( Neo litsea)、椿属 ( Toona)等。热带亚洲至热带非

洲分布 48属,占 5. 40%, 如木棉属 ( Bombax)、山竹

子属 ( Garcinia )、飞龙掌血属 ( Todda lia)、水麻属

( Debregeasia)、离瓣寄生属 (H elixanthera)、青藤属

( Illigera)、香茶菜属 ( Isodon)等。

温带性质的属 (分布型 8~ 15)有 321属,占总属

数的 36. 11%;其中以北温带分布最多,有 118属,占

13. 26%,如栎属 ( Quercus)、盐肤木属 ( Rhus)、槭属

(A cer)、桦木属 ( Betu la)、樱属 ( Cerasus)、天南星属

(A risaema)、松属 ( P inus)等。其次是东亚分布有

100属,占 11. 25%,如猕猴桃属 ( Actin id ia)、桃叶珊

瑚属 ( Aucuba )、兔儿风属 ( A insliaea )、吊钟花属

( Enk ianthus)、沿阶草属 ( Oph iopogon )、茵芋属

( Skimm ia)、野丁香属 ( Leptoderm is)等。东亚和北美

洲间 断 分 布 有 38 属, 占 4. 28% , 如 石 栎 属

( L ithocarpus )、珍珠 花 属 ( Lyon ia )、绣 球花 属

(Hydrangea)、木兰属 (M agno lia)、五加属 (A ralia)、石

楠属 ( Photinia)、铁杉属 (Tsuga)等。旧世界温带分布

有 38属, 占 4. 28%, 如香薷属 (E lsholtzia)、旋覆花属

( Inula)、重楼属 (Paris)、风毛菊属 ( Saussurea)、荞麦属

( Fagopy rum )、沙参属 ( A denophora)、附地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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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

Tab le 3� The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s in A ilaoshan Region

分布区类型

A real�types

科 Fam ilies 属 Genera

Number % Number %

1. 世界分布 Cosm opol itan 50 � 56 �

2. 泛热带分布 Pantrop ic 67 ( 73) 44. 97 ( 49. 00 )153 ( 180) 17. 21 ( 20. 25)

2�1. 热带亚洲、大洋洲 (至新西兰 )和中、南美 (或墨西哥 )间断分布

T rop. A sia, Au stralas ia ( to N. Zea.l ) & C. to S. Am er. ( orM ex ico) d is junct

1 0. 67 15 1. 69

2�2.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分布 T rop. As ia, A frica& C. to S. Am er. d isjunct 5 3. 36 12 1. 35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 T rop. A sia & T rop. Am er. d is junct 14 9. 4 29 3. 26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O ldW orld Trop ics 8 5. 37 73 ( 83) 8. 21 ( 9. 33)

4�1. 热带亚洲、非洲 (或东非、马达加斯加 )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T rop. A sia, A frica ( or E. A frica, M adagascar) & Au stralas ia d is junct

10 1. 12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 rop. As ia to Trop. Au stralas ia 3 2. 01 73 8. 21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rop. As ia to Trop. A frica 1 0. 67 43 ( 48) 4. 84 ( 5. 40)

6�1. 华南、西南至印度和热带非洲间断分布 S. , SW. C h ina to Ind ia & Trop. A fr.

d isjunct

3 0. 34

6�2. 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 Trop. A sia& E. Afr. or M adagascar

d isjunct

2 0. 22

7. 热带亚洲分布 T rop. A sia ( Indo�M alesia) 3 ( 6) 2. 01 ( 4. 02 ) 116 ( 155) 13. 05 ( 17. 43)

7�1. 爪哇 (或苏门达腊 ) , 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于华南、西南 Java ( or

Sum atra) , H im alaya to S. , SW. Ch in a disjun cted or d if fuse

1 0. 67 10 1. 12

7�2. 热带印度至华南 (尤其云南南部 )分布 Trop. Ind ia to S. Ch ina ( esp. S.

Yunnan )
15 1. 69

7�3.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Myanm ar, Th ailand to SW. C hina 1 0. 67 5 0. 56

7�4. 越南 (或中南半岛 )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V ietnam ( or Indoch inese Pen in su la) to

S. or SW. C h ina

1 0. 67 9 1. 01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 emperate 9 ( 30) 6. 04 ( 20. 13 ) 50 ( 118) 5. 62 ( 13. 26)

8�2. 北极 �高山分布 A rctic�A lp ine 1 0. 11

8�4.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N. T emp. & S. Tem p. d is junct 19 12. 75 57 6. 41

8�5.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Euras ia& Tem p. S. Am er. d isjun ct 1 0. 67 9 1. 01

8�6. 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智利间断分布 M ed iterranea, E. As ia, N. Z.

and Mex ico�Ch ile d is junct

1 0. 67 1 0. 11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E. As ia& N. Am er. disjun ct 7 4. 70 37 ( 38) 4. 16 ( 4. 28)

9�1.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E. As ia andM exico d is junct 1 0. 11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W orld Tem perate ( 1) ( 0. 67) 24 ( 38) 2. 70 ( 4. 28)

10�1. 地中海区至西亚 (或中亚 )和东亚间断分布 M ed iterranea, W. A sia ( or C.

A sia) & E. A sia dis jun ct

7 0. 79

10�2.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M editerran ea& H im alaya d is junct 4 0. 45

10�3. 欧亚和南非 (有时也在澳大利亚 )间断分布 Eu ras ia& S. A fr. ( som etim es also

Au stralia) d isjun ct

1 0. 67 3 0. 34

11. 温带亚洲分布 T emp. As ia 6 0. 67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M ed iterranea, W. A sia to C. As ia ( 4) ( 0. 45)

12�3.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M ed iterranea, to T emp.

T rop. A sia, Au stralas ia& S. Am er. dis jun ct

4 0. 45

13. 中亚分布 C. As ia ( 2) ( 0. 22)

13�2. 中亚东部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部 E. C. A sia to H im alaya& SW. Ch ina 2 0. 22

14东亚分布 E. A sia 5 ( 6) 3. 36 ( 4. 03 ) 39 ( 100) 4. 39 ( 11. 25)

14�1. 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 S ino�H ima laya ( SH ) 1 0. 67 48 5. 40

14�2. 中国 �日本 S ino�Japan ( S J) 13 1. 46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 ina 15 1. 69

合计 Total 199 100 9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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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较大属的统计

T able 4� The genera w ithm ore th an 10 species of seed p lants inA i laosh an Region

属

Genera

当地种数 Num ber

of species in

A ilaoshan R egion

中国种数 Num ber

of species

in Ch ina

%
类型*

Areal�typ es

蓼属 Polygonum 30 120 25. 00 1

榕属 F icu s 26 120 21. 67 2

杜鹃属 Rhododend ron 25 650 3. 85 8�4

悬钩子属 Rubu s 23 280 8. 21 1

石栎属 L ithocarpus 20 70 28. 57 9

报春花属 Prim u la 20 380 5. 26 8�4

冬青属 Ilex 18 118 15. 25 2�1

珍珠菜属 Lysim achia 18 120 15. 00 1

木姜子属 L itsea 17 64 26. 56 3

凤仙花属 Im pat ien s 16 190 8. 42 2�2

山矾属 Symp locos 15 125 12. 00 2�1

堇菜属 V iola 15 120 12. 50 1

铁线莲属 C lem at is 14 110 12. 73 1

香薷属 E lsho ltz ia 14 33 42. 42 10

菝葜属 Sm ilax 14 61 22. 95 2

薯蓣属 D ioscorea 13 80 16. 25 2

茶属 C am ellia 12 190 6. 32 7

素馨属 Jasm inum 12 44 27. 27 2

鹅掌柴属 S chefflera 12 37 32. 43 2

荚蒾属 V iburnum 12 74 16. 22 8

艾纳香属 B lum ea 11 30 36. 67 4�1

锥属 C astanopsis 11 60 18. 33 9

臭牡丹属 C lerodendrum 11 30 36. 67 2

白珠属 Gau ltheria 11 26 42. 31 3

龙胆属 Gen tiana 11 247 4. 45 14�2

灯心草属 Jun cus 11 67 16. 42 1

茄属 S olanum 11 39 28. 21 1

水锦树属 W endland ia 11 23 47. 83 5

紫菀属 Aster 10 130 7. 69 8�4

耳草属 H edyotis 10 50 20. 00 2

金丝桃属 H ypericum 10 48 20. 83 1

香茶菜属 Isodon 10 77 12. 99 6

山胡椒属 L indera 10 54 18. 52 9

半边莲属 Lobel ia 10 20 50. 00 2

冷水花属 P ilea 10 65 15. 38 2�2

远志属 Polygala 10 40 25. 00 1

� � * 编号见表 3。Th e code of areal�type see Tab le 3.

温带亚洲分布只有 6 属, 占 0. 67% , 如梅 属

(A rmeniaca)、杭子梢属 ( Campylotrop is)、锦鸡儿属

( C aragana)、黄鹌菜属 ( Young ia)等。地中海区、西

亚至中亚分布有 4属, 占 0. 46%, 如木樨榄属

( O lea)、沙针属 ( Osyris)、黄连木属 ( P istacia)、常春

藤属 (H edera)。中亚分布仅有 2属,是长柱琉璃草

属 ( L indelofia)、瘤果芹属 ( T rachydium )。中国特有

分布有 15属,占 1. 69%,如喜树属 ( Camptotheca)、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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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藤属 ( C raspedo lobium )、杉木属 ( Cunningham ia)、药

囊花属 ( Cyphotheca)、瘿椒树属 (Tap isc ia)、翅茎草属

( P teryg iella),紫菊属 (No toseris)等。

属的分布区类型与科的相似, 仍是热带成分明

显占优势。热带成分中泛热带成分 ( 20. 25% )和热

带亚洲成分 ( 17. 43% )构成了热带成分的主体,表明

了该植物区系具有鲜明的亚热带特色,同时该植物

区系中又含有丰富的温带成分,体现了热带向亚热

带的过渡性。

4与滇中无量山和滇西北香格里拉县

植物区系的比较

无量山位于云南中部,北纬 24�00 ~ 24�45 , 东经

100�25 ~ 100�53 ,与哀牢山隔江相望,在云南地貌区

划中属横断山脉南端中山峡谷亚区, 与哀牢山同处

于横断山系和云南高原两大地理区域的接合部,是

横断山脉南部中山峡谷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之

一
[ 18, 21]

。滇西北香格里拉县位于北纬 26�52 ~ 28�

52 ,东经 99�20 ~ 100�29 ,处于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的东南边缘, 在植物区划上属喜马拉雅植物区系中

横断山脉地区
[ 19]
。

在优势科组成上 (表 5), 哀牢山种子植物区系

与无量山的非常接近, 具有最多的共同优势科。滇

西北的香格里拉县因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 横断山

脉的腹地,植物区系的温带性质明显, 优势科中较多

的是世界性广布的科, 如伞形科、石竹科、十字花科

等,以及主产北温带的科,如杨柳科、龙胆科等, 与哀

牢山植物区系的差别较大。

表 5� 哀牢山种子植物区系与滇中无量山和滇西北香格里拉县植物区系优势科的比较

T 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dom inat fam ilies of seed p lants in A ilaoshan, Wu liangshan and X ianggelila

哀牢山 A ilaoshan

科

Fam il ies

属 /种

Genera/ species

菊科 Com pos itae 69: 157

茜草科 Rub iaceae 32: 106

禾本科 G ram in eae 57: 104

蔷薇科 Rosaceae 30: 89

唇形科 Lab iatae 36: 86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36: 79

兰科 O rch idaceae 38: 71

樟科 Lauraceae 11: 53

杜鹃花科 E ricaceae 7: 49

大戟科 E uphorb iaceae 19: 46

荨麻科 U rt icaceae 15: 44

壳斗科 Fagaceae 4: 44

蓼科 Polygonaceae 5: 41

五加科 A raliaceae 14: 40

毛茛科 Ranuncu laceae 10: 39

报春花科 Prim u laceae 3: 39

玄参科 Scrophu lariaceae 18: 35

桑科 Moraceae 4: 32

萝藦科 Asclepiadaceae 11: 31

山茶科 Theaceae 7: 31

无量山 Wu liangshan[18]

科

Fam ilies

属 /种

G enera / species

菊科 C ompositae 68: 149

禾本科 Gram ineae 71: 150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54: 135

兰科 Orchidaceae 46: 98

唇形科 Lab iatae 46: 94

蔷薇科 Rosaceae 29: 79

杜鹃花科 Ericaceae 8: 61

茜草科 Rub iaceae 26: 58

大戟科 Euphorb iaceae 27: 57

玄参科 S crophu lariaceae 20: 53

百合科 L iliaceae 18: 49

荨麻科 U rticaceae 16: 49

壳斗科 Fagaceae 5: 46

樟科 Lau raceae 12: 44

桑科 M oraceae 6: 42

苦苣苔科 G esn eriaceae 18: 38

五加科 Aral iaceae 13: 34

山茶科 Theaceae 8: 34

莎草科 Cyperaceae 10: 33

毛茛科 Ranun cu laceae 9: 32

香格里拉 Sh angrila[19]

科

Fam ilies

属 /种

Genera / species

菊科 Com pos itae 48: 212

毛茛科 Ranuncu laceae 19: 139

唇形科 Lab iatae 31: 104

蔷薇科 Rosaceae 25: 95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20: 87

禾本科 G ram ineae 49: 84

杜鹃花科 Ericaceae 1: 79

报春花科 Prim alaceae 4: 75

蝶形花科 Papil ionaceae 3: 74

伞形科 Um belliferae 26: 70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24: 70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11: 59

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6: 54

百合科 Li liaceae 19: 44

杨柳科 Sal icaceae 2: 43

龙胆科 G ent ianaceae 10: 42

莎草科 Cyperaceae 10: 37

蓼科 Polygonaceae 5: 37

兰科 Orch idaceae 23: 35

小蘖科 Berberidaceae 2: 34

从 3地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表 6)可看

出,哀牢山与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分布区类型的组

成非常类似,泛热带分布型约占总属数的 20. 00%,

热带亚洲分布约占 18. 00%, 热带分布约占 64. 00%。

滇西北香格里拉县植物区系
[ 19]
中泛热带分布属仅

占总属数的 13. 64%, 热带亚洲分布仅占 4. 81% ,热

带分布合计 29. 63% ,而北温带分布型和中国特有分

布型则高达 28. 99%和 4. 34%, 热带分布型显著减

少,而温带分布型显著增加,而且特有现象也较前二

者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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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哀牢山、无量山和香格里拉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比较

Tab le 6� The com parison of areal�types of genera of seed p lan ts in A ilaoshan, Wu liangshan andX ianggel ila

分布区类型

A real�types

哀牢山

A ilaoshan (% )

无量山 [ 18]

Wu liangshan (% )

香格里拉 [19]

Shangrila (% )

1.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

2. 泛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20. 25 21. 03 13. 64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 Trop. A sia & Trop. Am er. d is junct 3. 26 2. 51 2. 64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OldW orld Trop ics 9. 33 8. 89 3. 26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 rop. As ia to T rop. Au stralasia 8. 21 5. 13 2. 02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rop. As ia to T rop. Africa 5. 40 7. 53 3. 26

7. 热带亚洲分布 Trop. As ia ( Indo�M alys ia) 17. 43 19. 14 4. 81

2~ 7热带成分合计 63. 88 64. 23 29. 63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13. 26 12. 87 28. 99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E. As ia& N. Am er. d is junct 4. 28 4. 29 7. 29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W orld Tem perate 4. 28 3. 66 9. 30

11. 温带亚洲分布 Temp. As ia 0. 67 0. 63 2. 48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M ed iterranea, W. As ia to C. As ia 0. 45 0. 31 2. 48

13. 中亚分布 C. As ia 0. 22 0 0. 93

14. 东亚分布 E. As ia 11. 25 11. 19 14. 57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ina 1. 69 2. 82 4. 34

合计 Total 100 100 100

5结论

1)哀牢山地区植物种类十分丰富,野生种子植

物有 199科 945属 2 238种 215变种 (亚种 ),是云南

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植物科:属:种比

例为 1: 4. 8: 12. 3, 与滇西北的玉龙雪山 ( 1: 5:

15)
[ 20]
不同,而与滇中南的无量山 ( 1: 5: 12)

[ 21]
相

近,这种 !科多种少 ∀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古老
和保守的性质

[ 20]
。

2)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 199科可划分为 11个

分布区类型和 10个变型; 945属可划分为 15个分布

区类型和 21个变型, 显示植物地理成分复杂,联系

广泛。从属的分布区类型可看出,热带成分与泛热

带地区的联系最为密切,而温带成分与东亚地区的

联系最为密切。

3)哀牢山种子植物区系中,热带性质的科有 105

科,占总科数的 70. 47% ;热带性质的属有 568属,占

总属数的 63. 89%, 以热带成分占优势,但缺少典型

热带成分,且具有不少东亚特征科属,表现出从热带

植物区系向温带植物区系的过渡性,总体上仍为亚

热带性质。

4)哀牢山植物区系属于东亚植物区系, 中国�喜
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的云南高原地区。

5)哀牢山植物区系与无量山植物区系非常接

近,具有最多的共同优势科。滇西北的香格里拉县

植物区系的温带性质明显, 与哀牢山植物区系的差

别较大。哀牢山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与无量山

的非常类似,以热带分布型为主; 滇西北香格里拉县

植物区系热带成分仅占总属数的 29. 63%,而北温带

分布型则高达 28. 99%,与哀牢山植物区系区别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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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 刘德隅, 王继先, 吕培炎, 等. 哀牢山保护区科学考察综合报告

[M ] / /徐永椿,姜汉侨.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

告集.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8: 1- 10.

[ 2] L iu Y H (刘玉洪 ) , Zhang K Y (张克映 ) , Ma Y X (马友鑫 ) , et

a.l D is tribu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 hum id ity resou rce of the

A ilao Moun tains ( Sou thw es tm onsoonM ountainous area) [ J]. JN at

Resour(自然资源学报 ) , 1996, 4: 347- 354. ( in Ch inese)

[ 3] Zhang K Y (张克映 ), Zhang Y P(张一平 ) , L iuY H (刘玉洪 ) , et

a.l V ertical d istribu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 in the A ilao

M ountain [ J] . SciG eogra S in(地理科学 ) , 1994, 14( 2) : 144-

151. ( in Ch inese)

[ 4] 庞金虎, 范家瑞, 邱学忠, 等. 哀牢山植被 [M ] / /徐永椿, 姜

汉侨.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 昆明: 云南

民族出版社, 1988: 63- 122.



第 3期 闫丽春等: 云南哀牢山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291��

[ 5] 徐成东. 哀牢山蕨类植物 [M ]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1- 101.

[ 6 ] Li X W (李锡文 ) . F loris tic statist ics and analyses of seed plants

from Ch ina [ J] . Acta Bot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 1996, 18( 4) :

363- 384. ( in Ch inese)

[ 7] Q ianH, R ick lefs R. A com parison of th e T axonom ic R ichness of

vascu lar p lants in C h ina andU n ited States [ J]. Am er Nat, 1999,

154: 160- 181.

[ 8] W ang H S (王荷生 ) . The natu re of Ch ina�s f lora and th e

relation sh ip s betw een its differen t elem en t [ J ]. A cta B ot Yunn an

(云南植物研究 ) , 2000, 22( 2) : 119- 126. ( in Ch inese)

[ 9] Zhang H D (张宏达 ) .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 e flora of

Guangdong [ J]. A cta Sci NatU n iv Sunyatsen i (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1962( 1) : 1- 34. ( in Ch in ese)

[ 10 ] ZhuH (朱华 ) . Florist ic plan t geography on the d ipterocarp forest

ofX ishuangbanna [ J ] . A cta Bot Yunnan (云南植物研究 ) ,

1993, 15( 3 ): 233- 253. ( in Ch in ese)

[ 11 ] Takh tajan A. Flow ering Plants # Origin and D ispersal [M ] .

W ash ington, D. C. : Sm ithson ian In stitut ion P ress, Ed inburgh

O liver& B oyd, 1969: 48- 52.

[ 12 ] M abb erley D J. Th e P lan t�book, A Portable D ict ionary of th e

Vascular P lants [ M ] . S econd ed. C amb ridge: C amb ridge

Un iversity Press, 1997: 1- 858.

[ 13 ] W u Z Y(吴征镒 ), Zhou Z K (周浙昆 ) , L iD Z(李德铢 ), et

a.l Th e areal�types of theW orld fam ilies of seed p lan ts [ J] . Acta

B ot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 , 2003, 25 ( 3 ) : 245- 257. ( in

C hinese)

[ 14] 吴征镒, 李德铢, 周浙昆, 等.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

源和分化 [M ]. 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6: 1- 566.

[ 15] Yang J(杨杰 ) , YangW (杨唯 ) , Yang F(杨飞 ) , et a.l E f fects

of range s ize on th e spatial pattern s of Rhododendron d ivers ity in

Yunnan, C h ina [ J] . J Chux iong Norm Un iv(楚雄师范学院学

报 ) , 2008, 23( 3) : 46- 53. ( in Ch inese)

[ 16] W u Z Y(吴征镒 ) . The areal�types of the Ch in ese gen era of seed

p lan ts [ J] . A cta B otY unnan(云南植物研究 ) , 1991 ( Supp.l

4) : 1- 139. ( in Ch in ese)

[ 17] Wu Z Y (吴征镒 ) . Addenda et corrigenda ad typ i arealorum

generorum sperm atophytorum sin icarum [ J ] . A cta Bot Yunnan

(云南植物研究 ) , 1993 ( Supp.l 4 ) : 141- 178. ( in C h inese)

[ 18] Peng H (彭华 ) . The endem ism in the flora of seed p lan ts inM t.

W u liangsh an [ J] . A cta Bot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 , 1997, 19

( 1) : 1- 14. ( in Ch inese)

[ 19] Li P R (李品荣 ) , Zeng JM (曾觉民 ) . P relim inary study on

flora of seed plants in X ianggelila C ounty, Yunnan Province [ J] .

J Zhejiang For C oll(浙江林学院学报 ) , 2006, 23 ( 4 ) : 367-

372. ( in Ch inese)

[ 20 ] W ang L S (王利松 ) , K ong D R (孔冬瑞 ) , M aH Y(马海英 ) ,

et a.l A p relim inary study on floristics of sperm atophyte from M t.

X iaobaicao ling, cen tral Yunnan, Ch in a [ J] . A cta B ot Yunnan

(云南植物研究 ) , 2005, 27( 2 ): 125- 133. ( in C hinese)

[ 21] 彭华. 滇中无量山种子植物 [M ]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7: 1- 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