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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布格局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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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覆盖云南全境的 31个地区植物区系研究报告为基础 , 使用 A rcview软件制作了 14个种

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多度分布图。对这些种子植物属的多度分布格局进行分析 ,获得以下结果 : ①

热带成分合计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29. 6% ～94. 1% , 其最小值是在云南西北部 , 最大值

出现在云南南部 ; 温带成分合计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6% ～70. 4% , 其多度分布恰与热

带成分相反。②在热带成分中 , 全热带分布属占 13. 64% ～46% , 居热带成分之首 , 其最大值出现

在云南怒江和元江的干热河谷 ; 热带亚洲分布属占 3. 33% ～42. 26% , 最大值出现在云南南部。

③在温带成分中 , 北温带分布属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的 2% ～30. 39% , 居温带成分之首 , 最

大值出现在云南西北部山地 , 其次是东亚分布属 , 占 2% ～14. 57% , 最大值出现在滇西北横断山

区。④在与云南植被的关系上 ,热带亚洲分布属、旧世界热带分布属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属是云南热带森林的主要成分 ; 全热带分布属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是干热河谷植被的主

要成分 ,北温带分布属主要出现在冷湿山地森林植被中 ,而东亚分布属、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属

及旧世界温带分布属与温凉气候地区的森林植被联系相对密切。⑤生物地理上 ,云南种子植物属

的多度分格局暗示了所谓的“田中线 ”在印度 —马来西亚热带植物区系与东亚亚热带 —温带植物

区系的地理界限上有意义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主要存在于云南的干热河谷 ,暗示了干热河

谷植被具有一定非洲亲缘 ;云南西部的热带性很强 ,暗示了在印度板块同亚洲板块相撞、推挤北移

及喜马拉雅隆升过程中 , 云南西部至东南部的地块可能发生了顺时针转动。⑥在云南 , 不论其纬

度 , 只要是海拔低的区域都是热带区域 , 支持云南应是一个基带为热带的大的山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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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云南在地质历史上是古南大陆与古北大陆的一

个融合地带 [ 1～3 ]
,在自然地理和生物地理上是热带

亚洲生物区系向东亚亚热带 —温带生物区系的一个

过渡地带 (生态交错区 ) , 也是中国 —日本植物区系

与中国 —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交汇过渡地带。云南

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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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受近代东亚和印度 —马

来西亚植物区系的强烈影响 ,使该地区在植被地理

和生物地理上十分重要和特殊。

云南地势变化和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 既有深切

的高山峡谷 , 又有相对平坦的高原 , 其西北部梅里

雪山的卡格博峰最高点海拔为 6 740 m, 东南部的

河口海拔是 76. 4 m,两地高差达 6 663. 6 m, 形成了

热带、温带、寒带和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等多

种多样的气候类型 , 在此基础上发育了非常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 , 被誉为我国的“动、植物王国 ”, 在国

际上被列为东喜马拉雅生物学多样性热点和关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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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一部分 [ 4 ]。

由于特殊的地质历史和地理位置 , 复杂多样的

地形、地貌和植被类型 ,云南植被的分带和植被区划

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如在

云南植被区划和植被带划分上 , 刘慎谔等 [ 5 ]根据云

南地势为向南倾斜的大斜坡 , 主要受印度洋海洋性

气候影响 , 认为云南的植被分布应视为一个大的沿

海拔高度的垂直分布 , 在海拔高度 1 500 m以下地

区均为热带 ; 任美锷等 [ 6 ]亦认为云南是一个热带山

原 , 是垂直地带性的一种变型。姜汉侨 [ 7, 8 ]和杨一

光 [ 9 ]则认为由于地形的差异抬升 , 在云南形成了具

有宽广盆地的“阶梯 ”高原面 , 在各级“阶梯 ”上 , 具

有与中国东部地区对应的水平地带性植被分布 ,由

南到北 ,由热带到温带 ,植被带的更替就像中国东部

地区一样 , 是纬向地带性植被更替 ,并非垂直分布

带的关系。

植物区系成分或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由于具有

显著的地理学特征 ,在植被区划和植被地带性分布

格局的认识上已有较广泛运用。自吴征镒 [ 10 ]发表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以后 ,以该文章确

定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为标准 ,地方性

植物区系的研究工作已大量开展。我们收集了至今

已发表和完成的涉及云南地方植物区系的研究报

告 ,它们基本上覆盖了云南各主要植被地带和植被

类型以及各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 , 拟通过对云南种

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布格局的研究 ,探讨云南自

然地理特征 ,为植被区划和植被地带性分布格局的

认识提供参考。

2　材料和方法

以覆盖云南全境的 31个地区植物区系研究报

告 [ 11～38 ]为基础 , 利用这些文献中以吴征镒 [ 10 ]确定

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 15个分布区类型为标准而统

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组成构建数据

库 , 以各地区植物区系的几何中心为其地理位置标

定点 , 使用 A rcview软件制作了 15个种子植物属的

地理成分多度分布图 (多度分级由 A rcV iew软件的

“Jenk′s op tim ization”进行自然分级 )。对这些种子

植物属的多度分布图进行分析 ,结合云南的地理、地

貌特征 ,讨论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布格局

及其在云南植被区划和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上的地

理意义。世界分布属因其地理学意义不大 , 故未对

其进行讨论。

3　研究结果

(1) 全热带分布 ( T2)。全热带分布占所统计

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13. 64% ～46% , 最小值出现

在滇西北 (香格里拉 ) , 最大值出现在怒江干热河谷

和元江干热河谷 (图 1)。该地理成分并未表现为随

纬度的增加而规律性地减少 ,而是显示了与云南的

干热河谷密切联系。

(2)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 T3)。热

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

系属的 1. 15% ～5% , 其多度分布亦并未表现为随

纬度的增加而规律性地减少 (图 2)。

(3) 旧世界热带分布 ( T4)。旧世界热带分布

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3. 26% ～13. 99% ,

最小值出现在滇西北 (香格里拉 ) , 最大值出现在滇

南西双版纳 , 其多度分布表现出与云南的干热河谷

和热带地区有较密切联系 (图 3)。

(4)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T5)。该地

理成分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1. 89% ～

9. 23% , 最小值亦是出现在滇西北 (丽江玉龙雪

山 ) , 最大值出现在滇南西双版纳 , 其多度分布表

现出与云南的热带 —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区有较密切

联系 (图 4)。

(5)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T6)。该地理

成分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3. 26% ～

11. 31% , 最小值出现在滇西北 (香格里拉 ) , 最大

值出现在滇东南的元江干热河谷 , 其多度分布明显

表现出与云南的干热河谷和干热气候地区有较密切

联系 (图 5)。

(6) 热带亚洲分布 ( T7)。热带亚洲分布占所

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3. 33% ～42. 26% , 其最

小值是在滇西北丽江玉龙雪山 , 最大值出现在滇南

西双版纳 , 其多度分布与云南的热带湿润气候地区

密切联系 (图 6)。

(7) 北温带分布 ( T8)。北温带分布与热带亚

洲分布呈相反格局 , 其数值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

系属的 2% ～30. 39% , 最小值是在滇南西双版纳 ,

最大值出现在滇西北丽江玉龙雪山 , 其多度分布与

云南的冷湿气候地区密切联系 (图 7)。

(8)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 T9)。东亚和北

美洲间断分布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1. 96%

～7. 96% , 最小值是在滇西怒江干热河谷和滇南西

双版纳 , 最大值出现在滇中高原 , 其多度分布与云

南的温凉山地气候地区相联系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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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旧世界温带分布 ( T10)。该地理成分占所

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0～10. 78% , 最小值是在

滇南西双版纳 , 最大值出现在滇西北丽江玉龙雪

山 , 其多度分布亦是与云南的温凉山地气候地区相

联系 (图 9)。

(10) 温带亚洲分布 ( T11)。温带亚洲分布属

在云南的地区植物区系中所占比例较小 , 从 0～

2. 75% , 其多度分布式样与旧世界温带分布类似 ,

主要分布在云南的温凉山地气候地区 (图 10)。

(11)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 T12)。该地

理成分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的 0～2. 48% , 最

小值是在滇南湿热地区 , 最大值出现在滇西北 , 其

多度分布与云南的温凉及干旱气候地区相联系 (图

11)。

(12) 中亚分布 ( T13)。中亚分布成分在云南

植物区系中所占比例少 , 占 0～2% , 主要分布在滇

西北及一些干温地区 (图 12)。

(13) 东亚分布 ( T14)。东亚分布占所统计的

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2% ～14. 57% , 最小值是在滇南

西双版纳 , 最大值出现在滇西北 , 其多度分布显示

了与温凉气候和喜马拉雅地区的联系 (图 13)。

(14) 中国特有分布 ( T15)。中国特有分布占

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0. 3% ～4. 34% , 最小

值出现在滇南及滇西南热带地区 , 最大值出现在滇

西北横断山区 , 在滇东南和金沙江干热河谷中亦有

相对较高的百分比 ,其多度分布显示了云南西北部

和东南部特有成分较集中的特点 (图 14)。

(15) 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合计。热带成分合

计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 29. 6% ～

94. 1% , 其最小值是在滇西北香格里拉县 , 最大值

出现在滇南西双版纳 , 其比例较高的地区主要是在

滇西南、滇南至滇东南的热带 —亚热带地区 , 但在

滇北的金沙江干热河谷亦有较高比例 (图 15)。温

带成分合计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

6% ～70. 4% , 其多度分布恰与热带成分合计相反

(图 16)。

4　地理学暗示

4. 1　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多度分布与云

南植被的分布格局关系密切

热带成分是云南南部热带森林的优势成分 , 而

在云南中部和北部 , 它们则为深切河谷植被的优势

成分。在热带分布属中 ,不同的地理成分又显示了

各自的多度分布特征。全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至热

带非洲分布属与云南的干热河谷植被相关联 , 是干

热河谷植被的优势成分。热带亚洲分布、旧世界热

带分布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则是云南热

带森林的优势成分 ;温带分布属是云南北部和中部

山地植被的优势成分 ,其中的北温带分布属和东亚

分布属是温带成分中的主要成分 ,也是云南北部和

中部山地植被的最主要成分 ;北温带成分与冷湿山

地的森林植被联系更密切 , 而东亚分布、东亚和北

美洲间断分布、旧世界温带分布属与温凉气候地区

的森林植被联系更密切 ;其它温带分布属中 ,地中海

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和中亚分布成分与温凉及干旱

气候地区植被联系更密切。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

成分的分布格局可以为云南植被区划及地理、农业

等自然区划提供依据和参考。

4. 2　一些地理成分暗示了云南地质历史和地理亲缘

热带亚洲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主要

分布在所谓的“田中线 ”以西的地区。“田中线 ”由

日本学者 Tanaka
[ 39 ]提出 , 曾被建议是一条划分东

亚植物区系的中国 —日本植物亚区与中国 —喜马拉

雅植物亚区的区系线 [ 40 ]。“田中线 ”的地理学意义

实际比较复杂 [ 41 ]
,在云南 ,“田中线 ”在以热带亚洲

成分为核心的印度 —马来西亚热带植物区系与东亚

亚热带 —温带植物区系的地理界限上也有作用。全

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是云南干热

河谷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分 (全热带分布 )和特征成

分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云南干热河谷植被

的主要类型是稀树灌草丛或称河谷型萨王纳植被 ,

它在外貌上呈稀树灌草丛型非洲萨王纳植被景观 ,

在物种组成上有一定非洲亲缘 [ 19 ]。全热带分布和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成分在云南干热河谷植物

区系中是其主要成分和特征成分 , 也暗示了云南干

热河谷植被有一定的非洲亲缘。云南西南部的热带

性质远强于云南东南部。图 17显示了所研究的植

物区系热带成分合计占 80%以上的地区 ,它们在云

南并非都在同一纬度带 , 而是在云南西南部跨越了

将近 4个纬度 ,这与当印度板块同亚洲板块相撞、北

移、融合及喜马拉雅 —横断山系隆升形成时 ,云南西

部至东南部的地块可能发生了顺时针转动的观点一

致 [ 41, 42 ]。

4. 3　热带成分多度分布并未随纬度的增加而规律

性减少 , 而是与地区的海拔高度关系更密切

云南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中热带成分占所统

计的不同地区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 29. 6% ～

94. 1% ,整体上在云南种子植物区系中占优势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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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度分布并未显示随纬度的增加而规律性地减少 ,

而是与地区的海拔高度关系更密切。热带成分占

50%以上的地区在水平面上看覆盖云南全省 (图

18) , 在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河谷 , 热带成分占到

70%以上 , 故在云南 , 不论其纬度 , 只要是海拔低

的区域 (基带 )都是热带区域。

4. 4　中国特有属的多度分布显示滇西北横断山区

和滇东南是云南的中国特有成分集中分布

地区

中国特有属相对较高的百分比出现在滇西北横

断山区和滇东南及滇东的干热河谷 , 这与滇西北横

断山区和滇东南是云南的中国特有成分集中分布地

区的论点 [ 43 ]是一致的。

5　讨　论

(1) 从所研究的地区植物区系热带成分多度分

布格局可以看出 ,云南西南部的热带性远强于云南

东南部 ,热带成分合计占 80%以上的地区在云南西

南部跨越了将进 4个纬度 ,这支持了印度板块与亚

洲板块相撞 , 由于印度板块北移推挤 ,致使云南西

部至东南部的地块发生了顺时针转动的观点 [ 41, 42 ]。

(2) 在云南 , 热带成分占 50%以上的地区在水

平面上看覆盖云南全省 , 甚至在云南北部的金沙江

河谷 , 热带成分占到 70%以上。我们支持所谓云南

是一个热带山原 ,云南的基带是热带 ,云南的植被分

布应视为一个大的沿海拔高度垂直分布的观

点 [ 5, 6 ]。任美锷等 [ 44 ]在《论中国的热带范围 》一文

中列举了广东鼎湖山目前大片自然林虽为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 ,但已属垂直带的一部分 ,不具有地带性的

意义 , 不能代表这里的水平地带的植被 ,只有海拔

300～350 m以下的平地植被属水平地带性植被 ,鼎

湖山残存的水平地带的植被为热带常绿阔叶林 ,故

把鼎湖山划为热带地区是适合的。他认为把鼎湖山

残留在谷地里的热带林看作是受局部地形影响发育

而成的非地带性植被 ,是对地带性植被的一种误

解 [ 44 ]。在对云南植被 —气候分带的认识上 ,与广东

鼎湖山的情况类似。由于云南北高南低的地势 , 在

云南中部广袤的高原面上 , 主要植被类型是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 ; 在云南北部 , 特别是西北部 , 面积最

大的植被是山地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温带的针叶

林 ,然而 ,不论其纬度 , 只要是海拔低的区域都是热

带区域。如果我们在确定水平地带性植被时严格按

基带为其水平地带的观点 , 则云南应是一个基带为

热带的大的山原。

(3) “田中线 ”( Tanaka line) 依 Tanaka的划

界 ,将中国海南划归“田中线 ”以东 ,如果只说“田中

线 ”是一条中国 —日本植物亚区与中国 —喜马拉雅

植物亚区的植物区系线 ,可能就太狭义了。植物地

理成分分析显示 ,海南植物区系是热带亚洲植物区

系的一部分 , 在植物区系分区上属于印度 —马来西

亚植物区系地区 [ 45, 46 ]。从云南植物区系热带成分的

分布多度格局可以看出 , 在云南 ,“田中线 ”在印

度 —马来西亚热带植物区系与东亚亚热带 —温带植

物区系的地理界限上也有作用。

6　结　论

云南不同地区植物区系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

构成依地理和环境而变化 ,其多度分布格局显示 ,

热带成分 (合计 )占地区植物区系属的 29. 6% ～

94. 1% , 其最小值是在云南西北部 , 最大值出现在

云南南部 ; 温带成分合计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

属的 6% ～70. 4% , 其多度分布恰与热带成分相反。

在热带成分中 , 全热带分布属占 13. 64% ～46% ,居

热带成分之首 , 其最大值出现在云南怒江和元江的

干热河谷 ; 热带亚洲分布属占 3. 33% ～42. 26% ,

最大值出现在云南南部。在温带成分中 , 北温带分

布属占所统计的地区植物区系的 2% ～30. 39% , 居

温带成分之首 , 最大值出现在云南西北部山地 , 其

次是东亚分布属 , 占 2% ～14. 57% , 最大值出现在

滇西北横断山区。在与云南植被的关系上 ,热带亚

洲分布属、旧世界热带分布属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

洋洲分布属是云南热带森林的主要成分 ; 全热带分

布属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是干热河谷植被

的主要成分 ,北温带分布属主要出现在冷湿山地森

林植被中 ,而东亚分布属、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属

及旧世界温带分布属与温凉气候地区的森林植被联

系相对密切。在生物地理上 ,热带亚洲和热带亚洲

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属主要分布在所谓的“田中线 ”

以西的地区 , 这种多度分格局暗示了所谓的“田中

线 ”在印度 —马来西亚热带植物区系与东亚亚热

带 —温带植物区系的地理界限上有意义 ;热带亚洲

至热带非洲分布属主要存在于云南的干热河谷 ,这

暗示了干热河谷植被具有一定非洲亲缘 ;云南西部

的热带性很强 ,热带成分合计占 80%以上的地区在

云南西南部比东南部高了近 4个纬度 ,暗示了在印

度板块同亚洲板块相撞、推挤北移及喜马拉雅隆升

过程中 , 云南西部至东南部的地块可能发生了顺时

针转动。在云南 , 热带成分多度分布并未随纬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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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规律性地减少 ,热带成分占 50%以上的地区

在水平面上看覆盖云南全省 , 故在云南只要是海拔

低的区域都是热带区域 , 云南应是一个基带为热带

的大的山原。

致谢 :阎丽春女士帮助录入资料及制作地理成

分多度分布图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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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tr ibution Patterns of Genera of Yunnan Seed Plants with
References to Their Biogeographica l Sign if icances

ZHU Hua
(X ishuangbanna Tropica l B otan ica l Ga rden, the Ch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Kunm ing　650223, Ch ina)

Abstract: A total of 31 regional floras that covered whole Yunnan p rovince were used for making frequency

map s of distribution types at generic level by A rcview software. The following resultswere given: 1. Trop ical genera

account for 29. 6% to 94. 1% of the total genera in regional floras with the highest p roportion in the areas of south2
ern Yunnan, while temperate genera account for 6% to 70. 4% of the total genera with the highest p roportion from

the area of northwestern Yunnan. 2. Among trop ical elements, the genera of Pantrop ical distribution contribute

from 13. 64% to 46% of the total genera in regional floraswith the highest p roportion in dry and hot valleys in west2
ern and southeastern Yunnan, and the genera of Trop icalA sian distribution contribute from 3. 33% to 42. 26% with

the highest p roportion in southern Yunnan. 3. Among temperate elements, the genera of North temperate distribu2
tion contribute from 2% to 30. 39% of the total genera in regional floras with the highest p roportion in northwestern

Yunnan, and the ones of East A sian distribution contribute from 2% to 14. 57% with the highest p roportion in

Hengduan Mountains in northwestern Yunnan. 4. In relationship with vegetations of Yunnan, the genera of Trop ical

A sia, O ld world trop ics and Trop ical A sia to Australia distributions occur mainly in the trop ical forests in southern

Yunnan; the genera of Pantrop ical and Trop ical A sia to Trop ical Africa distributions occur mainly in the vegetations

on dry and hot valleys; the genera of North temperate distribution occur mainly in forests on mountains with a cold

and wet climate, while the genera of East A sian, East A sian and North America disjunct, and O ld world temperate

distributions occur mainly in the vegetations of the area with a warm climate. 5. In biogeography, the frequent pat2
terns of the genera of seed p lants imp ly that the“Tanaka line”could also act as a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the

trop ical A sia flora ( Indo2Malaysia flora) and East A sia flora in Yunnan; the sem i2savanna vegetation in the dry and

hot valleys in Yunnan could have floristic affinity to savanna of Africa; the Yunnan geo2p late could have clock2wise

movement by bump ing of India p late during the up lift of H imalayas. It is supported that Yunnan should be a region

with trop ical areas as the horizontal base because almost all areas of lower elevation are trop ical in nature regardless

of their latitudinal location.

Key words: Seed p lants; Geographical elements; D istribution patterns; Tanaka line;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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