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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双版纳勐宋的热带山地雨林是一种东南亚热带山地雨林的北缘类型，它在植物区系组成上和群落学特征上

是介于热带雨林和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的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该区系有种子植物 ’’" 科 %() 属 "(% 种。科、属、

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表明：科的分布区类型以热带和亚热带分布最多*%(+,-&，其次是热带到温带分布*(%+%-&和典型

热带分布*’,+’-&；属的分布区类型以热带亚洲分布最多*(,+.-&，其次是泛热带分布*("+,-&，热带分布多于温带分布

*(/,：//&；种的分布区类型以热带亚洲分布最多*"/+$-&，其次是中国特有分布*("+/-&，热带分布远多于温带分布*.%’：

’,&。区系的热带性质显著，具有明显的印度 0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特点，属于热带亚洲区系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西双版纳地区是许多典型热带植物的分布北界，同时又是几种热带成分的交汇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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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世纪初，不少学者进入云南南部热带地

区进行植物调查，/$ 年代后各种各样的考察队也都

对云南热带森林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然而，

大多数工作都集中在较低海拔的热带雨林上，对分

布于热带山地雨林，在区系组成和群落学特征上介

于热带雨林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的热带山

地常绿阔叶林，即通称的热带山地雨林的了解不

多。云南西双版纳与缅甸交界的勐宋山区因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那里的森林植被鲜为人知。笔者最近

在该地区调查时，发现那里仍有保存良好、较大面

积的典型的可称之为山地雨林的原始森林植被，该

原 始 森 林 上 层 乔 木 组 成 中 以 古 老 的 单 室 茱 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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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蕊单室茱萸+!"#$%&%" ’()*+,)%-’#,
及其近缘的紫树科!-.$$#()#),的多种植物为上层优

势树种，亦有木兰科 +"#/012&#()#)* 的长蕊木兰

+./0%,"*-1" 0"$20"1$%%*、云南拟单性木兰+3"1"4,’1%"
+(**"*’*#%#*、红 花 木 莲 +!"*5/%’$%" %*#%5*%#*等 系 统

发育上较原始的植物，更有产于苏门答腊山地，而

在 此 处 为 中 国 新 记 录 属 的 大 戟 科 植 物 云 南 裸 花

+6+,*"*$2’# 1’,)$"*为该森林乔木下层优势树种345。

这样的森林在植被地理和植物区系地理研究上十

分重要，但目前它仍在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之

外，已有相当一部分的森林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笔者将调查的结果进行初步整理，以供科学研究和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重要参考。

46自然概况

勐宋隶属勐龙镇，位于西双版纳西南端的中缅

边境区，约 74!78"#74!9:"-，4;;!7<"#4;;!9<"=，属

横断山系的南部余脉山地。东南面与缅甸接壤，西

面和勐海县布郎山隔山相望，东面为勐龙镇办事

处，北为曼博办事处。

勐宋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区 375，由于受印

度洋季风和当地地形条件的影响，雨量充沛，年降

雨量在 46>;;#46?;;6@@ 之间。全年 干 湿 季 明 显 ，

?;A的雨量集中在 < 月至 4; 月的雨季，年均相对湿

度 ?;B以上，年均温度 4?$左右，冬季有轻霜。

“勐宋”一词来自傣语，意为高处的部落，以其

中心有一坝区而得名。勐宋坝为海拔 46<886@ 的高

山盆地，面积不到 96C@7。整个勐宋地区约 4;;6C@7，

较平的坝区面积不足 9B，山区占 D8B多。海拔从

?;;6@ 到 76;;;6@ 不等。勐宋沟壑纵横，在花岗岩风

化 母 质 基 础 上 ，发 育 了 土 层 深 厚 的 砖 红 壤 +海 拔

?;;6@ 左 右,、赤 红 壤+?;;#46<;;6@,和 红 壤+46<;;#
764;;6@,。勐宋坝经长期的水耕熟化，形成肥沃的稻

田土。

勐宋山区植被受破坏严重，目前在海拔 46>;;#
46D;;6@ 的范围内还保留有连续分布的原生森林，

面积约 <;6C@7。从山脚+海拔 ?;;6@,到山坡+4 >;;6@,
的范围内原生植被都已经被严重破坏，海拔 4;;;6@
以下的山坡都被开垦为橡胶林地。从残留下来的片

段森林来看，山脚的原始森林植被为热带季节雨林395，

在海拔 46;;;6@ 的曼伞，沟谷中还可以看到受严重

破坏的季节雨林群落番龙眼 E 千果榄仁残留片段

林。沿着勐宋山北面大沟谷，在次生林中还可以看

到 热 带 雨 林 的 一 些 典 型 树 种 如 番 龙 眼 +3),’$%"
7%**"$",、千果榄仁 +8’1,%*"/%" ,+1%)0"17",、龙果

+3)($’1%" 51"*-%9)/%",、 海 南 风 吹 楠 +:)1#9%’/-%"
2"%*"*’*#%#,、狭叶红光树+;*’," 0%*’1’",、浆果乌桕

+<"7%(, ="00"$(,,、重 阳 木 +>%#02)9%" ?"@"*%0",等 ，

它们一直分布到海拔 469;;6@ 的地方。这说明过去

热带雨林在当地 469;;6@ 以下的范围内均有发育。

在海拔 46;;;#46<;;6@ 范围内，除了沟谷以外的广

大山坡都是以白花树 +<$+1"& $)*4%*’*#%#,、 余 甘 子

+32+//"*$2(# ’,=/%0",、黑 黄 檀 +A"/=’15%" 9(#0",、木

荷+<02%," B"//%02%%,、山 黄 麻+81’," )1%’*$"/%#,以 及

壳斗科、樟科植物等为优势树种的次生林。

在群落组成和结构上，该热带山地雨林可区分

为沟谷和山坡 7 个类型3:5。沟谷类型以八蕊单室茱

萸和大萼楠+32)’=’ ,’5"0"/+&,为乔木优势树种，可

定义为八蕊单室茱萸和大萼楠林；山坡群落类型以

云南拟单性木兰和云南裸花为优势，可定义为云南

拟单性木兰和云南裸花林。

7 植物区系组成和科的分布类型

根据野外调查，勐宋山地热带雨林植物区系共

有种子植物 44> 科，978 属，>79 种+包括变种和亚

种,，其中裸子植物 9 科 < 种，单子叶植物 4: 科 :7
属 >; 种。

在科一级的组成中，含 4; 种以上的科有 4? 个

+表 4,，如樟科+<> 种 FD 属，下同*、大戟科+98F48*、豆

科 +94F4>*、壳 斗 科 +7:F:*、茜 草 科 +77F4:*、山 茶 科

+4DF?*、百 合 科 +4DF47*、蔷 薇 科 +4DF44*、天 南 星 科

+4?F?*、木 兰 科+47F>*等 。 这 4? 个 科 包 括 种 子 植 物

4:4 属 ，9:; 种 ， 占 总 属 数 的 :7G<B和 总 种 数 的

<9GDB，是该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科。

按各个科占该科世界总种数的百分比大小排

名，依次是木兰科、杜英科、山茶科、壳斗科、樟科、

鸭趾草科、蔷薇科、天南星科、楝科、桑科等。排在前

面的科如木兰科、杜英科、山茶科、壳斗科、樟科等

能反映该植物区系的地方特征，可称作该植物区系

的代表科3<56，以主产热带和亚热带的科为主。

以中国种子植物光盘 3>5、科属词典等资料为依

据，把勐宋种子植物区系 44> 个科划分为 < 个分布

区 类 型 ：热 带 至 亚 热 带 分 布 有 9? 科 ，占 总 科 数

的97G?B，居 第 4 位 ，如 番 荔 枝 科 H0010#()#)、樟

科 、 杜 英 科 、 防 己 科 ")0&$I)J@#()#)、 野 牡 丹 科

")2#$%1@#%#()#)、夹竹桃科 HI1(.0#()#) 等；热带至

487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热 带 亚 热 带 植 物 学 报 第 47 卷



温带分布有 !" 科，占 !#$%#&，如冬青科’()*+,-*./0.0、
卫矛科 10-.234./0.0、鼠李科 56.78./0.0、五加科

’4.-*./0.0、木 犀 科 9-0./0.0 等 ；典 型 热 带 : 分 布

区 仅 限 于 热 带 ;分 布 有 !< 科 ，占 <=$<&，有 牛 栓

藤 科 1,88.4./0.0、肉 豆 蔻 科 >?4*23*/./0.0、藤 黄

科 @)33*+04.0、 假 兰 科 ’A,23.2*./0.0、 大 风 子 科

B-./,)43*./0.0、 橄 榄 科 C)4204./0.0、 山 榄 科

D.A,3./0.0、箭根薯科 E.//./0.0 等；主产温 带 的 科

有 << 个，占 F$G&，它们大多是一些草本类植物，如

蓼 科 H,-?I,8./0.0、报 春 花 科 H4*7)-./0.0、忍 冬 科

1.A4*+,-*./0.0 等；世界分布科有 <F 个，如禾本科

H,./0.0，石竹科 1.4?,A6?--./0.0 等。

显然，该植物区系以热带和主产热带的科占绝

对优势:"J$!&;，属于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在热带

成分中，又以分布区扩展到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科占

绝大多数，该植物区系中的主要科和代表科也全属

于此类型而非典型热带科，故该植物区系又有明显

的热带北缘性质。

K%属的组成特征及分布区类型

根据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

研究 L"M，勐宋山地热带雨林种子植物区系的 K!" 个

属的分布区类型构成见表 ! :世界分布属不计百分

比;：热带分布属:类型 !!";共计 !G= 属，占总属数的

=<$J&，其中又以热带亚洲:印度 N 马来西亚;分布比

例最高，占总属数的 !=$J&，表明了该植物区系的热

带性质，而且有强烈的热带亚洲:印度 N 马来西亚;
植物区系特点。温带分布属:类型 =!<J;共 GG 个，占

总属数的 <"$J&，其中以北温带分布最多，有 !G 属，

其次是东亚分布 <J 属， 分 别 占 总 属 数 的 "$F&和

J$J&，这表明了该植物区系与北温带和东亚植物区

系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

这 K!" 属 中 ， 含 O 种 以 上 的 属 有 木 姜 子 属

:!"#$%&，<F 种 ;， 樟 属 :’"((&)*)+)，<P 种 ;， 栲 属

:’&$#&(*,$"$，F 种;，石 栎 属 :!"#-*.&/,+$，F 种 ;，琼 楠

属:0%"1$.-)"%2"&，" 种;，山龙眼属:3%1"."&，" 种;，柃

属 :4+/5&，" 种 ;， 菝 葜 属 :6)"1&7，" 种 ;， 蒲 桃 属

:65859"+)，" 种;等，它们多为木本植物，是勐宋热带

山地雨林的优势属。

J%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以有关文献为依据，我们对勐宋种子植物的

OQK 种的分布作了分析归类，可将它们划分为 F 个

分布区类型及 G 个变型:表 K;。大的分布类型采用吴

表 ! 勐宋热带山地雨林种子植物含 !" 种以上的科

E.R-0%<%B.7*-*02%,+%200S%A-.832%T*36%7,40%36.8%<P%2A0/*02%*8%34,A*/.-%7,83.80%4.*8%+,4023%*8%>08I2,8I

科

B.7*-*02
%%%%%%%种 U 属

DA0/*02%U%@0804.
%%分布区类型

’40.-%3?A02

占该科世界总种数&
%%%%%%%%%%H04/083.I0V

樟科 W.)4./0.0 GOUF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Q$JF

大戟科 X)A6,4R*./0.0 K"U<" 世界分布 P$"J
豆科 W0I)7*8,2.0 K<U<O 世界分布 P$QO

壳斗科 B.I./0.0 QJUJ 世界分布 Q$O"
茜草科 5)R*./0.0 QQU<J 热带至温带分布 P$KG

山茶科 E60./0.0 <FU=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Q$"<
百合科 W*-*./0.0 <FU<Q 世界分布 P$G<
蔷薇科 5,2./0.0 <FU<< 世界分布 P$FG

天南星科 ’4./0.0 <=U= 世界分布 P$=P

马鞭草科 Y04R08./0.0 <JUO 热带至温带分布 P$J"

鸭跖草科 1,770-*8./0.0 <QU" 热带至温带分布 Q$JP
木兰科 >.I8,-*./0.0 <QUO 热带至温带分布 J$=P

杜英科 X-0.,/.4A./0.0 <PUQ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Q$=O
胡椒科 H*A04./0.0 <PUQ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P$KK
茄科 D,-.8./0.0 <PUQ 热带至温带分布 P$GP

桑科 >,4./0.0 <PUJ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P$"<

楝科 >0-*./0.0 <PU"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P$"<

紫金牛科 >?42*8./0.0 <PUJ 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P$<P

V%H04/083.I0%,+%%3,3.-%8)7R04%,+%2A0/*02%*8%360%T,4-S$%E,3.-%2A0/*02%8)7R04%*8%0./6%+.7*-?%*8%360%T,4-S%*2%/*30S%+4,7%
%%%%%%%%%%%%%%%%%%%%%%D00S%H-.832%,+%16*8.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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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镒院士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类型的概念及

范围，具体到每一分布类型下又根据种的集中分布

式样而相应地划分出次级类型，特别是数量较大的

热带亚洲分布种和中国特有种。

!"# 非中国特有种的分析

表 ! 中的 "!#""" 项为非特有分布，共有 $%& 种，

占总种数’不包括世界分布种，以下同(的 )!*+,。

世界分布 共 &- 种，多为草本植物，如酢浆

草’!"#$%& ’()*%’+$#,#.等。

热带分布/第 ""!#"" 项.0000000共 1!& 种，占总种

数的 )2*+3，为勐宋种子植物区系的主体，其中以热

带亚洲分布占绝对优势。

泛热带分布有 ) 种，如地桃花/-).*# $(/#,#(、狸

爪豆/0+’+*# 1)+)%.*&(、草胡椒/2.1.)(3%# 1.$$+’%4#(、
豆 瓣 绿 /2.1.)(3%# ,.,)#156$$#(、 爱 地 草 /7.(15%$#
5.)/#’.#(等。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有 - 种，

即 假 烟 叶 树 /8($#*+3 .)%#*,5+3( 和 水 茄 /8($#*+3
,()9+3 (，为归化种。旧世界热带分布有 $种，如竹

节树/:#)#$$%# /)#’5%#,#(、山菅兰/;%#*.$$# .*&%<($%#(、

无根藤/:#&&6,5# <%$%<()3%&(等。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

洲分布有 &2 种，该类型从热带亚洲分布到澳大利

亚北部/昆士兰(热带地区。如长叶紫珠/:#$$%’#)1#
$(*=%<($%#(、毛果桐 /0#$$(,+& /#)/#,+&(、枝花李榄

/>%*(’%.)# )#3%<$()#(等。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有 && 种 ，如 肾 苞 草 /25#+$(1&%& %3/)%’#,#(、白 花 苋

/?.)9# &#*=+%*($.*,#(等。

热带亚洲分布，包括南亚、大陆东南亚和马来

西亚整个亚洲热带地理区域。南亚包括斯里兰卡、

印度半岛和喜马拉雅南坡/尼泊尔、锡金、不丹的南

部(及印度东北部。大陆东南亚包括缅甸、泰国、越

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整个地区。马来西亚指西起马

来半岛，包括婆罗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至新几内

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整个区域。该类型及其变型的种

类是勐宋植物区系的主体部分，有 45) 种，占总种

数的 %+*26。根据种的集中分布式样，可划分为 ! 个

变型：

表 $ 勐宋热带山地雨林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789:;<-00=>;8:<?@A;B<CD<E;F;>8<CD<B;;G<A:8F?B<HF<?>CAHI8:<JCF?8F;<
<<<<<<<<<<<<<<<<<<<<>8HF<DC>;B?<HF<K;FEBCFE

分布区类型

=>;8:<?@A;B
<<<<<<<属数

LC*<CD<E;F;>8
占总属数的3
<<<M;>I;F?8E;

&*世界分布 NCBJCAC:H?8F &2 !

-*泛热带分布 M8F?>CAHI0 O+ -%*O

4*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7>CA*0=BH80P07>CA*0=J;>*0GHBQRFI?
&4 $*&

$*旧世界热带分布

S:G0TC>:G07>CAHIB
42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7>CA*0=BH80?C07>CA*0=RB?>8:H8
&% +*2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7>CA*0=BH80?C07>CA*0=D>HI80
-$ )*%

)*热带亚洲 ’印度U马来西亚.分布

7>CA*0=BH80’"FGCUK8:8@BH8.
52 -O*1

O*北温带分布 LC>?V07;JA;>8?; -+ )*5

5*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W*0=BH80P0L*0=J;>*0GHBQRFI?
&- 4*O

&2*旧世界温带分布

S:G0TC>:G07;JA;>8?;
- 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K;GH?;>>8F;8F08FG0T*0=BH80?C0N*0=BH80
- 2*%

&$*东亚分布 W*0=BH80 &$ $*$

&+*中国特有分布 WFG;JHI0?C0NVHF8 $ &*4
总计 7C?8: 4-) &22

分布区类型

=>;8:0?@A;B0
00种数

LC*0CD0
BA;IH;B

百分比

6

"*0世界分布 NCBJCAC:H?8F &- !

""*0泛热带分布 M8F?>CAHI0 ) &*&

"""*0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7>CA*00=BH80P07>CA*0=J;>*00GHBQRFI?
- 2*4

"#*0旧世界热带分布 S:G0TC>:G07>CAHIB0 $ 2*)

#*0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7>CA*00=BH80?C07>CA*0=RB?>8:H8
&2 &*%

#"*0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7>CA*0=BH80?C07>CA*0=D>HI8
&& &*O

#""00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

7>CA*00=BH808FG0BR9?@A;B
X45). ’%+*2.

00000#""U&*0印度至马来西亚分布

"FGCUK8:;BH8
&-2 &5*%

00000#""U-*0南亚至大陆东南亚分布

Y0=BH80?C0K8HF:8FG0YW0=BH8
&42 -&*4

00000#""U4*0大陆东南亚至中国南部

K8HF:8FG0YW0=BH80?C0YT08FG0YW0NVHF8
&1) -1*&

#"""*0东亚分布 W*0=BH8 &O -*5

"Z*0中国特有分布及其变型

WFG;JHI0?C0NVHF808FG0BR9?@A;B
X&%-. X-%*+.

00000"ZU&*0中国西南至华南分布

YT0?C0YW0NVHF8
5& &$*5

00000"ZU-*0云南特有分布

WFG;JHI0?C0[RFF8F
)& &&*%

总计 7C?8: %-4 &22*2

表 % 勐宋种子植物种的分布类型

789:;0400=>;8:0?@A;B0CD0BA;IH;B0CD0B;;G0A:8F?B0HF0K;FEBCF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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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至马来西亚分布!$%%&"’((((((((指从印 度

或喜马拉雅南坡)南亚’经大陆东南亚分布到整个马

来西亚地区，东界越过华莱士线到达菲律宾或新几

内亚。共有 "*+ 种，是热带亚洲分布类型的典型代

表和核心成分，它们都是以马来西亚地区为分布核

心，在发生上应属于马来西亚成分，由此反映了该

植物区系有较强的马来西亚亲缘。如云树)!"#$%&%"
$’("#、山 地 五 月 茶 ))&*%+,-." .’&*"&/.#、山 油 柑

))$#’&0$1%" 2,+/&$/3"*"#、木紫珠)4"33%$"#2" "#5’#,"#、
海芋 ))3’$"-%" ."$#’##1%6"#, 野漆树)7’8%$’+,&+#’&
-/$$,+"&,/.#、山鸡椒)9%*-," $/5,5"#-、楹树!)35%6%"
$1%&,&-%-’、水同木 !:%$/- ;%-*/3’-"’、光叶桑!<’#/-
."$#’/#"’、毛 瓣 无 患 子 !="2%&+/- #"#">’( 、细 青 皮

!)3*%&?%" ,8$,3-"’,毛叶嘉赐树!4"-,"#%" @,3/*%&"’、微

花 藤!A’+,- $%##1’-"’、齿叶黄杞!B&?,31"#+*%" -,##"*"’、
红 光 树 !C&,." ;/#;/#"$,"’、展 毛 野 牡 丹 !<,3"-*’."
&’#."3,’、大叶白颜树!!%#’&&%,#" -/5",D/"3%-’等。

!*’南亚至大陆东南亚分布!$%%&*’(((((((是从印度

半岛或斯里兰卡，或从喜马拉雅南坡或印度东北部

分 布 到 大 陆 东 南 亚 和 中 国 南 部 。 有 ".+ 种 ，如

粗 丝 木 )!’.21"&+#" *,*#"&+#"#、潺槁木姜子)9%*-,"
?3/*%&’-"#、疣 果 花 楸 )=’#5/- ?#"&/3’-"#、 香 须 树

))35%6%" ’+’#"*%--%."#、鸡 嗉 子 榕 ):%$/- -,.%$’#+"*"#、
刺 栲 )4"-*"&’2-%- 10-*#%8#、 黄 皮 花 树 )E,+3"&+%"
-$"5#"#、歪 叶 榕 ):%$/- $0#*’21033"#、 尖 果 穿 鞘 花

)).%-$1’*’302, 1’’>,#%#、 毛 叶 油 丹 ))3-,’+"21&,
"&+,#-’&%%#、长 蕊 木 兰 ))3$%."&+#" $"*1$"#*%%#、蒙 自

草 胡 椒 )F,2,#’.%" 1,0&,"&"#、 蜘 蛛 花 )=%3@%"&*1/-
5#"$*,"*/-#等。

).#大陆东南亚至中国南部分布)$%%&.#-------是从

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分布到中国云南和华南，有

"/0 种。印度支那北部和邻接的中国南部地区以植

物区系的古老和丰富而著名，是一个古老植物区系

的发生中心，该分布式样的种类，大多就是该地区

的发生成分。如滇缅越桔)G"$$%&%/. ,8"#%-*"*/.#、
黄棉木 )<,*"+%&" *#%$1’*’."#、焰序山龙眼)H,3%$%"
20##1’5’*#0"#、四 裂 算 盘 子 )!3’$1%+%’& "--".%$/.#、
云 南 黄 杞 )B&?,31"#+*%" -2%$"*"#、 云 南 棋 子 豆

)403%&+#’>,3/21" >,##%%#、 多 苞 藤 春 ))321’&-,"
-D/".’-"#、金 平 藤 春 ))I 5’&%"&"#、尖 叶 瓜 馥 木

):%--%-*%?." "$/.%&"*%--%./-#、桂叶 )4,3*%-*%.’#,&-%-#、
闷 奶 果)J’/-%?’&%" "&?/-*%;’3%"#、短 刺 栲 )4"-*"&’2-%-
,$1%&’$"#2"#、湄公栲)1I .,>’&?,&-%-#、网 脉 肉 托 果

)=,.,$"#2/- #,*%$/3"*"#、皱叶安息香)=*0#"8 #/?’-/-#、

龙果 )F’/*,#%" ?#"&+%;3’#"#等。

温带分布 在勐宋只有东亚分布类型，共

"2 种，如盐肤木!K1/- $1%&,&-%-’、鹅掌柴!=$1,;;3,#"
’$*’21033"’, 密花树 !<0#-%&, -,?/%&%%’、香椿!7’’&"
-%&,&-%-’等。

!"# 中国特有种分析

勐 宋 的 中 国 特 有 种 共 "3* 种 ， 占 总 种 数 的

*3456。其中除了少数在国内多数省区有分布外，一

般不超出中国西南至华南的分布范围，据此，本文

将勐宋的中国特有种划分为 * 个亚型。

中国西南至华南分布 共 7" 种，较典型的

代表有瓦山栲!4"-*"&’2-%- $,#"*"$"&*1"’、密脉石栎

!9%*1’$"#2/- ;’#+%"&/-’、中国狗牙花!7"5,#&",.’&*"&"
$’#0.5’-"’、 干 花 豆 !:’#+%" $"/3%;,#"’、 广 防 己

!)#%-*’3’$1%" ;"&?$1%%’,8银木荷)=$1%." "#?,&*,"#,-歪
叶 秋 海 棠 )J,?’&%" "&?/-*%&,%#、短 药 蒲 桃 )=060?%/.
5#"$10"&*1#/.#、黑果木姜子)9%*-," "*#"*"#、厚叶琼楠

)J,%3-$1.%,+%" 2,#$’#%"$,"#、硬毛锥花)!’.21’-*,.."
-*,33"*’&1%#-/*/.#、锈 枝 木 莲 )<"&?3%,*%" ;’##,-*%%#、云

南木楝 )).’’#" 0/&&"&,&-%-#,- 华夏蒲桃)=06%?%/.
$"*1"0,&-%-#、榄绿红豆)L#.’-%" ’3%@"$,"#、缩序米仔兰

))?3"%" "55#,@%"*"#、巴豆藤)4#"-2,+’3’5%/. -$1’$1%%#、
蒙自凤仙)A.2"*%,&- .,&?*6,"&"#等。

云南特有分布 根据现有资料暂定为云南

特有种)包括西双版纳种#的有 0" 种，它们绝大多数

都分布于云南西部，西南部，中南部，南部到东南部

地区。分布到滇南至滇西南一带的种有沧源石密

))321’&-," *-"&?0/"&,&-%-#、 散 微 籽 )J"3%’-2,#./.
,;;/-/.#、勐 海 石 栎 )9%*1’$"#2/- ;’1"%,&-%-#、紫 叶 琼

楠)J,%3-$1.,%+%" 2/#2/#"-$,&-#等；分布于滇南一带

的 种 ，如 狭 萼 荷 苞 果 )M"&*’3%- -*,&’2,*"3"#、勐 海 槭

))$,# 1/%"&/.#、西盟磨芋)).’#21’21"3/- 8%.,&?,&-%-#、
大 叶 岩 角 藤 )K1"21%+’21’#" .,?"21033"#、景 东 马 兜

铃))#%-*’3’$1%" $1%&?*/&?,&-%-#等；分布到滇南到滇

东南一带的种，如磷片罗伞)J#"--"%’2-%- 3,2%+’*"#、
滇 南 杜 英 )B3",’$"#2/- "/-*#’&0/&&"&,&-%-#、云

南 红 豆 )L#.’-%" 0/&&"&,&-%-#、 文 山 紫 树 )N0--"
(,&-1"&,&-%-#等；分布到滇东南至滇西南的种，如盈

江 南 星 ))#%-",." %&>%"&?,&-,# 和 红 梗 楠 )F1’,5,
#/;,-$,&-#；分布到滇西北至滇南一带的种，如云南

水东哥)="/#"/%" 0/&&"&,&-%-#和倒卵叶枇杷)B#%’5’*#0"
’5’@"*"#。西双版纳特有种如瘤果厚壳桂)4#02*’$"#0"
#’33,*%%#、勐海山柑)4"22"#%- ;’1"%,&-%-#、厚叶假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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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穗 花 叶 !/#%+$(&$0(.-12
*-.).*-*"等。

# 讨论

通过对该植物区系的组成和地理成分分析，勐

宋热带山地雨林种子植物区系具有以下特点：

热带成分占优势，此区系具有明显的热带亚洲

!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特点，有较强的马来

西亚亲缘 分布区类型分析表明：勐宋热带山地

雨林种子植物区系科的分布区类型以热带和亚热

带 分 布 科 最 多 !%&’()"， 其 次 是 热 带 到 温 带 分 布

!&%’%)"和典型热带分布!*(’*)"；属的分布区类型

以热带亚洲分布最多 !&(’+)"，其次是泛热带分布

!&,’()"，热 带 分 布 远 多 于 温 带 分 布!&#(：##"；种 的

分布区类型以典型热带成分!--!.-- 项"最多，占总

种数的 ,/’*)，其中又以热带亚洲分布占绝对优势，

占总种数的 ,#’0)。若再加上分布区局限于中国热

带地区的云南、广西、海南热带地区分布种，西双版

纳特有种和云南特有种的绝大多数，热带成分接近

/0’0)。可见，本植物区系热带性质显著，具有明显

的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特点，属于热带亚洲区

系的一部分。

热带北缘性质 勐宋热带山地雨林种子植

物区系的 *( 个主要组成科中，热带至亚热带分布

科有 1 个，热带至温带分布科有 , 个。热带性质强

的一些科，如野牡丹科、藤黄科、肉豆蔻科、山榄科

在勐宋山地雨林仅有少数或仅有个别属种。一些在

东南亚热带核心地区才具有的纯粹热带科如猪笼

草 科!23456789383"、胡 麻 科!:3;8<=89383"、龙 脑 香 科

!>=463?@98?489383" 等在勐宋热带山地雨林 中 不 存

在。同时，该植物区系以热带和主产热带的科占绝

对优势!1+’&)"，属于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在热带

成分中，又以分布区扩展到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科占

绝大多数，该植物区系中的主要科和代表科也全属

于此类型而非典型热带科。

植物区系地理交汇带 西双版纳地区在地

理上是处于热带到亚热带，半湿润到半干旱的一个

过渡位置。在地质史上是古南大陆!冈瓦那古陆"和
古北大陆!劳亚古陆"的交合地带，在近代地貌上是

通连东喜马拉雅到东南亚的横断山余脉系地区，在

植物区系分区上位于古热带植物区与东亚植物区

的交汇地带A(B。由于地理和地史的特点，西双版纳植

物区系带有明显的交汇与过渡性 A/B，作为西双版纳

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勐宋热带山地雨林植物区系也

体现了这些特点。

区系有一定的古老性 勐宋热带山地雨林

原始森林上层乔木组成中以古老的单室茱萸科的

八蕊单室茱萸及其近缘的紫树科多种植物为上层

优势树种A+B。木兰科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被子植物之

一，在本区系中有 , 属 *& 种，且多为系统发育上较

原始的代表，如长蕊木兰、云南拟单性木兰，红花木

莲等。紫树科除喜树外全世界仅 *0 余种，在勐宋就

发现有文山紫树等 + 种和变种。该山地雨林林下

亦 以 原 始 古 草 本 植 物 金 粟 兰 科 草 珊 瑚 !/%0+%.’0%
$%-.%.).*-*"为优势种。这些特征意味着该山地雨林

植物区系具有一定的古老性。

参 考 文 献

A*BCCCD7ECFC!朱华"，G85HCFC!王洪"，I=CJCKC!李保贵"’C3(2.%.#$)* LM’C
!NE47@?O=89383"PC 8CH35EQC53MC 6@C R7=58C 85;C =6QC O=@H3@H?847=98<C
=S4<=986=@5C ATB’C U968C:7V6@68W@5CL=5C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000，%(
!#"X+,&!+,%’C!=5CCR7=53Q3"

A&BCCC :3=CCLCCTC!裴 盛 基 "PCYECCTCCRC!许 建 初"，R735CLCZC!陈 三 阳 "，36C8<’
R@<<3963;C [3Q38?97C :843?QC @5C J=@;=\3?Q=6VC =5C LM=;;35C
UH?@39@QVQ63SQCC =5CC Y=Q7E85HO8558C ARB’C ]E5S=5H：ZE5585C
N;E986=@5C:?3QQPC*//1’C&,!&1’C!=5CR7=53Q3"

A%BCCCD7ECFC!朱华"，G85HCFC!王洪"，I=CJCKC!李保贵"’C[3Q38?97C@5C673C
6?@4=98<CQ38Q@58<C?8=5^@?3Q6C@^CY=Q7E85HO8558PC L@E67CZE5585CATB’C
KE=78=8C!广西植物"PC*//(PC*(C!+"X%1*!%(+’C!=5CR7=53Q3"

A+BCCCG85HCFC!王 洪"，D7ECFC!朱 华"，I=CJCKC!李 保 贵 "’CUCQ6E;VC@5C673C
6?@4=98<CCS@56853CC?8=5^@?3Q6CC=5CC_C35HQ@5HPC Y=Q7E85HO8558PC L’C
ZE5585C ATB’C KE=78=8C ! 广 西 植 物 "PC &00*PC &* !+"X%0% !%*+’C !=5C
R7=53Q3"

A#BC D785HCFC‘C !张宏达"’C ‘73C^<@?=Q6=9C978?8963?=Q6=9QC=5CKE85H;@5HC
4?@\=593CATB’CU968CL9=C286<Ca5=\CLE5V86Q35=C!中 山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学版"，*/,&，!*"X*!%+’C!=5CR7=53Q3"
A,BCCCGECDCZ!吴征镒"，>=5HC‘CZC!丁托娅"’CL33;C:<856QC@^CR7=58C!>=Qb"C

A_cR>B’C]E5S=5H：ZE5585CL9=3593CdC63975@<@HVC:?3QQ，*///’C!=5C
R7=53Q3"

A1BCCCGECDCZC!吴征镒"’‘73C8?38<$6V43QC@^CR7=53Q3CH353?8C@^CQ33;C4<856QC
ATB’CU968CJ@6CZE5585C!云南植物研究"，*//*PCLE44<’C!X*!*%/’C!=5C
R7=53Q3"

A(BCCCGECDCZPCGECLCK’CUC4?@4@Q8<C^@?C8C53MC^<@?=Q6=9Cb=5H;@SC!?38<S"C
— ‘73CN’CUQ=86=9Cb=5H;@SPC=6QC;3<=5386=@5C85;C978?8963?=Q6=9QCAUB’C
-5XC :?@933;=5HQC@^C 673C -eR>C !*//,"C ARB’C J3=f=5HXC R7=58CF=H73?C
N;E986=@5C:?3QQPCJ3?<=5XCL4?=5H3?$.3?<8HPC*//(’C%!+&’

A/BC D7ECCFC !朱华"， I=CCZCFC !李延辉"， YECCDCCeC !许再富"PC 36CC8<’C
R78?8963?=Q6=9QC85;C8^^=5=6VC^<@?8C@^CY=Q7E85HO8558PCLGCR7=58CATB’
KE=78=8C!广西植物"，&00*，&*!&"X*&1!*%,’C!=5CR7=53Q3"

*1,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热 带 亚 热 带 植 物 学 报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