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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云南省思茅地区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地处联系滇南热带与滇中亚热带的中间位置,在植被

地理和生物地理上十分重要, 其植物区系计有野生种子植物 1 920种, 隶属于 836属及 178科。

该植物区系以兰科 ( 69属 /223种 )、茜草科 ( 37 /100)、菊科 ( 47 /86)、蝶形花科 ( 33 /82)、唇形科

( 28 /62)、大戟科 ( 25 /59)、荨麻科 ( 13 /52)、禾本科 ( 34 /47)、樟科 ( 12 /44)、桑科 ( 6 /44)、爵床科

( 26 /36)等为优势科。属的分布区类型组成以热带亚洲分布型最多, 约占总属数的 31%; 其次是

泛热带分布,占 23. 4%;热带分布合计占总属数的 83. 3%。种的分布区类型组成仍以热带亚洲分

布最多, 占总种数的 60. 6% ;其次是中国特有分布, 占 21. 6%; 热带分布种合计占 70. 0%以上。

这些特征均表明该植物区系热带性质显著,并具有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特点, 在植物区系分

区上属于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由于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在地理上位于热带亚洲植
物区与东亚植物区的交汇地带,该植物区系中的许多热带植物均是在其分布的北界,植物区系又

有明显的热带北缘性质。通过与滇南西双版纳和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的比较,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植物区系与西双版纳植物区系在区系组成及属的地理成分构成上很接近, 它们同为热带亚洲植

物区系的北缘类型。在云南南部,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到东亚植物区系的过渡与转变, 显然发生

在思茅菜阳河地区以北。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过渡到东亚植物区系,在诸属的分布区类型中,热

带亚洲分布型显著减少,北温带分布型和东亚分布型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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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lora of Caiyanghe Nature Reserve in Simao, Yunnan w ith

reference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tropicalAsian flora to Eastern Asian flora

ZHU Hua� ZHAO Chong�Jiang � WANGH ong� ZHOU Sh i�Shun� SH I Ji�Pu� LI Bao�Gui

( X ishuangbanna T rop ica l Botanica lGarden, the Ch inese Academ y o f Sc iences, Kunm ing� 650223)

Abstract� Ca iyangheNatureR eserve in S imao is located at a transitiona l area from the trop ical southern

to the subtropical center of Yunnan. Intensive florist ic inventory w asmade in theN atureR eserve. To tal

1920 species of seed plan ts belong ing to 836 genera and 178 fam ilies w ere recorded. O rchidaceae w ith

223 species of 69 genera is the largest fam ily in size in the nature reserve, and other abundant fam ilies

in species richness are Rub iaceaew ith 100 spec ies of 37 genera, Compositaew ith 86 species of 47 gene�
ra, Papilionaceaew ith 82 spec ies of 33 genera, Lab iatae w ith 62 spec ies o f 28, Euphorbiaceae w ith 59

species of 25 genera, U rt icaceae w ith 5 species of 13 genera, G ram ineaew ith 47 spec ies o f 34 genera,



Lauraceaew ith 44 spec ies of 12 genera, M oraceaew ith 44 spec ies of 6 genera, andA can thaceaew ith 36

species of 26 genera etc. The area l types at gener ic and specific leve ls are ana ly zed respective ly. The

trop ica l elements contribute to 83. 3% at generic level and 70. 0% at specific leve l of the flo ra, o fwh ich

trop ica lA sian ( Indo�M alaysia) e lements contribute to 31% at generic leve l and 60. 0% at specif ic lev�
e.l Thus it is obv ious that the f lora of theN atureReserve in Sim ao is of trop ical in nature and be longs to

Indo�Malesia flo ristic kingdom. A s the na ture reserve is located at a transitiona l area of trop ical south to

subtropicalYunnan, many trop ica l p lants reach up the ir northern lim it of d istribut ion here. Therefore,

the flora of C aiyanghe N ature Reserve is transitional tow ard the subtropical flora o f Yunnan. Based on

comparison to the flora of X ishuangbanna in southern Yunnan and the flora ofW uliangshan in center

Yunnan, it is revealed that T rop ical A sian elements reduced consp icuously, w h ile N orthern temperate

and Eastern A sian e lem ents increased consp icuousl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rop icalA sian flora to E astern

A sian flo ra in southern Yunnan.

Key words� seed p lant flo ra; geograph ica l e lem ents; Ca iyangheN ature Reserve; Yunnan

思茅地区位于云南省的中南部, 自 1840年以

来,就有许多外国人涉足该地区采集植物标本, 如

赖神甫 ( J. M. De1avay, 1834~ 1895)、傅尔内 ( F.

S. A. Bourne, 1854 ~ 1940)、汉考克 (W. Hancock,

1847~ 1914)、亨利 ( A. H enry, 1857~ 1930)、威尔

逊 ( E. H. W ilson, 1876~ 1930)、福雷斯特 ( G. For�
res,t 1873 ~ 1932 )、韩马吉 ( H. H ande l�Mazzett,i

1862~ 1940)等;上世纪初, 中国植物学家王启无、

蔡希陶、俞德浚、冯国媚等也都到过思茅地区采集

植物标本
[ 1]
。这些采自思茅地区的标本中有很多

被作为新种发表,模式标本广泛存于国内外著名标

本馆中,故思茅地区早为植物学家所熟知。

云南南部的植被自 1939年王启无有所提

及
[ 2]
,上世纪 50~ 60年代中国科学院、云南大学等

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初步肯定了在云南南部具

有生物地理意义上的真正热带雨林
[ 3~ 5 ]
和热带植

物区系
[ 6, 7]
。后来随着交通和其它条件的改善, 对

云南南部的植被和植物区系的深入调查研究工作

得以广泛开展, 并发表了很多论著, 但研究工作主

要是针对云南南部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植被和植

物区系, 并且认为具有完整群落结构的东南亚类

型的热带雨林主要发生在西双版纳普文以南的低

海拔区域, 而位于普文勐望盆地北缘的思茅地区

的菜阳河自然保护区较高海拔山地也存在有典型

的东南亚热带季节雨林群落则是近年才有报

道
[ 8, 9]
。

云南中南部在自然地理上是热带生物区系向

亚热带生物区系的一个过渡地带 (生态交错区 ),

在历史地理上是古南大陆与古北大陆的一个融合

地带
[ 10~ 12]

,云南中南部地区是在第三纪古地中海

消退,喜马拉雅隆升、地壳间歇性的上升隆起而形

成, 其生物区系既具有古地中海起源背景,又受近

代印度 � 马来西亚区系的强烈影响,特别是该地区

地处联系滇南热带植物区系与滇中亚热带植物区

系的中间位置, 使该地区在植被地理和生物地理上

十分重要, 成为生物学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和热点地

区
[ 13]
。

有关思茅地区的植物区系方面的研究仅见有

对其北部的景东无量山植物区系的研究
[ 14, 15]

, 而

其南部的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不仅有着大面积的原

始季风常绿阔叶林, 而且由于其特别的生物地理位

置,其植物区系在学术上十分重要, 但仍是研究空

白。本文拟通过对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区系

研究,为深入探讨该地区的植物区系地理和为其生

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参考。

1� 菜阳河保护区的自然地理特点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思茅县东南部,约

当东经 101 7!~ 101 15!, 北纬 22 30!~ 22 38!之
间,为无量山脉南延的末端热带北缘山地, 澜沧江

与把边江之间分水岭的一部分。保护区为中等切

割的低、中山地,地形破碎, 坡陡沟窄,一般坡度在

20 ~ 30 ,主要山脉横卧于西双版纳勐望盆地北缘
呈东 � 西走向, 地势亦东北高,西南低。最高处是

北面的罗罗新寨山, 海拔 1 698 m; 最低处为玉生

田西南的菜阳河口, 海拔 980 m; 大部分地区海拔

均在 1 200m以上。保护区内的主要河流为菜阳

河,由东至西横贯保护区汇入大开河, 再入澜沧江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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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地理位置

F ig. 1� Loca lity o f Ca iyangheN ature Rese rve, S im ao, Yunnan

� �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地处热带北缘向南亚热带

的过渡地带,气候主要受印度洋季风控制,其特点

是年平均气温高, 年温差小,日温差大, 雨量充沛,

干湿季明显,干季雾日长,冷季受北方寒潮影响轻

微,霜区短, 日照充足。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目前仍

无详细气候观测资料, 根据思茅气象站的观测资

料,该区年均温 17. 7∀ ,年降雨量 1 547. 6mm, 相

对湿度 82%, # 10∀ 年积温6 253. 5∀ 。

自然保护区的土壤为赤红壤,分为 3个亚类,

即赤红壤、黄色赤红壤和粗骨性赤红壤。赤红壤是

该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土壤类型, 分布面积最大,

主要是在山体的中上部, 海拔 1 200~ 1 698 m,土

层深厚, 腐质殖层薄, 成土母岩是砂岩, 其上发育

的植被类型主要是季风常绿阔叶林。黄色赤红壤

分布于中山下部,海拔 980~ 1 300m, 成土母岩主

要是泥质叶岩, 在狭谷沟箐, 土层浅薄, 多石砾,

腐质殖层很薄,其上发育的植被类型主要是热带季

节雨林。粗骨性赤红壤分布在局部山脊和陡坡地

段,土层较薄,含粗砂、碎石多, 其上发育的植被类

型主要是热性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2� 植物区系的组成及其基本特点

据调查,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约有野生种子植物

1 920种, 隶属于 836属及 178科。种子植物中,含

20个种及其以上的优势科有 27个, 它们共有植物

493属 1 225种, 占总属数的 59% 和总种数的

63%, 构成了该植物区系的主体成分 (表 1)。这些

优势科按种数排名是:

兰科 ( O rchidaceae, 69 /223)、茜草科 ( Rubiace�
ae, 37 /100)、菊科 ( Compositae, 47 /86)、蝶形花科

( Papilionaceae, 33 /82 )、唇形科 ( Lab iatae, 28 /

62)、大戟科 ( Euphorb iaceae, 25 /59)、荨麻科 ( U rt i�
caceae, 13 /52)、禾本科 ( G ram ineae, 34 /47)、樟科

( Lauraceae, 12 /44)、桑科 (M oraceae, 6 /44)、爵床

科 (A can thaceae, 26 /36)、萝摩科 ( A sclep iadaceae,

21 /34)等。

在该植物区系的含种数较多 (原则上按含 10

种以上 ) 的科中,按各个科占该科世界种数百分比

值大小排名次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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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如荨麻科、壳斗科、榆科 (U lmaceae)、

防己科 (M enisperm aceae)、楝科 (M eliaceae)、桑科、

鸭趾草科 ( Commelinaceae)、木樨科 ( O leaceae)、葡

萄科 ( V itaceae )、冬青科 ( Aqu ifo liaceae)、忍冬科

( Caprifoliaceae )、姜科 ( Z ing iberaceae )、杜英科

( E laeocarpaceae)、五加科 ( A ra liaceae)、紫金牛科

(M yrsinaceae )、葫芦科 ( Cucurb itaceae )、山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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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aceae)等。

这些反映其地方特征或发生特征的代表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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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优势科组成

Tab le 1� P lant fam ilies w ith m ore than 20 spec ies in the flora o f Ca iyanghe Nature Reserve ( CNR )

科名

Fam ily

属数

Num ber of genera

种数

Number of sp ecies

兰科 O rch idaceae 69 233

茜草科 Rub iaceae 37 100

菊科 Com pos itae 47 86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33 82

唇形科 Lab iatae 28 62

大戟科 Euphorb iaceae 25 59

荨麻科 U rt icaceae 13 52

禾本科 G ram ineae 34 47

樟科 Lauraceae 12 44

桑科 M oraceae 6 44

爵床科 A canthaceae 26 36

萝藦科 A sclep iad aceae 21 34

壳斗科 Fagaceae 4 33

科名

Fam ily

属数

Num ber of genera

种数

Num ber of species

蔷薇科 Rosaceae 12 30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19 29

五加科 A raliaceae 9 26

楝科 M el iaceae 10 25

葡萄科 V itaceae 5 25

天南星科 A raceae 15 24

紫金牛科 M yrs inaceae 4 23

姜科 Zing iberaceae 9 23

鸭跖草科 Comm elinaceae 9 22

芸香科 Ru taceae 9 22

玄参科 Scrophu lariaceae 12 22

番荔枝科 Annonaceae 10 21

防己科 Men isperm aceae 12 20

表 2�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代表科及排名

Table 2� The fam ilies w ith h igher representativ e v alue in spec ies in the flo ra o f Ca iyanghe Nature Reserve ( CNR )

科名

Fam ily

世界种数

Num ber of sp. in the w orld1
莱阳河种数

Num ber of sp. in CNR
莱阳河种数 /世界种数 (% ) RVS2

荨麻科 U rt icaceae 1 050 52 4. 95

壳斗科 Fagaceae 700 33 4. 71

榆科 U lm aceae3 175 8 4. 57

防己科 M en isp erm aceae 450 20 4. 44

楝科 M el iaceae 565 25 4. 42

桑科 M oraceae 1 100 44 4. 00

菝葜科 Sm i lacaceae4 230 8 3. 48

鸭跖草科 C omm elinaceae 640 22 3. 44

木樨科 O leaceae 600 18 3. 00

葡萄科 V itaceae 850 25 2. 94

冬青科 Aqu ifo liaceae 420 11 2. 62

忍冬科 Cap rifoliaceae 420 11 2. 62

姜科 Zing iberaceae 1 100 23 2. 09

杜英科 E laeocarp aceae 540 11 2. 04

五加科 A raliaceae 1 325 26 1. 96

紫金牛科 M yrs inaceae 1 225 23 1. 88

葫芦科 Cucurb itaceae 755 14 1. 85

山茶科 Th eaceae 610 10 1. 64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1 850 29 1. 57

樟科 Lauraceae 2 850 44 1. 54

� � 1. Numbers of species of p lan t fam ilies in the w orld are from M abberley ( 1997) ; 2. Rep resen tative value in species level (RVS ) = The num ber

of species of the fam ily in the flora of Caiyangh eNatureReserve ( CNR ) / th e number of total species of the fam ily in the w orld ∃ 100; 3, 4. U lm aceae

and Sm ilacaceae, a lthough have 8 sp ecies respect ively in Caiyangh e Natu re Reserve, have h igher representative value in Sou thern Yunnan, and h ere

w e includ ed th em in the calcu lation of R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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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属的地理成分分析

按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划

分
[ 23]

,统计了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种子植

物属的分布区类型构成 (表 3)。

表 3�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属分布区类型

Table 3� Area l�types at gener ic level o f the flo ra o f Ca iyanghe Nature Reserve

属的分布区类型 A real�types 属数 Num ber of gen era 百分比% percentage

1世界分布 C osm opolitan 52 不计百分

2全热带分布 Pan tropic 183 23. 40

3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rop ical As ia and T rop icalAm erica d isjunct 21 2. 69

4旧世界热带分布 O ldW orld Tropic 86 11. 00

5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Trop ica lAs ia to TropicalAu stralia 57 7. 29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rop ica lAs ia to TropicalA frica 62 7. 93

7热带亚洲分布 Trop ical As ia 242 30. 95

2~ 7� (热带成分 )合计 TotalTrop ica l elem en ts ( 651) ( 83. 26 )

8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 perate 46 5. 88

9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 E ast As ia and North Am erica d isjun ct 23 2. 94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W orldT emperate 21 2. 69

12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M ed iterranean, W As ia to C A sia 1 0. 13

14东亚分布 E ast As ia 35 4. 48

15中国特有分布 End em ic to C hina 5 0. 64

共计 T otal 834 100. 00

� � 热带分布属 (类型 2~ 7)共计 651个,占所统

计数的 83. 3%。热带分布属中,又以热带亚洲分布

属最多, 占去所统计属的 31%, 如番龙眼 ( Pom e�
tia ) 属、藤春属 (A lphonsea)、崖摩属 ( Amoora )、腺

萼木属 (M ycetia )、翅子树属 (P terosp ermum )、银钩

花属 (M itrephora )、山楝属 (Aphanam ixis)、红光树属

(K nema)等; 其次是全热带分布属, 有 183属, 占

23. 4%, 如买麻藤属 (Gnetum )、琼楠属 (Beilschm e�
d ia)、厚壳桂属 ( Cryp tocarya )、胡椒属 (P ip er )、粗

叶木属 ( Lasianthus)、羊蹄甲属 ( Bauhinia )等;旧世

界热带分布属占 11% , 如蒲桃属 ( Syzyg ium )、山

牵牛属 (Thunbergia )、岩棕属 (D racaena )、露兜树属

(Pandanus)、暗罗属 (P olyalth ia )、金刀木属 (B ar�
ringtonia )、竹节树属 (Carallia )等; 热带亚洲至大

洋洲分布属占 7. 3%, 如银背藤属 (Argyreia )、水锦

树属 (W edland ia )、球兰属 (H oya )、臭椿属 (A ilan�
thus)、五桠果属 (D illenia )、罗森藤属 (L oesenneriel�
la )等;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占 7. 9%, 如 木

绵属 (Bombax )、大风子属 ( F lacourtia )、使君子属

(Quisqualis)、豆腐柴属 ( P remna )、飞龙掌血属

(Toddalia )、香茅属 ( Cymbopogon)、帽柱木属 (M i�
tragyna )、浆果楝属 (C ipadessa )等。

温带分布属 (类型 8~ 12)共占所统计属数的

10. 9% ,包括有北温带分布属如栎属 (Quercus)、盐

肤木属 (Rhus)、槭属 (Acer)、桤木属 (A lnus )、鹅耳

枥属 (C arp inus)、桦木属 (B etula )、柳属 ( Salix )

等;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属, 如五味子属 ( Schizan�
dra )、石楠属 ( Photinia )、木兰属 (M agnolia )、十

大功劳属 (M ahonia )、八角属 ( Illicium )等; 旧世界

温带分布属有筋骨草属 (A juga )、牛蒡属 ( Arcti�
um )、香薷属 (E lsholz ia)等。

东亚分布属有 35个, 如猕猴桃属 (Actinidia )、

南酸枣属 ( Choero spond ia )、蜘蛛抱蛋属 (A sp idis�
tra )、枇杷属 ( Eriobo trya )、青荚叶属 (H elw ingia )

等,占 4. 5%。而中国特有属仅见有 5个, 如巴豆藤

属 ( C raspedolobium )、苦枣藤属 ( E leutharrhena )、

盾果草属 ( Thy rocarpus)、喜树属 ( Camp totheca )及

银鹊树属 (Tap isc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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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的分布区类型构成可以看出,菜阳河自然

保护区植物区系以热带分布属占优势,共占所统计

属数的 83. 3%, 热带性质十分明显,在热带分布属

中,又以热带亚洲分布属最多, 仍带有热带亚洲或

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特点。故该植物区系

就属的地理成分构成而言, 仍应属于热带亚洲或

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北缘部分。

该植物区系也表现了与世界各地热带植物区

系,特别是旧世界热带植物区系,有较密切联系,与

北温带和东亚植物区系也有一定联系。菜阳河自

然保护区无论是其地理位置还是海拔高度范围,在

云南均处在热带亚洲与东亚植物区系的过渡带上,

但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影响更为强烈,在性质上仍

应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4� 种的地理成分分析

以有关分类群的专著、修订或专项研究文献以

及各种植物志、中国种子植物光盘
[ 24]
为依据, 我们

对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有分布资料的 1 884个种子

植物种的分布作了分析归类,可将它们划分为 11

个分布区类型及 5个变型 (表 4)。分布区类型的

名称及其所意指的地理分布范围基本上采用吴征

镒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名称及范

围
[ 23]

,但在热带亚洲分布型和中国特有分布型下,

又根据种的具体分布式样而相应地划分出次级类

型,即分布变型,并根据其分布范围或图式给予相

应的名称
[ 17, 25 ~ 27]

。尚有 36个种, 因资料缺乏, 未

能对它们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表 4�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4� The d istribution types at spec ific leve l of the seed plants from Ca iyanghe Nature Rese rve

种分布区类型 D istribu tion types at specific level 种数 Num ber of species 百分比 Percen tage(% )

%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56 2. 97

& 泛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37 1. 96

∋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 rop icalAs ia & Trop ical Am erica d is junct 20 1. 06

(旧世界热带分布 O ldWorld T rop ic 31 1. 65

) 热带亚洲 � 热带澳洲分布 TropicalA sia to T rop icalAust ralia 50 2. 65

∗ 热带亚洲 � 热带非洲分布 TropicalA sia to T rop icalA frica 43 2. 28

+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 TropicalA sia and its sub types

+ - 1印度 � 马来西亚分布 Ind ia�M alaysia 364 19. 32

+ - 2南亚 � 大陆东南亚分布 S As ia toM ain land SE As ia

+ - 2. 1典型南亚 � 大陆东南亚分布 Typ ical S As ia to M ain land SE As ia 151 8. 01

+ - 2. 2印度 (喜马拉雅 ) 至中国南部分布 Ind ia (H im alayas) to S C h ina 241 12. 79

+ - 3大陆东南亚 � 中国南部分布 M a inland SE A sia to S Ch ina 389 20. 60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合计 Total ofT rop icalAs ia and its sub types) ( 1 144) ( 60. 64)

(热带成分合计 Total sum of trop ical elem ents) ( 1 325) ( 70. 33)

,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 perate 19 1. 01

− 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World T emperate 10 0. 53

. 东亚分布 E ast As ia 65 3. 45

/中国特有分布及其变型 E ndem ic to Ch ina and its variet ies ( 408) ( 21. 61)

/- 1. 中国西南或至华南分布 SW to SE Ch ina 227 12. 00

/- 2云南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Yunn an 181 9. 61

合计 T otal 1 884 100. 00

4. 1� 世界分布

计有 56种,主要是一些菊科和禾本科植物,它

们在植物区系特征分析中意义不大。

4. 2� 泛热带分布

泛热带分布有 36种, 如豆瓣绿 (P ep erom ia tet�
raphylla )、粟米草 (M ollugo pentaphy lla )、爱地草

(G eoph ila herbacea )、地桃花 (Urena lobata )、甜麻

(C orchorus aestuanus)等。

4.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该类型有 20种, 如假烟叶树 ( Solanum erian�

thum )、水茄 ( Solanum torvum )、赛葵 (M 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金腰箭 (Synedrella nud if lora )、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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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蓟 (Ageratum conyzoides )等, 这类成分几乎都是

为归化种。

4.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该类型有 31种, 如竹节树 ( Carallia brachia�
ta )、山菅兰 (D ianella ensifolia )、山芝麻 (H elicteres

angustifo lia )、构棘 (Cudrania cochinchinensis)等 (图

2)。

4. 5� 热带亚洲至热带澳洲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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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枝花李榄

(L inociera ram if lora )、丛花厚壳桂 (C ryp tocarya den�
sif lora)、红叶藤 ( R ourea m inor )、桐叶千金藤

( S tephania hernand ifolia )、糖胶树 (A lstonia schol�
aris)、大叶仙茅 (Curculigo cap itullata )等 (图 3)。

图 2� 旧世界热带分布 � 1.竹节树

F ig. 2� Paleotrop ical d istribu tion� � 1. Ca ral lia brach iata ( Lou r. ) M err.

图 3� 热带亚洲至热带澳洲分布 � 1.糖胶树; 2.红叶藤

Fig. 3� T rop icalAs ia to tropicalAu stralia d istribu tion� 1. A lston ia sch olaris ( L. ) R. B r. ; 2. R ourea m inor ( Gaertn. ) Leenh.

( 1. B ased m ain ly on Markgar,f F. in B lum ea 22( 1 ): 24, 1974; 2. Based on F.l M alesiana 5: 4, 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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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该类型有 43种, 如肾苞草 ( Phaulop sis imbrica�

ta )、白花苋 (Aerva sanguinolenta)、虾子花 (Woodfor�
d ia f ruticosa )、刺蒴麻 (T riumfetta rhomboides)、藤麻

(P rocris crenata)等。

4. 7�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

本文的热带亚洲范围包括南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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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变型的种类是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主

体部分,有 1 144种, 占总种数的 60. 64%。根据种

的集中分布式样,可划分为 3个变型:

4. 7. 1� 印度 � 马来西亚分布

典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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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布类型共有 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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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分布种如云树 ( Garcinia cowa )、

山油柑 ( Acrony chia p edunculata )、海芋 ( A locasia

macrorrhiza)、百日青 (P odocarpus neriifolius)、大叶

白颜树 (G ironn iera subaequalis)、八宝树 (D uabanga

grand if lora )、五桠果 (D illenia indica )、绒毛番龙眼

(P ometia tomentosa )等 (图 4)。

4. 7. 2� 南亚至大陆东南亚分布
该分布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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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布区的偏向, 我们把该类型区分为 2

个变型, 既典型南亚 � 大陆东南亚分布和印度 (喜

马拉雅 ) 至中国南部分布。典型南亚 � 大陆东南

亚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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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分布亚型有 154种, 如钝叶桂 ( C innamomum bejol�
ghota)、粗丝木 ( Gomphandra tetrandra )、云南菠萝

密 ( Artocarpus lakoocha )、买麻藤 ( Gnetum monta�
num )、大叶藤黄 ( Garcinia xanthochymus )、长柄异

木患 (A llophylus longipes )、南酸枣 ( Choerospond ias

ax illaris)、藏药木 (H yp tianthera stricta )等 (图 5)。

图 4� 印度 � 马来西亚分布 � 1.毗黎勒; 2.毛藤榕

Fig. 4� T rop icalAs ia ( Indo�M alesia) d istribut ion

1. T erm ina lia bellirica ( Gaertn. ) Roxb. ; 2. F icu s sag itata Vah .l ( 1. B ased ma in ly on Exel,l A. W. in F.l M alesiana 4 ( 5) : 571, .f 21,

1954; 2. Based on Corner, E. J. H. in Gard. Bu l.l S ing. 21: 55, 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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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亚 � 大陆东南亚分布 � 1.粗丝木; 2.红果葱臭木

F ig. 5� South As ia� M ain land Southeast A sia distribution

1. G omphandra te trand ra (W al.l ) S leum. ; 2. Dysoxylum binecterif erum (Roxb. ) H ook. .f etB edd. ( 1. from S leum er, H. in B lum ea 17

( 1) : 204, 1969)

� � 印度 (喜马拉雅 ) 至中国南部分布变型分布于

喜马拉雅南坡到中国南部或及大陆东南亚北缘,这

一分布图式实际上介于东亚分布型的中国 � 喜马

拉雅分布变型和热带亚洲分布型的典型南亚 � 大

陆东南亚分布变型之间。由于该分布变型的种类

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南坡到中国南部或及大陆东

南亚北缘的热带地区,与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 � 云

南横断山及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国 � 喜马拉雅分布

变型的亚热带或温带种类不同,我们认为将这类喜

马拉雅南坡到中国南部或及大陆东南亚热带北缘

分布的种类作为热带亚洲成分的北缘类型更为适

宜。这类分布式样的种类如小血藤 (Schizandra ne�
g lecta )、藤漆 ( P egia n itida )、柳叶金叶 ( Craib ioden�
dron henry i )、倒卵黄肉楠 (A ctinodaphne obovata )、

柴桂 (C innamomum tamala )、假山龙眼 (H eliciop sis

term inalis)、大叶水东哥 ( Saurauia punduana)、辛果

漆 (D rimycarpus racemosus)、云南楤木 (Aralia thom �
sonii) (图 6)等。

4. 7. 3� 大陆东南亚至中国南部分布
该分布类型有 388种,典型的大陆东南亚至中

国南部分布种从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分布到中国

云南和华南。如大叶木兰 (Magnolia henry i) 、多花

含笑 (M ichelia f loribunda ) 、山白兰 ( Param ichelia

baillon ii ) 、金叶子 ( Craibiodendron stellatum )、裂果

金花 ( Schizomussaenda dehiscens ) 、短刺栲 (Castan�

op sis echinocarpa )、湄公栲 ( Castanop sis m ekongen�
sis)、网脉肉托果 ( Sem ecarpus reticulata )、龙果

(P outeria grandif lora )等 (图 7)。

4. 8� 北温带分布

在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记录到北温带分布 19

个种,如雀舌草 (S tellaria u liginosa )、香薷 ( E lscho lt�
zia cilia ta )、水苦卖 ( Veronica undulata )等, 它们几

乎都是一些广泛分布的草本植物。

4. 9� 旧世界温带分布
这一分布类型记录到 10个种,如狗筋蔓 (Cu�

cubalus baccifer )、金荞麦 ( Fagopy rum dibotry s)、小

花倒提壶 (Cynog lossum lanceo la tum )等, 它们也都

是一些草本植物。

4. 10� 东亚分布类型

东亚分布类型共记录到 65种, 如盐肤木 (Rhus

chinensis)、密花树 (M yrsine seguinii )、青刺尖 ( Prin�
sep ia u tilis)、紫弹树 (C eltis biond ii)、楮 (Broussonetia

kazinoki)等。

4. 11� 中国特有分布
中国特有种共 408种, 占总种数的 21. 61%。

本区系的中国特有种除了少数在国内多数省区有

分布外,其它特有种的分布主要是在中国西南至华

南的范围, 据此,本文将记录到的中国特有种划分

为 2个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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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印度 (喜马拉雅 ) 至中国南部分布 � 1.藤漆; 2.辛果漆

F ig. 6� India (H im alayas) to Sou th Ch ina d is tribut ion

1. P eg ia n itid a C olebr. ( fromM ing, T. L. in Acta Bot. Yunn. , 2( 4 ) : 393, .f 1, 1980 ) ; 2. D rym ycarpus racem osus ( Roxb. ) H ook. .f

(M ing, T. L. in Acta Bot. Yunn. , 2( 4 ) : 394, .f 2, 1980 )

图 7� 大陆东南亚至云南 (华南 )分布 � 1.金叶子; 2.长叶排钱草

F ig. 7� M ain land Sou theast As ia to Yunn an ( Sou th Ch ina) d istribu tion

1. C ra ibiodendron stellatum ( Pierre) W. W. Sm ith ( from Judd in J. A rn. A rb. 67: 466, m ap. 3, 1986) ; 2. P hyllod ium long ipes ( C raib )

S ch ind .l ( from Ohash, H. in G inkgoana, 1: 275, .f 79, 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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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1� 中国西南或至华南分布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至华南地区, 但有

些也达浙、皖、闽等地, 有 227种, 如滇桂木莲

(Manglietia forrestii )、厚叶琼楠 ( B eilschmeidia per�
coriacea )、云南琼楠 ( Beilschm eid ia yunnanensis )、细

毛樟 ( C innamomum tenuip ilium )、野木瓜 ( Staunto�
nia chinensis )、海南草珊瑚 ( Sarcandra hainanen�
sis)、伞花猕猴桃 (A ctinid ia ulm ifolia )、思茅蒲桃

( Syzyg ium szemaoense )、巴 豆藤 ( C rasp edolobium

schochii)、腺叶山矾 ( Symp locos adenophy lla)等。

4.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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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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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勐海石

栎 ( Lithocarpus fohaiensis )、紫叶琼楠 (B eilschmeid ia

purpurascens )、滇南 杜英 ( E laeocarpus austro�yun�
nanensis)、勐仑琼楠 (Beilschmeidia brachy thyrsa )、李

榄琼楠 ( B eilschmeidia linociero ides )、勐仑翅子树

(P terosp ermum meng lunense )、橙果五层龙 ( Salacia

aurantica)、穗花柊叶 (S tachyphrynium sinense )等。

5� 与滇南西双版纳和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
的比较

5. 1� 植物区系组成特征的比较

滇南西双版纳以具有发育典型的东南亚热带

雨林植被为特征,其植物区系为热带亚洲 (印度 �

马来西亚 )植物区系的北缘部分
[ 17, 19~ 21, 25 ~ 35 ]

。滇

中无量山植物区系则主要带有中国 � 喜马拉亚植

物区系特色, 属于东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 14, 15 ]

。

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位于滇南西双版纳与滇中

无量山之间,对它们植物区系的比较将能揭示热带

亚洲 (印度 � 马来西亚 )植物区系与东亚植物区系

的联系与过渡特征。

表 5�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与滇南西双版纳和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的优势科的比较

Table 5� Com par ison o f the fam ilies w ith m ost species richness from the three compared floras

西双版纳 F lora of X ishuangbann a

科名 Fam ily
属 /种

Gen era/Species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F lora of CNR

科名 Fam ily
属 /种

Genera /S pecies

滇中无量山 Flora ofW ul iangshan*

科名 Fam ily
属 /种

Genera /Sp ecies

兰科 Orch idaceae 102: 354 兰科 Orch idaceae 69: 223 菊科 Com positae 68: 149

禾本科 Gram in eae 68: 180 茜草科 Rub iaceae 37: 100 禾本科 G ram ineae 71: 150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54: 177 菊科 Com positae 47: 86 蝶形花科 Pap ilion aceae 54: 135

茜草科 Rub iaceae 46: 155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33: 83 兰科 O rch idaceae 46: 98

大戟科 Euphorb iaceae 39: 123 唇形科 Lab iatae 28: 62 唇形科 Lab iatae 46: 94

唇形科 Lab iatae 36: 105 大戟科 Euphorb iaceae 25: 59 蔷薇科 Rosaceae 29: 79

菊科 C om pos itae 63: 110 荨麻科 U rticaceae 13: 52 杜鹃花科 Ericaceae 8: 61

桑科 M oraceae 7: 85 禾本科 Gram ineae 34: 47 茜草科 Rub iaceae 26: 58

樟科 Lau raceae 12: 80 樟科 Lau raceae 12: 44 大戟科 Euphorb iaceae 27: 57

荨麻科 Urt icaceae 13: 74 桑科 M oraceae 6: 44 玄参科 Scrophu lariaceae 20: 53

姜科 Zingiberaceae 17: 73 爵床科 A can thaceae 26: 36 百合科 Lil iaceae 18: 49

萝藦科 Asclep iadaceae 27: 71 萝藦科 A sclep iadaceae 21: 34 荨麻科 U rt icaceae 16: 49

葫芦科 Cucurb itaceae 19: 59 壳斗科 Fagaceae 4: 33 壳斗科 Fagaceae 5: 46

番荔枝科 Annonaceae 16: 57 蔷薇科 Rosaceae 12: 30 樟科 Lauraceae 12: 44

蔷薇科 Rosaceae 19: 55 夹竹桃科 A pocynaceae 19: 29 桑科 Moraceae 6: 42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27: 54 五加科 A ral iaceae 9: 26 苦苣苔科 G esn eriaceae 18: 38

爵床科 Acanthaceae 30: 52 楝科 M eliaceae 10: 25 山茶科 Th eaceae 8: 34

棕榈科 Palm ae 15: 52 葡萄科 V itaceae 5: 25 五加科 A raliaceae 13: 34

壳斗科 Fagaceae 7: 51 天南星科 A raceae 15: 24 莎草科 Cyp eraceae 10: 33

莎草科 C yperaceae 15: 48 姜科 Z ingiberaceae 9: 23 毛茛科 R anucunaceae 9: 32

� � * 资料来自彭华等, 1997[ 14] ; 科的范围采用 M abberley ( 1997) [ 22] ; 唇形科 ( L ab iatae)包括原亚洲马鞭草科 ( Verbenaceae)植物; 杜鹃

花科 ( E ricaceae)包括原越橘科 ( Vaccin iaceae) .

Data ofWu liangshan is from Peng et al. , 1997[ 14] . Th e size of fam ilies is fromM abb erley ( 1997) [ 22], and the fam ily Lab iatae includ ing A sian

Verbenaceae, the fam ily E ricaceae in clud ing Vaccin 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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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与滇南西双版纳和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的代表科的比较

Tab le 6� Com parison o f the fam ilies w ith most representa tive va lue from the three com pa red flo ras

西双版纳 F lora of X ishuangbann a

科名 Fam ily RVS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F lora of CNR

科名 Fam ily RVS

滇中无量山 Flora ofW ul iangshan*

科名 Fam ily RVS

桑科 M oraceae 7. 00 荨麻科 Urt icaceae 4. 95 锈球花科 H yd rangiaceae 10. 00

菝葜科 Sm i laxaceae 6. 96 壳斗科 Fagaceae 4. 71 槭树科 Aceraceae 8. 85

荨麻科 U rt icaceae 6. 86 榆科 U lm aceae 4. 57 木兰科 M agnol iaceae 7. 88

楝科 M el iaceae 6. 73 防己科 M en isperm aceae 4. 44 菝葜科 Sm ilacaceae 7. 83

葫芦科 Cucurb itaceae 6. 62 楝科 M eliaceae 4. 42 壳斗科 Fagaceae 6. 71

防已科 M en isp erm aceae 6. 44 桑科 M oraceae 4. 00 榆树科 U lm aceae 5. 71

壳斗科 Fagaceae 6. 43 菝葜科 Sm ilacaceae 3. 48 山矾科 Symp locaceae 5. 60

姜科 Zigiberaceae 6. 09 鸭跖草科 C omm elin aceae 3. 44 山茶科 Theaceae 5. 57

榆树科 U lm aceae 5. 71 木樨科 O leaceae 3. 00 荨麻科 U rticaceae 4. 67

鸭跖草科 C omm elinaceae 4. 84 葡萄科 V itaceae 2. 94 桑科 M oraceae 3. 82

木犀科 O leaceae 3. 83 冬青科 Aqu ifoliaceae 2. 62 忍冬科 Caprifo liaceae 3. 81

山茶科 Th eaceae 3. 61 忍冬科 C aprifoliaceae 2. 62 报春花科 Prim u laceae 3. 76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3. 30 姜科 Zingiberaceae 2. 09 木犀科 O leaceae 3. 33

鼠李科 Rham naceae 3. 11 杜英科 E laeocarpaceae 2. 04 葫芦科 Cucu rb itaceae 2. 91

冬青科 Aqu ifo liaceae 3. 10 五加科 Araliaceae 1. 96 蔷薇科 Rosaceae 2. 87

杜英科 E laeocarp aceae 2. 96 紫金牛科 M yrs inaceae 1. 88 冬青科 Aqu ifoliaceae 2. 86

薯蓣科 D ioscoreaceae 2. 88 葫芦科 Cucurb itaceae 1. 85 葡萄科 V itaceae 2. 59

忍冬科 Cap rifoliaceae 2. 86 山茶科 Theaceae 1. 64 五加科 Aral iaceae 2. 57

葡萄科 V itaceae 2. 82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1. 57 鸭跖草科 Comm elinaceae 2. 50

紫金牛科 M yrs inaceae 2. 69 樟科 Lau raceae 1. 54 楝科 M eliaceae 2. 48

� * Representative va lue in species level ( RVS) = The num ber of species of the fam ily in th e flora ofCa iyanghe Natu re Reserve ( CNR ) / th e num�

ber of total species of the fam ily in the w orld ∃ 100;

� * * Num bers of species of p lan t fam il ies in the w orld are fromM abb erley ( 1997) [22] ;

� * * * 资料来自彭华等, 1997[ 14] , 科的范围采用 M abberley ( 1997) [ 22] , 唇形科 ( Lab iatae)包括原亚洲马鞭草科 ( Verbenaceae)植物; 杜

鹃花科 ( E ricaceae)包括原越橘科 ( Vaccin iaceae) .

� Data ofW u liangshan is from Peng e t al. , 1997[14] . The size of fam ilies is from M abberley ( 1997) [ 22], and the fam ily Lab iatae in cluding A sian

Verbenaceae, the fam ily E ricaceae in clud ing Vaccin iaceae.

� �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与滇南西双

版纳 (约当北纬 21 09!~ 22 36!, 东经 99 58!~
101 50!之间,总面积 1 9690平方公里 )和滇中无量

山植物区系 (约当北纬 24 00!~ 24 45!, 东经 100 

25!~ 100 53!之间, 总面积 2 800平方公里 )的优势

科及代表性科 (原则上按含 10种以上, 占该科世

界种数百分比排名在前的科 )的比较见表 5和 6。

在优势科组成排名上,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

植物区系与滇南西双版纳植物区系很接近,它们具

有最多的共同优势科,并且这些共同优势科在各自

植物区系中的排名也较类似。西双版纳毕竟位于

思茅地区以南, 其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更强,番荔

枝科、棕榈科在其前 20个优势科之列。在滇中无

量山植物区系中, 一些主产亚热带和热带山地的

科,如杜鹃花科、山茶科在其优势科之列,一些主产

温带和高海拔山地的主要是草本植物的科如玄参

科、百合科、毛茛科等也在其优势科之列,明显与菜

阳河植物区系的差别更大。

在代表性科的比较上,菜阳河植物区系也是与

滇南西双版纳植物区系最接近,它们具有最多的共

同代表性科,并且这些共同代表性科在各自植物区

系中的排名也较类似。在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排

名在前的前 20个代表性科中, 有 7个科不在菜阳

河植物区系代表性强的科之列,并且无量山植物区

491期 朱华等: 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研究 � � � 兼论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向东亚植物区系的过渡



系排名最前的 3个代表性科, 即锈球花科、槭树科

和木兰科均不在菜阳河植物区系代表性强的科之

列。

尽管思茅菜阳河位于滇南西双版纳和滇中无

量山之间,从优势科及代表性科的比较看,菜阳河

植物区系仍与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为同样性质的植

物区系,即东南亚热带北缘性质, 在植物区系分区

上仍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区,而滇中无量山植物

区系带有较明显东亚植物区系特点, 属于东亚植

物区系区。

5. 2� 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的比较

从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与滇南西

双版纳和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
[ 15]
的属的分布区类

型的比较 (表 7)可看出,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植物区

系与滇南西双版纳植物区系有非常类似的属的分

布区类型组成, 显然为同样性质的植物区系, 它们

均以热带亚洲分布型约占总属数的 31%及热带成

分合计约占 83%为特征, 共同属于热带亚洲植物

区系的北缘类型。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中热带亚

洲分布型减至占总属数的 19. 1%, 热带成分合计

减至占总属数的 64% , 而北温带分布型和东亚分

布型则分别增高到 13. 1%和 11. 3%, 中国特有分

布增高到 2. 83%。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过渡到东

亚植物区系,诸属的分布区类型中, 热带亚洲分布

型显著减少, 北温带分布型和东亚分布型显著增

加。

表 7�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与滇南西双版纳和滇中无量山植物区系的属的分布区类型比较

Tab le 7� Compar ison of area l�types of genera for the com pared floras o f Yunnan

属分布区类型 A real�type
西双版纳

F lora of X ishu angbanna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Flora ofCNR

滇中无量山

F lora ofWu liangshan

1世界分布 C osm opolitan �

2全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22. 8 23. 40 21. 1

3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ropicalAsia and Trop icalAm erica d is jun ct 2. 4 2. 69 2. 5

4旧世界热带分布 OldWorld T rop ic 10. 3 11. 00 8. 8

5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 Trop icalA sia to T rop icalAustralia 6. 9 7. 29 5. 1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rop icalA sia to T rop icalA frica 8. 4 7. 93 7. 4

7热带亚洲分布 Trop icalA sia 32. 8 30. 95 19. 1

2- 7热带成分合计 Total Tropical elem en ts ( 83. 5 ) ( 83. 26) ( 64)

8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 perate 5. 2 5. 88 13. 1

9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 EastA sia and North Am erica d is junct 3. 1 2. 94 4. 3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O ldWorld Tem perate 1. 5 2. 69 3. 6

11温带亚洲分布 Tem perate A sia 0. 4 0 0. 6

12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Mediterran ean, W As ia to C As ia 0. 4 0. 13 0. 3

14东亚分布 EastA sia 5. 1 4. 48 11. 3

15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 ina 0. 7 0. 64 2. 83

总计 Total 100 100 100

6� 结论

通过对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组

成和地理成分分析,该植物区系具有以下特点:

6. 1� 热带成分占优势, 具有明显的热带亚洲 (印

度 � 马来西亚 )植物区系的特点

分布区类型分析表明: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

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以热带亚洲分布最多

(占 总 属 数 30. 95% ), 其 次 是 泛 热 带分 布

( 23. 40% ), 热带分布合计 (占总属数 83. 26% )远

多于温带分布。种的分布区类型以典型热带成分

( II~ V II项 )最多, 占总种数的 70. 33% ,其中又以

热带亚洲分布占绝对优势, 占总种数的 60. 64%。

这些均表明该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显著,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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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带亚洲 (印度 � 马来西亚 )植物区系特点, 在

植物区系分区上属于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

一部分。

6. 2� 热带北缘性质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

科 (优势科 )中,大多数都为主产热带, 分布区扩展

到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科。一些严格热带分布的科

如龙脑香科 ( D ipterocarpaceae)等在该植物区系中

不存在。该植物区系中的代表科也全属于此类科

而非典型热带科,以及该植物区系中的许多热带植

物均是在其分布的北界,故该植物区系又有明显的

热带北缘性质。

6. 3� 植物区系地理过渡带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在地理上位于喜马拉雅到

东南亚过渡的横断山余脉山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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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但从与滇南西双版纳和滇中无量山植物区

系的优势科及代表性科的比较上,菜阳河自然保护

区植物区系仍与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为同样性质的

植物区系,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北缘类型。

从滇南西双版纳, 经思茅菜阳河到滇中无量

山,空间距离不大, 但发生了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

到东亚植物区系的过渡与转变。在西双版纳及思

茅菜阳河植物区系中, 均以主产热带的科占优势,

带有东南亚热带北缘性质特点,属于热带亚洲植物

区系的北缘部分。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到东亚植

物区系的过渡与转变,显然发生在思茅菜阳河地区

以北。

6. 4� 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向东亚植物区系的过渡
从思茅菜阳河到滇中无量山发生的从热带亚

洲植物区系到东亚植物区系的过渡与转变,主要表

现在热带成分明显减少,一些主产亚热带和热带山

地的成分以及主产温带的成分在植物区系中的地

位明显提高,并跃居优势成分之列。我们的研究亦

揭示, 在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到东亚植物区系的过

渡与转变中,在诸属的分布区类型中, 热带亚洲分

布型显著减少,北温带分布型和东亚分布型显著增

加,这在中国南部, 在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到东亚

植物区系的过渡与转变中可能是一个普遍规律。

在云南的这种植物区系组成的迅速过渡与转

变,是与云南南低北高的地貌和云南南部 � 中南部

一带在历史地理上是古南大陆与古北大陆的一个

融合地带,在自然地理上是主要是古南大陆起源的

印度 �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与主要是古北大陆起源

的东亚植物区系的交汇与过渡地带有关联的。

6. 5� 与温带亚洲和中亚几乎无植物区系联系

在该植物区系的野生种子植物属中,未发现有

温带亚洲分布属和中亚分布属,这意味着这是一个

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地区起源和发展的植物区系,

与温带亚洲和中亚几乎无植物区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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