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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越南植物区系以热带分布的科和属为其主体成分

,

是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
,

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

一部分
,

但带有大陆东南亚热带北缘性质和特点
,

与热带亚洲核心区植物区系有一定差异
。

在与中国热带北缘

和马来西亚地区植物区系的比较上
,

越南植物区系与海南植物区系科相似性达卯
.

8 %
,

属相似性达 85
.

7 %
,

与马

来半岛植物区系科相似性达 94 %
,

属相似性达 69
.

4 %
。

无论在优势科还是在代表科的组成上
,

越南植物区系都

与中国热带北缘植物区系最接近
,

同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热带北缘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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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越南自然地理及植物区系研究背景

越南位于大陆东南亚的东缘
,

基本上是沿横断

山余脉的山地从西北向东南延伸
,

呈一长条形
,

从

北纬 23 02 2
’

向南延伸至北纬 8
“
3『

,

面积约 3 29 《X】)

kmZ
。

越南的地势西部为山地
,

东部沿海为低平地
,

最高海拔为北部的 Ph an 51 p a llg 峰
,

3 143 m
。

越南

东西南北气候分异明显
,

在低地年平均温度变化在

20
一 3 0 ℃之间

,

在海拔 1 0 汉) m 以上的山地年平均

温度均在 20 ℃ 以下
。

越南年降雨量在不同地区变

化较大
,

在东南部的一些低地
,

年降雨量低于 l (拟)

~
,

形成萨王纳生境 ; 大部分低地年降雨量变化在

1 (以) 一 2 0 1 )
~

,

而在山地年降雨量可达 3 以X) -

4 侧X) InIn
,

在越南中南部一些 山区可达 5 (X X) nun
。

在低海拔区域
,

季风气候明显
,

干旱季节可长达 4

一 5 个月
,

与湿季交替
,

但在海拔 1 500
一 2 (X Xl m 以

上山地
,

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明显减弱
。

越南的森林

植被类型主要是热带常绿和半常绿林
,

在山地主要

是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山地苔醉林
,

在低地有热带季

节雨林
、

季雨林及部分地区为萨王纳植被
。

越南在自然地理上处于热带北缘
,

连接中国一

喜马拉雅与马来西亚生物区系的关键位置
。

在地质

历史上
,

越南属于亚洲大陆印度支那板块的一部

分
,

是一个与古南大陆的缅甸一马来亚板块的融合

地带〔‘
一 3 〕

。

由于与中国西南部 自然地理的密切联

系
,

越南生物多样性也十分丰富
,

含有较多特有分

类群和被子植物系统发育上的关键和原始类群
,

可

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起源地甚至是被子植物的起源

地之一
。

因此
,

无论在自然地理
、

生物地理上还是

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上
,

越南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生物区系地区
。

最早对越南植物开展系统研究的是法国植物学

家 肠
u 比im (17叩)

,

随后 R e

, (18 7 9 一 18 8 9 ) 和

玩c o m te 。

随着越南植物研究工作的深人
,

法国巴

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开始进行对越南植物的修订工

作
,

编撰系列巨著 n o m du Q ur 山记罗
,

du l
~

et du

Vi e tn aJ 叮 (l 9印
一 199 4 )

,

至今已出版 27 卷
,

但该项

工作还未完成
。

Ph , H o an g Ho (199 1 一 1卿) 以图

鉴的形式出版 了
“

An Ill us t扭ted 日o ra in Vi e tn 翻旧
, , 。

除越南植物志的系统研究工作外
,

有许多地方植物

志和 植物 区 系研究工作 已经 发表
,

如 仆in[ ,1
,

c han 阁
,

Th in[
6〕等

。

其它一些有关越南植物区系性

质和 特 征 的一般性 探讨
,

如 仆加 [6 ]
、

城
[,

,

, ] 及

c han [0] 等
。

这些论文均在一定程度上
,

从不同的方

面对越南植物区系的组成
,

性质和基本特点作了探

讨
。

越南植物学家估计越南有维管植物约 12 (xX〕

种图
。

城 [sj 统计越南有维管植物 3 05 科 2 25 6 属及

ro 361 种
,

其中
,

野生维管植物有 29 1 科 2 0 10 属

‘

收稿 日期 : 2田3 一 01 一 07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如2 7 104 8 ) ; 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以犯创伪, M) ; 中国科学院知识

创新工程资助项 目

作者简介 : 朱华 (1, 以〕年生 )
,

男
,

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E- mai l:

zhu hua @ p u blic
.

km
.

yn
.

on



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4 2 卷

9 团7 种
。

Chan 统计有维管植物 2 85 科 2 29 8 属 及

10 192 种 (包括栽培植物在内 )
。

我们以 Cha n [ ’4 」编

撰的越南植物名录 (种子植物约 24 9 科
、

1 8 85 属 )

为基础
,

在科和属水平上与中国热带北缘和西马来

西亚地区植物进行 比较研究
,

探讨其地理亲缘及特

征
,

作为
“

越南植物区系的组成与特征
” [” 1一文的

进一步研究
,

以期为各有关人员提供参考
。

2 与中国热带北缘和西马来西亚地区

植物区系的比较

与越南植物区系联系最密切的中国热带北缘的

地区植物区系显然是与其地域邻接的广西西南部热

带植物区系和海南植物区系
。

广西热带植物区系以

北部湾地区植物区系的研究资料〔’6] 为基础
,

海南

植物区系以吴德邻 [’7〕和张超常〔’别的研究为基础进

行比较研究
。

植物区系分区上的西马来西亚地区以

马来半岛在地域上最接近越南
,

我们选择马来半岛

植物区系〔’9] 作为西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代表
,

与

越南植物区系进行比较
。

各地区植物区系优势科的

比较见表 1
。

在前 20 个优势科的组成上
,

越南植

物区系
、

广西热带植物区系
、

海南和马来半岛植物

区系上基本一致
,

共同反映了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

组成特征
,

但越南植物区系的优势科组成更接近广

西和海南热带植物区系
。

马来半岛植物区系中的一

些热带性强的科
,

如龙脑香科 (DI Pte ,
a rp a c e ae )

、

棕桐科
、

天南星科
、

藤黄科 (G u ttife ra e
)

、

野牡丹

科 (Me』as to m 旧￡

eae ) 在其前 20 名优势科之列
,

但却

不在越南
、

广西和海南植物区系的前 20 个优势科

之列
。

反之
,

一些主产温带和主产亚热带的科却出

现在越南
、

广西和海南植物区系前 20 个优势科之

列
,

如菊科
、

唇形科
、

蔷薇科及壳斗科
、

紫金牛

科
,

在广西和海南植物区系里还有尊麻科和山茶

科
。

这反映了在植物区系分区上
,

越南
、

广西和海

南植物区系均属于热带亚洲或泛称的马来西亚植物

区系
,

但带有大陆东南亚热带北缘性质和特点
,

与

热带亚洲核心 区植物区系有一定差异
。

另一方面
,

越南植物区系
,

就象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区系一

样
,

与东亚植物区系联系较为密切
。

从各植物区 系最有代表性 的科吻
一

23] 的比较

(表 2 ) 可看出
,

越南植物区系在代表科的组成上

与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区系很接近
,

在其前 巧 个

最有代表性的科中
,

有 9 个科
,

即木兰科
,

壳斗

科
,

山茶科
、

尊麻科
、

紫金牛科
,

葡萄科
、

杜英

科
、

防己科和木犀科亦是在广西和海南植物区系的

前 巧 个代表科之列
。

马来半岛植物区系的前 巧 个

代表性最强的科中
,

除姜科外
,

其它均不在越南
、

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区系的前 巧 个代表科之列
。

代表科和优势科具有不同的含义
,

优势科反映了现

代植物区系的组成特征
,

代表科则反映了植物区系

的发生特征
。

从优势科的组成看
,

越南植物区系与

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区系一样
,

应属于热带亚洲植

物区系的一部分
,

在植物区系分区上隶属于古热带

植物区系的马来西亚亚 区因
。

从最有代表性的科

的组成上看
,

越南植物区系与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

区系具有共同的发生特征
,

在早期历史起源上同出

自大陆亚洲东南部
,

这与印度支那在地质历史上是

亚洲大陆 (劳亚大陆 ) 的一部分是一致的
。

表 3 比较了以吴征锰教授〔洲 中国种子植物属

的分布类型研究及 Mal 〕be rl ey 国 的世界维管植物词

典为基础而划分的越南
、

广西热带和海南种子植物

区系的属分布区类型构成
。

越南植物区系属的分布

区构成 (地理成分 ) 很接近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区

系
,

特别是与广西热带植物区系最接近
。

越南植物

区系总体来说
,

应与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区系为同

样性质的植物区系
,

同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热

带北缘类型
。

越南植物区系虽热带亚洲成分比例最

高
,

但热带成分合计低于海南植物区系
,

这可能是

越南山地面积较大
,

近南北走向的横断山余脉贯穿

其南北
,

山地植物区系发育
,

受到东亚植物区系的

渗透强烈
。

表 4 和表 5 比较了越南和海南及马来半岛间的

科和属相似性
。

越南与海南植物区系科
、

属相似性

分别为 90
.

8 % 和 85
.

7 %
,

而与马来半岛植物区系

科
、

属相似性分别为 94 % 和 69
.

4 %
。

总的说来
,

它们彼此间属相似性都大于 68 %
,

植物区系联系

密切
,

按植物区系的组成特征
,

属于同一植物区系

区
,

但越南植物区系与海南植物区系更接近
,

同属

于热带亚洲区系的东南亚北缘部分
。

3 讨论与结论

越南植物区系以热带分布的科和属为其主体成

分
,

是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
,

属于热带亚洲或泛称

的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

然而
,

越南毕竟位

于大陆东南亚和在地质历史上是亚洲大陆的一部

分
,

受东亚温带和亚热带植物区系的渗透和强烈影

响
,

也带有较明显的大陆东南亚热带北缘性质和特

点
,

与热带亚洲核心区植物区系有一定差异
。

与中国热带北缘地区和西马来西亚蒂区植物区

系相比较
,

越南植物区系无论在优势科还是在代表

科的组成上与广西热带和海南植物区系最接近
,

同

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热带北缘类型
。

越南与海

南植物区系科
、

属相似性分别为 90
,

8 % 和 85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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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来半岛植物区系科
、

属相似性分别为 94 % 和

6 9
.

4 %
。

故越南植物区系与中国热带北缘植物区系

无论在起源上还是植物区系组成上都更为接近
。

越南南部虽 向南延伸达北纬 8
“

30
, ,

在气候带

上已到赤道热带范围
,

但可能由于其西北向东南延

伸的山地地形
,

东亚亚热带和温带成分易于渗透
,

再加上其特殊的地质历史
,

也就是印度支那板块可

能自第三纪以来其位置发生 了南移图
,

这样
,

越南

植物区系仍具有明显的热带北缘性质
,

与广西热带

和海南植物区系同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热带北

缘类型
。

由于越南植物区系具有较多的东亚南部植

物区系的代表科
,

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东亚起

源背景
。

1泊b

表 1 越南
、

广西热带地区
、

海南和马来半岛优势科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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