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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的特点与亲缘

朱　华, 李延辉, 许再富, 王　洪, 李宝贵
(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昆明分部, 云南昆明 650204 )

摘　要: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经初步资料整理统计有种子植物 3 336 种, 隶属于 1 140 个属, 大约 197 个科。植物区

系成分构成是热带分布的科和属分别占总科和属数的 6011% 和 8315% , 在热带分布属中, 又以热带亚洲成分占

优势 (占 3218% )。通过植物区系组成和地理成分分析, 认为该植物区系是热带性质的, 属于热带亚洲区系的一

部分, 并带有明显热带边缘性质和几种地理成分交汇的特点。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广西热带植物区系和海南热

带植物区系在发生上同源, 主要来自于古南大陆与古北大陆区系成分的融合, 在发展上受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

渗透和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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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Character istics and aff in ity of the f lora
of X ishuangbanna , SW Ch ina

ZHU H ua, L I Yan2hui, XU Zai2fu, W AN G Hong, L IBao2gui
( X ishuang banna T rop ical B otanical Gard en, T he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Kunm ing, 650204, China )

Abstract: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SW China, is recorded to consist of 3 336 native seed p lan t species belonging

to 1 140 genera and 197 fam ilies, of w h ich the fam ily O ch idaceae w ith 334 species is the largest fam ily in size; Pap il2
ionaceae w ith 182 species is the second; Rubiaceae w ith 147 species is the th ird; and other fam ilies are ranked as fo l2
low ing: Gram ineae (143 species) , Euphorbiaceae (119) , Compositae (107) ,M oraceae (77) ,U rticaceae (72) ,L auraceae

(68) , Zingiberaceae (67) , A sclep iadaceae (62) , A pocynaceae (61) , L abiatae (59) , A nnonaceae (52) , Cucurbitaceae

(50) ,A canthaceae (49)Rosaceae (49) , Fagaceae (45) ,A raceae (43) etc. The statistics of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axa

show s that the fam ilies and genera of trop ical distribution m ake up 6011% and 8315% of the to tal sum of the flora

separately. Furthermore, the genera of trop ical A sian distribution contribute 3218% of the to tal sum of genera

w h ich rep resen ts strong affin ity to trop ical A sian flora. It is confirm ed that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is of the

trop ics in nature and as a part of the trop icalA sian flora. O ccurred at the montane habitats from northern m argin of

trop icalA sia, the flora also show s consp icuous characters of the trop icalm argin and is the transitional to the subtrop2

ical flo ra of SW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has the sam e origin as the floras of the trop i2
cal Guangxi and H ainan of S China and w as possibly derived from the ancien t Gandw ana and L aurasian elem ents,

but strongly affected by modern trop ical A sian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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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位于东南亚热带北缘, 是热带生物区系

向亚热带生物区系的过渡地带。贯穿西双版纳的澜沧

江被认为是古南大陆 (冈瓦那古陆)与古北大陆 (劳亚

大陆)的一条缝线〔1〕, 故该地区又可能是古南大陆与

古北大陆区系成分的的交汇地带, 增加了该地区生物

地理成分的复杂性〔2, 3〕。特殊的地理和地史背景造就

了西双版纳十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据考察, 全州有

陆栖脊椎动物 539 种, 占全国陆栖脊椎动物总数的

1ö4, 鸟类有 400 余种, 占全国总数的 1ö3, 鱼类和昆

虫也十分丰富。西双版纳估计有种子植物 5 000 种以

上, 远比同样面积的中国其它地区要高, 占全国种子

植物总数的 1ö6〔4〕, 这使得西双版纳地区在植被地理、

植物区系地理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上具有较高

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入的地区性植物区系地理

的研究, 应分析到种的分布区类型构成。西双版纳的

植物区系无疑是东南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在未对东

南亚植物区系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时, 要对其种的分

布区类型构成进行分析是十分困难的。本研究虽仍是

以科、属的分析为主, 但提供了丰富的西双版纳植物

区系的统计资料, 以及与广西和海南热带植物区系作

了比较, 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　西双版纳的自然地理背景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最南部边缘, 约

当 21°09′～ 22°36′N , 99°58′～ 101°50′E 之间, 总面积

19 690 km
2。西双版纳南与老挝、缅甸接壤, 西、北、东

三面与滇西南山原、山地相连, 属于横断山系南端无

量山脉和怒山脉的余脉。整个地势周围高, 中部低, 以

山原为主, 其中又分布着许多宽谷盆地、低山和低丘。

海拔范围从最低处澜沧江河谷 550 m 至最高峰 2

42915 m。西双版纳的大部分地区为具有亚热带至温

带气候的热带山地, 典型热带气候地区仅为海拔 900

～ 1 000 m 以下的低山、河谷及坝区, 约占总面积

18%。

西双版纳的气候属于西部型季风气候。其特点

是干、湿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以勐腊县为例: 年均温

21 °C, > 10 °C 积温 7 639 °C, 最热月均温 2416 °C, 最

冷月均温 1512 °C; 年降雨量 1 53119 mm , 干季 (11～

4 月) 降雨 282 mm , 湿季 (5～ 10 月) 降雨 1 250 mm ,

相对湿度 80%。年温差小, 日温差大, 干湿季变化十

分明显。由于西双版纳的山原地貌特点, 与同纬度的

大陆东南亚其它地区相比, 热量偏低, 日温差大。西双

版纳地区虽大部分为热带山地, 但由于特殊的地形地

貌, 气候的立体分异相当大, 其东、北、西三面高, 在一

定程度上阻挡了西北方来的冷气流, 使得最冷月均温

并不低 (与河内相同为 1515 °C) , 弥补了积温的不足;

低山沟谷及低丘上, 冬季有浓雾, 日雾露水量平均

011～ 013 mm , 最高 1 mm , 加上土壤的湿润, 又弥补

了降水的不足。因而在该地区的低山沟谷及低丘上,

形成了热带湿润气候, 具有热带雨林发育, 表现为一

种热带雨林与热带半常绿季节林和热带山地的常绿

阔叶林镶嵌的植被分布格局。

西双版纳地区在中生代以前属于古地中海的东

部边缘部分〔5, 6〕。第三纪始新世以后, 随喜马拉雅造山

运动奠定和逐步形成现代山脉和地势的轮廓, 直到第

四纪, 随青藏高原的剧烈隆升, 才形成高差很大的现

代地貌和季风气候。

从西双版纳现在植被类型和分布格局来看, 在近

代显然发生过若干次干旱和湿润的气候波动, 例如,

在西双版纳小橄榄坝一带的澜沧江河谷成片生长有

印—缅一带半干旱地区特征植 被—— 榆 绿 木

(A nogeissus acum inata) 单优群落〔7〕, 这种单优群落显

然是在较现在更为干热的气候下发展起来的。同样,

有着干旱起源的大蒲葵 (L iv istona saribus) 单优群

落〔8〕, 也较普遍分布在澜沧江的两岸山地上。

西双版纳地区的古植物学资料很少, 根据勐腊县

磨歇晚白垩世晚期到早第三纪早期的孢粉组合资

料〔9〕, 推测当时该地区的代表植被是偏干性的亚热带

或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中新世到上新世, 宋之

琛等〔10, 11〕把西双版纳及中南半岛北部的相应地区划

归高原栎、桦类及灌丛植物地理区中的东部横断山脉

植物亚区, 认为在河谷低地仍为亚热带—热带性质。

参看邻近地区, 印度东北部中新世时为亚热带气

候〔12〕, 滇东南开远小龙潭晚中新世植物群为亚热带

季风常绿阔叶林, 云南景谷〔13〕和中南半岛北部〔14〕亦

都带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点, 因此推测第三纪该地

区的代表植被主要是南亚热带—亚热带性质的常绿

阔叶林。

现在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中, 有一些海岸红树林的

残余分子及一些近缘种存在。如红树科的竹节树

(Carallia) 和山红树 (P ellacaly x ) ; 红树林的近缘成分

金 刀 木 ( B arring tonia ) , 使 君 子 科 的 榄 仁

(T erm inalia) , 藤黄科的红厚壳 (Calop hy llum ) , 爵床科

的老鼠　 (A canthus)、露兜科的露兜树 (P and 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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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也推测西双版纳地区在历史上可能有过红树

林植被存在。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和地

理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

2　植物区系的组成及特点

西双版纳估计有野生种子植物 4 000 种以上, 目

前记录到的有 3 336 种, 隶属于 1 135 属及 197 科

(表 1)。含 30 个科以上的这 31 个科共有植物 693 属

2 150 种, 占总属数的 61% 和总种数的 64% , 构成了

该植物区系的主体。

表 1　 西双版纳种子植物科及大小顺序
Table 1　Fam ilies and their sizes of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 100 species

O rch idaceae 96 (属) 336 (种) Gram ineae 65 141
Pap ilionaceae 56 182 Euphorbiaceae 38 119
Rubiaceae 43 147 Compositae 59 107
51～ 100 species
M oraceae 6 77 A sclep iadaceae 25 62
U rticaceae 12 72 Apocynaceae 27 61
L auraceae 12 68 L abiatae 29 59
Zingiberacae 15 67 A nnonaceae 15 52
21～ 50 species
Cucurbitaceae 17 50 M enisperm aceae 14 29
A can thaceae 32 49 L iliaceae 13 28
Rosaceae 17 49 Rham naceae 9 28
Fagaceae 6 45 Solanaceae 6 27
A raceae 16 43 A raliaceae 9 26
Cyperaceae 13 43 M imosaceae 8 26
V erbenaceae 7 43 Loran thaceae 8 25
M eliaceae 12 38 Caesalp in iaceae 4 24
Rutaceae 12 36 M elastom aceae 8 24
Convo lvulaceae 11 35 M yrtaceae 2 24
M alvaceae 10 34 Palm ae 9 34
M yrsinaceae 5 33 V itaceae 7 24
Scrophuiariaceae 13 32 D ioscoreaceae 1 23
Sterculiaceae 12 32 O leaceae 7 23
Comm elinaceae 9 31 Theaceae 8 22
P iperaceae 3 30 Celastraceae 6 21
Gesneriaceae 11 29 Polygonaceae 3 21
6～ 20 species(55)

Po lygalaceae 3 19 V io laceae 1 9
Um belliferae 8 19 Burseraceae 3 8
A nacardiaceae 12 18 Juglandaceae 3 8
Boraginaceae 9 18 Lobeliaceae 1 8
T iliaceae 5 17 P ro teaceae 2 8
E laeocarpaceae 2 16 Sabiaceae 2 8
Sm ilacaceae 2 16 San talaceae 5 8
Capparidaceae 4 15 Sapo taceae 3 8
Logan iaceae 6 15 V accin iaceae 2 8
A lism ataceae 3 14 Caryophyllaceae 6 7
Sap indaceae 2 14 Hernandiaceae 1 7
A quifo liaceae 1 13 M agno liaceae 4 7
Ranunculaceae 4 13 M alp igh iaceae 2 7
B ignon iaceae 8 12 O nagraceae 2 7
Cap rifo liaceae 3 12 Sam ydaceae 2 7
L yth racxeae 4 12 A gavaceae 1 6
Am aran thaceae 6 11 A langiaceae 1 6
Com bretaceae 4 11 Cruciferae 3 6
H ippocrateaceae 3 11 Cycadaceae 1 6
Begon iaceae 1 10 Ebenaceae 1 6
U lm aceae 5 10 E ricaceae 2 6
Campanulaceae 6 9 Hypericaceae 3 6
F lacourtiaceae 4 9 L en tibulariaceae 1 6
Guttiferae 3 9 Passiflo raceae 2 6
Icacinaceae 7 9 Saurauiaceae 1 6

　　3 仅统计本地植物种数 It’ s on ly local m um bers of species of p lan ts

M yristicaceae 3 9 Staphyleaceae 2 6

P rim ulaceae 1 9 Styracaceae 3 6
Symp locaceae 1 9
1～ 5 species(94)

A risto loch iaceae 1 5 M ussaceae 1 2
Connaraceae 4 5 Op iliaceae 2 2
Cornaceae 3 5 Podostemonaceae 2 2
D illen iaceae 2 5 Portulacaceae 2 2
E laeagnaceae 1 5 Po tamogetonaceae 1 2
O xalidaceae 3 5 Saururaceae 2 2
P ittosporaceae 1 5 Sax ifragaceae 2 2
Sim aroubaceae 3 5 Stemonaceae 1 2
A ceraceae 1 4 Thym eleaceae 2 2
Balanophoraceae 1 4 Xanthophyllaceae 1 2
Gentianaceae 4 4 Xyridaceae 1 2
Gnetaceae 1 4 Apostasiaceae 1 1
L em naceae 3 4 Berberidaceae 1 1
N yssaceae 2 4 Cabom baceae 1 1
Podocarpaceae 1 4 Cephalo taxaceae 1 1
Sch izandraceae 2 4 Cryp teron iaceae 1 1
Symphorem ataceae 3 4 Cytinaceae 1 1
Burm ann iaceae 1 3 D ichapetalaceae 1 1
Ch lo ran thaceae 2 3 D ip sacaceae 1 1
E scallon iaceae 2 3 D roseraceae 1 1
Hypox idaceae 2 3 E ryth roxylaceae 1 1
Illiciaceae 1 3 Geran iaceae 1 1
Iridaceae 1 3 Hydrangiaceae 1 1

M aran taceae 2 3 Hydrophyllaceae 1 1
O lacaceae 3 3 Ixonan thaceae 1 1
P lan taginaceae 1 3 Juncaceae 1 1
Rh izophoraceae 2 3 L ecyth idaceae 1 1
Salicaceae 2 3 L inaceae 1 1
A ctin idiaceae 1 2 M arsileaceae 1 1
Betulaceae 2 2 M enyan thaceae 1 1
Bom bacaceae 1 2 M olluginaceae 1 1
Butom aceae 2 2 M yricaceae 1 1
Buxaceae 2 2 N yctaginaceae 1 1
Cardiop teridaceae 1 2 O robanchaceae 1 1
Carlem ann iaceae 2 2 Pandanaceae 1 1
Chenopodiaceae 1 2 Pen taph ragm aceae 1 1
Corylaceae 1 2 P inaceae 1 1
Cuscutaceae 1 2 Sladen iaceae 1 1
Daphn iphyllaceae 1 2 Sonneratiaceae 1 1

D ip terocarpaceae 2 2 Spargan iaceae 1 1

E latinaceae 2 2 Sphenocleaceae 1 1

E riocaulaceae 1 2 Stachyuraceae 1 1

F ico idaceae 1 2 Stylidiaceae 1 1

Fum ariaceae 1 2 Taccaceae 1 1

Ham am elidaceae 2 2 Tetram elaceae 1 1

Hydrocaryaceae 1 2 T riliaceae 1 1

L ardizabalaceae 1 2 Zygophyllaceae 1 1

Total: 198 科 1 140 属 3 336 种

　　兰科在西双版纳具有 96 个属 334 种, 其种数甚

至超过了相应地区比它面积大得多的老挝、柬埔寨、

台湾和海南, 体现了极大的多样性〔15〕。

有些科在种数上虽不占优势, 但却是构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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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层乔木的主要科或代表科, 如无患子科 (Sap in2
daceae ) , 漆 树 科 ( A nacardiaceae ) , 橄 榄 科

(Burseraceae) , 杜英科 (E laeocarpaceae) , 柿树科 (Ebe2
naceae) , 使君子科 (Com bretaceae) , 榆科 (U lm aceae) ,

桃金娘科 (M yrtaceae) 等。还有一些科, 种数亦不多,

但为群落的特征科, 常有较大重要值, 如龙脑香科

(D ip terocarpaceae) , 玉蕊科 (Barrington iaceae) , 四数木

科 (T etram eleaceae) 肉豆蔻科 (M yristicaceae) , 藤黄科

(Gutifferae) , 茶茱萸科 ( Icacinaceae) , 粘木科 ( Ixo ran2
thaceae) , 山榄科 (Sapo taceae) , 单室茱萸科 (M astix i2
aceae)等。

从组成版纳植物区系的这些科的性质看 (表 2) ,

典型热带分布的科占总科数的 1812% , 如泛热带分

布的茜草科、爵麻科、大戟科、桑科、龙脑香科、牛栓藤

科 ( Connaraceae )、 肉 豆 蔻 科、 莲 叶 桐 科

(H ernandiaceae)、箭根薯科 (T accaceae)、橄榄科、山榄

科 (Sapo taceae)、茶茱萸科等; 古热带分布的番荔枝科

(A nnonaceae)、露兜树科 (Pandanaceae)、海桑科 (Son2
neratiaceae)、玉蕊科; 热带亚、非、美洲分布的马兜铃

科 (A risto loch iaceae)、木棉科 (Bom bacaceae)、六苞藤

科 (Sympho rem aceae)、粘木科; 热带亚洲分布的四角

果科 (Carlem anniaceae)、单室茱萸科 (M astix iaceae)、

肋果茶科 (Sladen iaceae)、四数木科、隐翼科 (C ryp tero2
niaceae )、五膜草科 (Pen taph ragm aceae) 等。主产热

带, 但分布区延伸到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科占 4119% ,

如大戟科, 茜草科、樟科、番荔枝科、夹竹桃科、楝科、

兰科、橄榄科、桑科、葡萄科、荨麻科、爵床科、天南星

科等。主产亚热带的科有 35 个, 占 1717% , 如壳斗

科、 木 兰 科 ( M agno liaceae )、 五 味 子 科

Sch izandraceae)、山茶科 (T heaceae)、灰木科 (Symp lo2
caceae)、金缕梅科 (H am am elidaceae)、槭树科 (A cer2
aceae)、黄杨科 (Buxaceae)、紫树科 (N yssaceae)、三白

草科 (Saururaceae)、省沽油科 (Staphylaceae)、越桔科

(V accin iaceae)、清风藤科 (Sabiaceae)、鼠李科 (R ham 2
naceae) , 冬青科 (A quifo liaceae)、榆科 (U lm aceae) 等。

主产温带, 分布区扩展较大的科有 43 个, 占总科数的

2212% ; 包括北温带分布的报春花科 (P rim ulaceae)、

毛茛科 (R anuculaceae)、伞形科 (Um belliferae) , 主产

温带的菊科 (Compo sitae)、禾本科 (Gram ineae)、百合

科 (L iliaceae)、蔷薇科 (Ro saceae)、玄参科 (Scroph lari2
aceae) 等及主产地中海区的紫草科 (Bo raginaceae)、

十字花科 (C ruciferae)、唇形科 (L abiatae)。

　　西双版纳虽以热带山地占有最大面积, 但其植物

区系的主体主要是在其热带低地, 故仍以热带和主产

热带的科为主 (共占 6011% ) , 仍属于热带性质的植

物区系。就不同植被类型而言, 典型热带分布的科在

沟谷雨林中比例最高, 热带和主产热带的科在热带

雨林中占 7819%～ 80% , 在石灰岩森林中占 7113% ,

在整个版纳植物区系中占 6011% , 说明在西双版纳

最大面积的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中, 仍有相当数量的

主产亚热带和主产温带的科。在其热带成分中, 以主

产热带但分布区延伸到亚热带和温带的科为最多, 该

植物区系中含较多种数的优势科, 全都为这类科而非

典型热带科, 故该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热带边缘性质,

是热带亚洲区系的北缘部分。

表 2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科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2　D istribution patterns of fam ilies

from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科的分布区类型
D istribution
patterns of
fam ilies

沟谷雨林
RSRF

(109 科)

低丘雨林
LHSRF
(75 科)

石灰岩森
林L SRF
(129 科)

版纳植物
区系 FX
(197 科)

典型热带分布
Typ ical trop ics

2210% 1610% 1515% 1812%

热带到亚热带或温带,
主 产 热 带 T rop ical to
subtrop ical o r temper2
ate,m ain ly in trop ics

5619% 6410% 5518% 4119%

热带到温带, 主产亚热
带 T rop ical to temper2
ate,m ain ly in subtrop ical

1218% 913% 1117% 1717%

全世界分布, 主产温带
Cosmopolitan, m ain ly in
temperate

813% 1017% 1710% 2212%

RSRF: Ravine seasonal rain fo rest; LHSRF: Low er h ill seasonal rain fo rest;

L SRF: L im estone seasonal rain fo rest; FX: F lo ra of X ishuangbanna.

　　在版纳植物区系的优势科 (含 20 种以上) 中, 按

各个科占该科世界种数和属数百分比值大小排名次

(表 3) , 则与其优势科的排名不同。按占该科世界种

数排名在前的科,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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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 如荨麻

科、防己科 (M enisperm aceae)、葫芦科、姜科、鸭趾草

科、桑科、壳斗科、夹竹桃科、芸香科、卫矛科 (Celas2
traceae)、木樨科 (O leaceae)、五加科 (A raliaceae)、锦葵

科、葡萄科、紫金牛科、山茶科、樟科、萝　科、鼠李科

(R ham naceae)、薯蓣科 (D io sco reaceae)等。同样, 按各

个科占该科世界属数百分比排名在前的科, 在一定

程度上能反映该植物区系的发生特征〔21〕, 亦可视为

该植物区系起源意义上的代表科, 如壳斗科、葡萄科、

樟科、胡椒科、山茶科、姜科、荨麻科、木樨科、楝科、鸭

跖草科、防己科、旋花科、薯蓣科等。不论是反映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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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的代表科及排名

Table 3　The fam ilies w ith h igher rep resen tative value in

both genera and species in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排名
Rank

科名
Fam ily

版纳种ö
世界种

RV S% 1)

排名
Rank

科名
Fam ily

版纳属ö
世界属

RV G% 2)

1
荨麻科
U rticaceae

1219 1
壳斗科
Fagaceae

7510

2
防已科
M enisperm aceae

813 2
葡萄科
V itaceae

5813

3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718 3
樟科
L auraceae

3715

4
姜科
Zingiberaceae

714 4
胡椒科
P iperaceae

3715

5
鸭跖草科
Comm elinaceae

612 5
山茶科
Theaceae

3313

6
桑科
M oraceae

515 6
姜科
Zingiberaceae

3016

7
壳斗科
Fagaceae

510 7
荨麻科
U rticaceae

2617

8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411 8
木樨科
O leaceae

2411

9
芸香科
Rutaceae

410 9
楝科
M eliaceae

2410

10
卫矛科
Celastraceae

410 10
鸭跖草科
Comm elinaceae

2317

11
木樨科
O leaceae

318 11
防已科
M enisperm aceae

2115

12
五加科
A raliaceae

317 12
旋花科
Convo lvulaceae

2010

13
锦葵科
M alvaceae

314 13
薯蓣科
D ioscoreaceae

2010

14
葡萄科
V itaceae

314 14
萝　科
A sclep iadaceae

1912

15
紫金牛科
M yrsinaceae

313 15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1716

16
山茶科
Theaceae

312 16
桑寄生科
Loran thaceae

1710

17
樟科
L auraceae

31 17
五加科
A raliaceae

1614

18
萝　科
A sclep iadaceae

311 18
唇形科
L abiatae

1611

19
鼠李科
Rham naceae

311 19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1515

20
薯蓣科
D ioscoreaceae

311 20
鼠李科
Rham naceae

1515

21
茜草科
Rubiaceae

218 21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1510

22
楝科
M eliaceae

217 22
莎草科
Cyperaceae

1414

23
番荔枝科
A nonaceae

215 23
紫金牛科
M yrsinaceae

1413

24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214 24
含羞草科
M imosaceae

1413

25
天南星科
A raceae

212 25
天南星科
A raceae

1319

26
旋花科
Convo lvulaceae

211 26
蔷薇科
Rosaceae

1317

27
兰科
O rch idaceae

1916 27
锦葵科
M alvaceae

1313

28
爵床科
A can thaceae

1196 28
兰科
O rch idaceae

1311

29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1188 29
爵床科
A can thaceae

1218

30
唇形科
L abiatae

117 30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1217

1)
Rep resen tative value in species level (RV S) = The num ber of species of the

fam ily in the flo ra of X ishuangbannaöthe num ber of to tal ospecies of the fam i2
ly in the world×100; 2)

Rep resen tative value in genus level(RV G) = The num 2
ber of genera of the fam ily in the flo ra of X ishuangbannaöthe num ber of to tal

genera of the fam ily in the world×100.

方特征还是发生特征的代表科, 大多是主产亚热带或

热带—亚热带分布的科, 并非典型热带科或热带性强

的科, 这些科中很多仍是现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代

表科。这似乎暗示了该地区热带植物区系成分发生时

间相对较晚。这与作者推论该地区热带雨林植被发生

时间相对较迟, 是在晚第三纪 (中新世)当喜马拉雅山

隆升到一定高度, 热带季风气候形成以后才发生的是

一致的〔3, 2, 19, 22〕。

　　种子植物属中, 榕属 ( F icus, 51 spp. ) , 石斛属

(D end robium , 43 spp. ) , 石豆兰属 (B ulbop hy llum , 40

spp. ) , 牡竹属 (D end roncalam us, 27 spp. ) , 胡椒属

(P ip er, 24 spp. ) , 薯芋属 (D ioscorea, 23 ) , 蒲桃属

(S y zy g ium , 23 spp. ) , 毛兰属 (E ria, 22) , 木姜子属

(L itsea, 21 spp. ) 为含 20 种以上的大属; 粗叶木属

(L asianthus, 17 spp. ) , 石栎属 (L ithocarp us, 17 spp. ) ,

冷 水花属 ( P ilea, 17 spp. ) , 栲 属 (Castanop sis, 16

spp. ) , 崖爬藤属 (T etrstigm a, 16 spp. ) , 省藤属 (Cala2
m us, 16 spp. ) , 杜英属 (E laeocarp us, 14 spp. ) , 楼梯草

属 (E latostem a, 14 spp. ) , 砂仁属 (A m om um , 14 spp. ) ,

腺茉莉属 (C lerod end rum , 14 spp. ) , 罗伞属 (A rd isia,

12 spp. ) , 葱臭木属 (D y sox y lum , 10 spp. ) , 瓜馥木属

(F issistigm a, 10 spp. ) , 崖豆树属 (M illettia, 10 spp. )

等 57 属均为含 10 种以上的主要属。在热带雨林中,

上层乔木以樟属 (C innam om um ) , 杜英属, 栲属, 石栎

属, 暗罗属 (P oly alth ia) , 崖摩属 (A m oora) 等种数较

多; 中、下层乔木以榕属, 木姜子属, 葱臭木属, 蒲桃

属, 崖豆树属等种数较多; 灌木以粗叶木属, 腺萼木属

(M y cetia) 种类最多; 草本以胡椒属, 楼梯草属种数较

多; 藤本植物以瓜馥木属, 崖爬藤属, 风车藤属 (Com 2
bretum ) , 等以及附生植物以兰科植物, 崖角藤属

(R hap h id op hora) 和芒毛苣苔属 (A eschy nanthus) 植物

最占优势。番龙眼属 (P om etia) , 榄仁属 (T erm inalia) ,

箭毒木属 (A ntiaris) , 白颜树属 (G irroniera) , 龙果属

(P outeria) , 翅子树属 (P terosp erm a) , 四树木属 (T e2
tram eles) 等种数虽不多, 但在森林上层乔木中有较大

优势度或重要值, 同样, 轮叶戟属 (L asiococca) , 藤黄属

( Garcinia ) , 银 钩 花 属 (M itrep hora ) , 藤 春 属

(A lp honsea) , 棒柄花属 (C leid ion) , 缅桐属 (S um bav iop2
sis) , 三 宝 木 属 ( T rigonostem on ) , 假 海 桐 属 ( P it2
tosp orop sis) 等在森林中、下层乔木中有较大优势度或

重要值。在山地常绿阔叶林中, 则以壳斗科、樟科和茶

科的属种为优势, 如: 栲属 (Castanop sis)、石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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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thocarp us)、润楠属 (M ach ilus)、木姜属 (L itsea)、楠

木属 (P hoebe)、茶梨属 (A nneslea )、木荷属 (S ch im a)

等, 其 它 如: 黄 杞 属 ( E ngelhard tia )、山 龙 眼 属

(H elicia)、冬青属 ( I lex )等种数虽不多, 但在森林中仍

较优势。

西双版纳种子植物属中, 含 30 种以上的大属仅

有 3 个, 含 16～ 30 种的属有 16 个, 含 7～ 15 种的属

有 94 个, 而含 2～ 6 种的小属有 474 个, 占总属数的

4118% , 仅有 1 种的属有 547 个, 占 总 属 数 的

4811%。按其世界种数统计, 则单型属 (1sp. ) 有 56

属, 占总属数的 512% ; 少型属 (2～ 6 spp. ) 有 173 属,

占总属数的 1514% ; 小属 (7～ 15 spp. ) 有 194 属, 占

总属数的 1713% ; 中属 (16～ 30 spp. ) 有 192 属, 占

1711% ; 而大属 (> 30 spp. ) 有 509 属, 占总属数的

4513%。故在西双版纳种子植物属的组成上, 按其种

数而言, 以少种和 1 种属占绝对优势; 按其属性而言,

以大属占优势。单型属如胡椒科的齐头绒属

(Z ip p elia)、白花菜科的节蒴木属 (B orthw ick ia) , 大戟

科的缅桐属 (S um bav iop sis) 及麻楝属 (Chukrasia) , 羽

萼属 (Colebrookea) , 巴豆藤属 (C rasp ed olobium ) , 加辣

犹属 (Garrettia) , 火烧花属 (M ay od end ron) , 黄棉木属

(M etad ina ) , 假 海 桐 属 等, 少 型 属 如 蚁 花 属

(M ezzettiop sis) , 翅果麻属 ( K y d ia ) , 假鹊肾树属

( P seud ostreblus ) , 蜘 蛛 花 ( Carlem ania ) , 油 瓜 属

(H od gsonia) , 刺通草属 (T revesia) , 毛车藤属 (A m alo2
caly x ) , 柴龙树属 (A p od y tes) , 阳桃属 (A verrhoa) , 重

阳木属 (B ischof f ia) , 辛果漆属 (D rim y carp us) , 长柱山

丹属 (D up errea) , 甜果藤属 (M ap p ianthus) , 千张纸属

(O rox y lum )等, 他们通常是较古老和孤立的属。与中

国植物区系中单型属占 1414% 和少型属占 2313% 相

比,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的单型属和少型属明显较贫

乏, 亦暗示了它的衍生性和是热带亚洲区系的边缘性

质。

3　属的地理成分分析

按吴征镒教授对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划

分〔23〕, 统计了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种子植物属的分布

区类型构成 (表 4)。

　　热带分布属 (类型 2～ 7) 共计 910 个, 占所

统计属数的 8315 %。热带分布属中, 又以热带亚洲分

布属最多, 占所统计属的 3218% , 如藤春属, 崖摩属,

腺萼木属, 香花藤属 (A gano sm a) , 翅子树属, 银钩花

属, 绞 股 兰 属 ( Gym nostemm a ) , 麻 楝 属, 芋 属

(Colocasia) , 山楝属 (A p hanam ix is) , 隐翼属 (C ry p tero2
nia ) , 红光树属 (K nem a) 等; 其次是全热带分布属, 有

248 属, 占 2218% , 如买麻藤属 (Gnetum ) , 琼楠属

(B eilschm ed ia) , 厚壳桂属 (C ry p tocary a) , 胡椒属, 山

表 4　 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4　A real2type of genera of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属分布区类型
A real2type

沟谷雨林
RSRF

(340 属)

低丘雨林
LHSRF
(221 属)

石灰岩森
林L SRF
(558 属)

版纳植物
区系 FX

(1 135 属)

1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 — — —

2 全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1916% 2513 2111 2218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
间断分布 T rop ical A 2
sia and T rop ical Am er2
ica disjunct

413 416 219 214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O ld W orld T rop ic

1410 1317 1318 1013

5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
布 T rop ical A sia to
T rop ical A ustralia

912 1012 910 619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分布 T rop ical A sia to
T rop ical A frica

418 713 719 814

7 热带亚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4213 3312 3513 3218

227 (热带成分 ) 合计
Total T rop ical elem en ts

(9411) (9317) ( (9011) (8315)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118 119 218 512

9 东亚—北美间断分布
East A sia and North
Am erica disjunct

118 115 218 311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 W orld Temperate

013 0 019 115

11 温带亚洲分布
Temperate A sia

0 0 0 014

12 地中海, 西亚至中亚
分布 M editerranean,
W A sia to C A sia

013 0 012 014

14 东亚分布 East A sia 013 115 219 511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 ina

115 016 014 017

RSRF: Ravine seasonal rain fo rest; LHSRF: Low er h ill seasonal rain fo r2
est; L SRF: L im estone seasonal rain fo rest; FX: F lo ra of X ishuangbanna.

柑属 (Capparis) , 棒柄花属, 巴豆属 (C ro ton) , 薯蓣属,

钩藤属 (U ncaria ) , 苎麻属 (Boehm eria ) , 牛奶菜属

(M arsden ia ) , 崖 豆 树 属, 粗 叶 木 属, 巴 戟 属

(M o rinda) , 罗伞属, 羊蹄甲属 (Bauh in ia) 等; 旧世界热

带 分 布 属 占 1013◊ , 如 蒲 桃 属, 山 牵 牛 属

(T hunbergia) , 岩棕属 (D racaena) , 露兜树属, 翼核果

属 (V en tilago) , 千金藤属 (Stephan ia) , 瓜馥木属 (F is2
sistigm a ) , 暗 罗 属 ( Po lyalth ia ) , 金 刀 木 属

(Barrington ia) , 竹节树属, 橄榄属 (Canarium ) , 弯管花

属 (Chasalia) , 假海桐属, 紫玉盘属 (U varia) 等; 热带

亚 洲 至 大 洋 洲 分 布 属 占 814◊ , 如 银 背 藤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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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gyreia) , 水锦树属 (W edlandia) , 球兰属 (Hoya) , 瓜

子金属 (D isch idia) , 崖爬藤属, 黄檀属 (D albergia) , 臭

椿属 (A ilan thus) , 蒴莲属 (A den ia) , 苏铁属 (Cycas) ,

五桠果属 (D illen ia) , 紫薇属 (L agestroem ia) , 罗森藤属

(L oesenneriella ) , 九里香属 (M urraya ) , 石仙桃属

(Pho lido ta) , 香椿属 (Toona) 等;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分布属占 619◊ , 如木棉属 (Bom bax) , 大风子属 (F la2
courtia) , 使君子属 (Q uisqualis) , 逼迫子属 (B riden ia) ,

龙船花属 ( Ixo ra) , 豆腐柴属 (P rem na) , 飞龙掌血属

(Toddalia) , 尖叶木属 (U rophyllum ) , 羊角拗属 (Stro2
phan thus) , 帽蕊木属 (M itragyna) , 芒属 (M iscan thus) ,

藤 黄 属, 香 茅 属 ( Cym bopogon ) , 榆 绿 木 属

(A nogeissus)等。

温带分布属 (类型 8～ 13) 共占所统计属数的

1016◊ , 包括有北温带分布属, 如蒿属 (A rtem isia) , 鹅

耳枥属 (Carp inus) , 桦木属 (Betula) , 柳属 (Salix ) , 山

茱萸属 (Co rnus) , 紫堇属 (Co rydalis) , 松属 (P inus) , 花

楸属 (So rbus) 等。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属, 如五味子

属 (Sch izandra) , 石楠属 (Pho tin ia) , 紫树属 (N yssa) ,

木犀榄属 (O sm anthus) , 木兰属 (M agno lia) , 十大功劳

属 (M ahonia) , 八角属 ( Illicium ) , 栲属等。旧世界温带

分布属有筋骨草属 (A juga) , 香薷属 (E lsho lzia) , 角盘

兰属 (H erm in ium ) , 旋覆花属 ( Inula) , 女贞属 (L igus2
trum ) , 重楼属 (Paris)等。东亚分布属有 55 个, 如猕猴

桃 属 (A ctin idia ) , 射干属 (Belam canda ) , 三尖杉属

(Cephalo taxus) , 南酸枣属 (Choero spondia) , 蓬莱藤属

(Gardneria) , 拐枣属 (Hoven ia) , 藤漆属 (Pegia) , 茵芋

属 (Sk imm ia) , 旌节花属 (Stachyurus) , 枫杨属 (P tero2
carya) 等, 占 511◊ , 而中国特有属仅有 8 个, 如巴豆

藤属 (C raspedo lobium ) , 药囊花属 (Cypho theca) , 牛筋

条属 (D icho tom anthes) , 石笔木属 (T utcheria)等。在不

同植被类型中, 热带分布属在热带雨林约占 94◊ , 在

石灰岩森林占 90◊ , 其中, 热带亚洲分布属在沟谷热

带雨林中比例最高, 占 4213◊ ; 全热带分布属在低丘

热带雨林中比例最高, 占 2513◊ ; 而温带分布属, 包

括北温带分布属和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属, 以及东亚

分布属主要是在热带山地的常绿阔叶林中。从属的分

布区类型构成可以看出,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以热带分

布属占优势, 热带性质十分明显, 并且带有较多有热

带亚洲或印度—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特点。该植物区

系与世界各地热带植物区系, 特别是旧世界热带植物

区系, 均有较密切联系。

云南热带地区除西双版纳外, 还包括云南东南及

西南部的边缘热带地区。与整个云南热带地区植物区

系〔24〕相比 (表 5) ,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显然是云南热带

植物区系的主体和典型代表。云南热带植物区系共记

录有种子植物 1 447 个属 4 915 种, 西双版纳植物区

系占去 1 140 个属 3 336 个种。西双版纳植物区系具

有与云南热带植物区系一致的属的地理成分构成, 仅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中热带成分比列更高, 热带性更强

一些。

表 5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云南热带植物区

系属的分布区类型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areal2types of genera of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w ith the flora of trop ical Yunnan

属分布区类型
A real2type

版纳植物区系
(FX)

云南热带植物
(FTY)

属数
No. gen.

%
属数

No. gen.
%

1 世界分布Cosmopolitan 48 - - 62 - -

2 全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248 2218 272 1916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 rop ical A sia and T rop ical
Am erica disjunct

26 214 44 312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O ld W orld T rop ic

112 1013 119 816

5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T rop i2
cal A sia to T rop ical A ustralia

75 619 88 614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to T rop ical A frica

91 814 110 719

7 热带亚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356 3218 426 3018

227 热带成分合计
Total T rop ical elem en ts

(908) (8315) 1059 (7615)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57 512 103 714

9 东亚—北美间断分布 East A sia
and North Am erica disjunct

34 311 53 318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 W orld Temperate

16 115 27 2

11 温带亚洲分布
Temperate A sia

4 014 5 014

12 地中海, 西亚至中亚分布
M editerranean,W A sia to C A sia

4 014 4 013

13 中亚分布Center A sia 1 011 2 014
14 东亚分布 East A sia 55 511 95 619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 ina
8 017 37 217

8215 非热带成分合计
Total non2trop ical elem en ts

(227) (1615) (388) (2315)

总　计A ll 1 135 属 100 1 447 属 100

FX: F lo ra of X ishuangbanna; FTY: F lo ra of T rop ical Yunnan.

4 与广西和海南热带植物区系的比较

广西的热带植物区系主要指中国植物区系分区

中的古热带植物区马来西亚植物亚区的北部湾地区

部分〔25〕, 该植物区系地区有种子植物 255 科, 1 294

属, 4 303 种〔26〕, 植物区系总种数与西双版纳区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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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海南热带植物区系有种子植物 182 科, 1 238 属,

3 584 种〔27, 28〕, 区系总种数亦与西双版纳区系近似。他

们的优势科的比较见表 6, 可以看出它们优势科的组

成基本上是一致的, 多数的科也有较为接近的排名,

属于同样性质的植物区系。在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中,

一些热带性强的科, 如番荔枝科、姜科等排名偏前。在

广西热带植物区系中一些亚热带性质的科, 如山茶

科、壳斗科、紫金牛科、卫矛科、鼠李科、冬青科等排名

偏前或是在优势科之列。海南热带植物区系其性质与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最接近, 但桃金娘科、野牡丹科、木

樨科在优势科之列, 山茶科、壳斗科、紫金牛科亦排名

偏前。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广西热带植物区系和海南

热带植物区系代表科的比较见表 7。与优势科比较的

结果类似,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中热带性强的科如番荔

枝科、茜草科、大戟科、楝科排名偏前; 而广西热带植

物区系和海南植物区系中, 山茶科、木兰科、山矾科、

椴树科、冬青科排名偏前。从排名在前的最有代表性

的科来看, 广西热带植物区系与海南植物区系更接

近, 亦即海南植物区系在性质 (热带性)上与西双版纳

植物区系接近, 在发生 (起源)上与广西热带植物区系

联系密切。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广西热带植物区系和

海南热带植物区系在发生应是同源, 在早期起源上与

华夏植物区系有密切联系, 在发展上受热带亚洲植物

区系的渗透和强烈影响。

表 6　西双版纳与海南、广西热带植物区系优势科的比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fam ilies of most species richness among the

floras of X ishuangbanna, trop ical Guangxi and H ainan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 F lora of X ishuangbanna 广西植物区系 F lora of Guangx i 海南植物区系 F lora of Hainan

科名
(Fam ily nam e)

属
(G. N. )

　种
(S. N. )

科名
(Fam ily nam e)

属
(G. N. )

　种
(S. N. )

科名
(Fam ily nam e)

属
(G. N. )

　种
(S. N. )

兰科O rch idaceae 96 　334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56 　193 禾本科 Gram ineae 109 　268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56 182 禾本科 Gram ineae 87 174 兰科O rch idaceae 69 183
茜草科Rubiaceae 43 147 茜草科Rubiaceae 42 170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50 173
禾本科 Gram ineae 67 143 菊科Compositae 62 150 茜草科Rubiaceae 51 155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38 119 樟科L auraceae 16 142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45 143
菊科Compositae 59 107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38 141 莎草科Cyperaceae 23 133
桑科M oraceae 6 77 兰科O rch idaceae 50 124 菊科Compositae 57 115
荨麻科U rticaceae 12 72 莎草科Cyperaceae 22 97 樟科L auraceae 15 101
樟科L auraceae 12 68 荨麻科U rticaceae 13 90 萝　科A sclep iadaceae 23 70
姜科 Zingiberaceae 15 67 萝　科A sclep iadaceae 24 83 唇形科L abiatae 27 59
萝　科A sclep iadaceae 25 62 茶科 Theaceae 10 79 桑科M oraceae 12 58
夹竹桃科Apocynaceae 27 61 壳斗科 Fagaceae 4 79 壳斗科 Fagaceae 4 58
唇形科L abiatae 29 59 桑科M oraceae 8 71 马鞭草科V erbenaceae 13 55
番荔枝科A nonaceae 15 52 蔷薇科Rosaceae 19 69 爵床科A can thaceae 26 54
葫芦科Cucurbitaceae 17 50 苦苣苔科 Gesneriaceae 28 69 荨麻科U rticaceae 11 53
爵床科A can thaceae 32 49 紫金牛科M yrsinaceae 6 67 番荔枝科A nonaceae 18 51
蔷薇科Rosaceae 17 49 夹竹桃科Apocynaceae 21 66 山茶科 Theaceae 10 50
壳斗科 Fagaceae 6 45 百合科L iliaceae 14 62 桃金娘科M yrtaceae 8 50
天南星科A raceae 16 43 姜科 Zingiberaceae 11 61 紫金牛科M yrsinaceae 6 49
莎草科Cyperaceae 13 43 唇形科L abiatae 28 58 夹竹桃科Apocynaceae 26 46
马鞭草科V erbenaceae 7 43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22 57 百合科L iliaceae 20 46
楝科M eliaceae 12 38 芸香科R rtaceae 12 56 旋花科Convo lvulaceae 15 45
芸香科R rtaceae 12 36 马鞭草科V erbenaceae 10 55 芸香科R rtaceae 15 42
旋花科Convo lvulaceae 11 35 番荔枝科A nonaceae 13 53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14 42
锦葵科M alvaceae 10 34 天南星科A raceae 18 52 野牡丹科M elastom aceae 14 42
紫金牛科M yrsinaceae 5 33 葡萄科V itaceae 7 52 木樨科O leaceae 7 41
玄参科 Scroph lariaceae 13 32 卫矛科Celastraceae 7 44 蔷薇科Rosaceae 12 39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12 32 爵床科A can thaceae 30 44 姜科 Zingiberaceae 12 39
鸭跖草科Comm elinaceae 9 31 鼠李科Rham naceae 11 44 冬青科A quifo liaceae 1 37
胡椒科 P iperaceae 3 30 冬青科A quifo liaceae 1 44 天南星科A raceae 20 36

　　除上述优势科和代表科的联系外, 一些典型热带

分布的科, 如隐翼科仅分布到云南东南部; 四数木科

和四角果科分布到云南西南部、东南部及西藏东南

部; 龙脑香科和肉豆蔻科分布到广西西南部和海南;

金刀木科和毒鼠子科亦分布到海南。从优势科和代表

性的科的比较上均可看出,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受热带

亚洲植物区系的渗透和影响较广西热带植物区系和

海南植物区系强, 它们属的分布区类型的比较 (图 1)

亦有同样的结果,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中热带亚洲分布

属所占比列最高。

5　结　论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热带成分占优势, 带有明显印度—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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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西双版纳与海南、广西热带植物区系代表科的比较
Table 7　Comparison of rep resen tative fam ilies among the floras of X ishuangbanna, trop ical Guangxi and H ainan

西双版纳区系
F l. X ishuangbanna

版纳ö世界种
RV S% 1)

广西热带区系
F l. Guangx i

广西ö世界种
RV S% 1)

海南区系
F l. Hainan

海南ö世界种
RV S% 1)

荨麻科U rticaceae 1219 荨麻科U rticaceae 1611 山矾科 Symp locaceae 917
防已科M enisperm aceae 813 茶科 Theaceae 1113 荨麻科U rticaceae 916
葫芦科Cucurbitaceae 718 冬青科A quifo liaceae 1110 冬青科A quifo liaceae 913
姜科 Zingiberaceae 714 榆科U lm aceae 1110 山茶科 Theaceae 711
鸭跖草科Comm elinaceae 612 木兰科M agnoliaceae 1014 木樨科O leaceae 618
桑科M oraceae 515 菝　科 Sm ilacaceae 911 木兰科M agnoliaceae 615
壳斗科 Fagaceae 5 防己科M enisperm aceae 819 壳斗科 Fagaceae 614
夹竹桃科Apocynaceae 411 壳斗科 Fagaceae 818 防已科M enisperm aceae 519
芸香科Rutaceae 4 卫矛科Celastraceae 813 鸭跖草科Comm elinaceae 514
卫矛科Celastraceae 4 葡萄科V itaceae 714 葡萄科V itaceae 511
木樨科O leaceae 318 木樨科O leaceae 712 紫金牛科M yrsinaceae 419
五加科A raliaceae 317 杜英科 E laeocarpaceae 711 椴树科 T iliaceae 418
锦葵科M alvaceae 314 姜科 Zingiberaceae 618 柿树科 Ebenaceae 414
葡萄科V itaceae 314 紫金牛科M yrsinaceae 617 芸香科Rutaceae 412
紫金牛科M yrsinaceae 313 忍冬科Cap rifo liaceae 613 桑科M oraceae 411
山茶科 Theaceae 312 樟科L auraceae 612 樟科L auraceae 410
樟科L auraceae 311 芸香科Rutaceae 612 葫芦科Cucurbitaceae 317
萝　科A sclep iadaceae 311 山矾科 Symp locaceae 612 莎草科Cyperaceae 313
鼠李科Rham naceae 311 葫芦科Cucurbitaceae 518 萝　科A sclep iadaceae 312
薯蓣科D ioscoreaceae 311 桑科M oraceae 511 卫矛科Celastraceae 218
茜草科Rubiaceae 218 鼠李科Rham naceae 419 鼠李科Rham naceae 218
楝科M eliaceae 217 椴树科 T iliaceae 419 禾本科 Gram ineae 217
番荔枝科A nonaceae 215 鸭趾草科Comm elinaceae 416 姜科 Zingiberaceae 216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214 夹竹桃科Apocynaceae 414 茜草科Rubiaceae 216
天南星科A raceae 212 萝　科A sclep iadaceae 412 旋花科Convo lvulaceae 215
旋花科Convo lvulaceae 211 蓼科 Polygonaceae 319 锦葵科M alvaceae 215
兰科O rch idaceae 210 苦苣苔科 Gesneriaceae 315 大风子科 F lacourtiaceae 214
爵床科A can thaceae 210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218 番荔枝科A nonaceae 214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119 茜草科Rubiaceae 217 梧桐科 Sterculiaceae 214
唇形科L abiatae 117 天南星科A raceae 216 夹竹桃科Apocynaceae 213

　1)
Rep resen tative value in species level (RV S) = The num ber of species of the fam ily in the flo ra of X ishuangbannaöthe num ber of to tal species of the

fam ily in the world ×100

图 1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广西热带植物区系和
海南植物区系属分布区类型构成的比较

F ig. 1　Comparison of the areal2types of genera betw een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and the flora of trop ical

Guangxi and the flora of H ainan
XSBN 2西双版纳植物区系 (X ishuangbanna ) ; T G2广西热带植物区系
(T rop ical Guangx i) ; HN 2海南植物区系 (H ainan). 12属分布区类型 (A re2
al2types of genera) : 22全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 32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
断分布 (T rop ical A sia and T rop ical Am erica disjunct) ; 42旧世界热带分布
(O ld W o rld T rop ic) ; 52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and T rop i2
cal A ustra lia) ; 62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to T rop ical
A frica) ; 72热带亚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o r Indo2M alaysia) ; 82北温带分布
(N o rth T emperate) ; 92东亚—北美间断分布 (East A sia and N o rth Am eri2
ca disjunct) ; 102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 W o rld T emperate) ; 142东亚分布
(East A sia) ; 152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 ina).

植物区系特点。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中, 热带分布科占

总科数的 60% , 热带分布属约占总属数的 84% , 属于

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 在热带分布属中, 以热带亚洲

属最多, 显示了较强烈的热带亚洲亲缘。

　　 (2)与热带亚洲北部及邻近地区联系密切〔29〕。西

双版纳植物区系与毗邻的大陆东南亚北部的缅、老、

泰、越边境地区联系最为密切, 与云南其它热带地区、

广西热带地区和海南联系均较密切, 并且主要通过印

度—马来西亚或东南亚地理成分相互联系。

(3)具有明显热带边缘性质。西双版纳植物区系,

尽管以热带成分占优势, 但毕竟位于东南亚热带北缘

山地, 其热带科中以主产热带, 亦分布到亚热带甚至

温带的科为主, 典型热带科并不多, 即使是典型的热

带科, 在该地区也仅含少数属种, 并且该地区完全缺

乏热带核心地区发展的纯粹热带科属。该植物区系中

以热带亚洲成分为主体, 但典型的热带成分多数在西

双版纳已是在分布北界, 有些种虽未到达最北纬度,

但已达到其海拔极限, 故该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热带边

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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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植物地理过渡与交汇带特点。西双版纳

在地质历史上是古南大陆 (冈瓦那古陆) 和古北大陆

(劳亚古陆)的融合地带, 在近代地貌上是连通东喜马

拉雅到东南亚的横断山余脉山地区, 在气候上是季风

热带到亚热带的过渡地带, 在植物地理分区上位于古

热带植物区与东亚植物区的交汇地带, 故其植物区系

在各个方面均体现了植物地理过渡与交汇带特点。

(5)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广西热带植物区系和海

南热带植物区系在发生上应是同源, 主要来自于古南

大陆与古北大陆区系成分的融合, 在发展上受热带亚

洲植物区系的渗透和强烈影响。它们三者中又以西双

版纳植物区系受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渗透和影响最

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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