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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那坡县种子植物区系种的

地理成分分析及区系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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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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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昆明 65 02 2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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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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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野外调查和分类处理的基础上
,

对那坡县的 2 20 1 种种子植物进行了种的分布区类型的统计分析
,

结合科
、

属的地理成分分析
,

总结了区系特点
。

种的分布类型分析显示
,

中国特有分布最多 (43
.

6% )
,

其次是热

带亚洲分布 (33
.

0) 和东亚分布(12
.

8 % )
。

以区系分区 区划作为分析地理分布特征的单位
,

将那坡的中国特有分布

型划分为 3 个分布亚型和 11 个变型
,

那坡与我国其它地区尤其是与西南
、

长江以南共有的种占很大比重 (73
.

6 % )
,

反映上述区系的密切联系并有如下特点
:

¹ 热带北缘性质
; º 特有现象显著 ; » 岩溶特性 ; ¼起源古老 ; ½ 与

越南北部区系和滇东南植物区系联系紧密
,

体现了北部湾区系区的整体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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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分布类型采用的昊征锰院士的中国种子植

表 1 那坡县种子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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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坡县位于广西西南边睡
,

该区处于滇
、

越
、

桂三地交接带
,

属于吴征锰中国植物区系分区方案

中的古热带植物区北部湾地区
,

是广西热带植物的

汇粹地「
’J

。

该地区地理位置特殊
,

各种自然地理成

分交融汇集
,

植物种类极其丰富
。

199 8 年始
,

笔

者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持的中科院科考

项目对桂西南植物资源的调查活动
,

负责其中那坡

县植物区系的研究
。

我们的考察队先后在那坡共采

集到植物标本 20( X) 余号
,

基于对这批标本和广西

中医药研究所馆藏的那坡标本以及 1989 年华南植

物所考察队所采标本进行了鉴定和整理
,

得出包含

有种子植物 174 科 8 89 属 2 20 1 种 (包括种下分类等

级 ) 的那坡县种子植物名录
,

该名录的绝大部分种

名有标本引证
,

并记录有详细的采集地点
、

生境和

海拔
,

且经专家审定
,

基于此名录
,

我们对那坡种

子植物进行了种的统计分析
。

1 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以中国种子植物光盘 [z]
、

中国植物志
、

广西植

物志以及有关分类群的专著
、

修订等研究文献为依

据
,

本文对那坡植物区系的 2 082 种 (不含丰富的

种下等级 ) 种子植物的分布作了分析归类
,

依地理

分布图式归为不同的类型和相应的亚型 (表 1
,

L 世界分布

2
.

泛热带分布
3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5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6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7
.

热带亚洲分布

7 一 1
.

热带亚洲广布

7 一 2
.

爪哇 (或苏门达腊)
,

喜马拉雅

间断或星散分布于华南
,

西南
7 一 3

.

热带印度至华南分布

7 一 4
.

缅甸
,

泰国至华南分布
7 一 5

.

越南(或印支半岛)至

华南 (或西南 )分布

8
.

北温带分布

9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10
.

旧世界温带分布

11
.

温带亚洲分布

14
.

东亚分布

巧
.

中国特有分布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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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概念及范围
,

具体到每一个分

布区类型下又根据种的集中分布式样而相应划分出

次级类型
,

特别是对于数量较多的中国特有种和热

带亚洲种
。

表 2 那坡县 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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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2) 那坡与滇黔桂地区共有
1

.

滇黔桂全地区

2
.

云南

3
.

贵州

4
.

广西

5
.

云南
、

贵州

6
.

云南
、

广西

7
.

贵州
、

广西

巧(3 )那坡与其它地区共有

A
.

西南

B
.

长江流域以南

C
.

中国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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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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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的分布区类型来看
,

中国特有分布(15 )
、

热

带亚洲分布(7 )和东亚分布(14 )构成了该区系的主

体
,

占种总数的 89
.

4 %
。

从种级水平上看
,

它们在

那坡区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

2 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2
.

1 世界分布种

此分布类型在那坡有 31 种
,

多为草本
。

如繁

缕 ste lla ria

me d ia 、

土 荆 芥 以
e

nor
o d iu m a

mb ro
-

s勿i面
、

稗 E动io ch lo a 。月砧g al li等
。

2
.

2 各类热带分布

此类分布共 7 99 种 (第 2 一 7 项 )
,

占种总数的

40
.

3 %
。

其中以热带亚洲分布占绝对优势
。

泛热带分 布共 28 种
,

如 豆瓣绿 外pe ro m ia

tet raP 梅lla
、

银合欢 及uc ae na le uc o

ceP ha la
、

假烟叶树

so za n u m 。。ia n t人u m
、

来江藤外少la n o d尹
o ra 等

。

热带

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有 n 种
,

如小叶冷水花

Pi le a m ic roP hyl la
、

土人参 Ta li n

um Pa
n ic “la tu m

、

破坏

草 ￡叩a ‘o r iu m e o e le st iu m 等
。

l日世界热带分布有 2 2

种
,

禾本科植物就有 6 种
,

如尼泊尔芒 Ar un di ne Ua

刀甲。l二钻
、

臭根 子草 Both ri o ch loa bl耐hii
、

细柄草

C即ill iPed iu m p二和ra 等
。

其它科的植物还有帽儿瓜

M诚ia ma de r压明a ta na
、

杯觅 仰
。th u la 尸ro s tra ta 等

。

热

带亚洲至热带澳洲分布有 45 种
,

其中以禾本科和莎

草科植物居多
,

如水蔗草 助lu da m 以 ica
、

金 发草

只呀口
na the ru m Pa ni ce um

、

鼠尾栗 枷ro bo lo fe rti lis
、

隐

穗苔草 Ca rex
。。, 忿仍勿c无ys 等

,

其它科植物有粗糠柴

荆际c a ra n g a p h iliPP ine ns is
、

糖胶树 Als‘o n ia s eho la r is
、

毛桐Ma Uot “: bar ba tus 等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共 3 7 种
,

如木本有飞龙掌血 几dd
a lia a s ia tie a 、

八角

枫 滩la 咭iu m 。hin e。。 、

挪挪果 Fla
eo u r tia ra 二

n te hii

等
,

草本有茅叶草草 A rthrax
o n la nc eo la tu 、 、

穗莎草

q p e r us e le o ino ides
、

帽苞薯藤 IPnzo
e a 尸ie a ta

等
。

热带亚洲种
,

这种分布类型是那坡的基本成分

之一
,

所占比例仅次于中国特有分布
,

共有 656

种
,

占 33
.

0 %
。

反映了那坡与亚洲热带区系渊源

久远
,

联系较为紧密
。

本类型中许多是当地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节雨林河谷低海拔地带常见种

类
。

其中
,

热带亚洲广布型有 3 14 种
,

如石蝉草

p iP
e ro m ia d in

峨塔
u le ns is

、

粗叶榕 Fi c u 、 hirt a 、

五蕊寄

生 De
n dror htho e 尸e n tra n d ra

、

剑 叶 木 姜 子 Litse a

la nc efo lia
、

细圆藤 Pe ric
a m p了lus 岁au cu 、 、

白花丹

尸l励卿
名叮之a n ie a 、

大苞赤爬 Th la d ia n rha e o rd 如 lia
、

山香 圆 Tu , ini a

Ino nt a
na

、

水珍珠菜 尸咭。st e

lno m

au ric
u la ri us

、

大苞鸭拓草 Co ~
l记 p al u do sa

、

石解

烧耐ro 6 iu m no 6il。
、

棕叶芦 几, no la e n 。

ma
x inza 等

。

以上为典型的热带亚洲分布种
,

此外还有部分种的

分布范围较狭小
,

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特有性
。

现分

述如下
:

7 一
l) 爪哇 (或苏门达腊 )

,

喜马拉雅间断或

星散分布于华南
,

西南
。

严格属于该类型的那坡只

有爪哇黄祀 &卿肠。rdt 记 ace
r创肠ra 一种

。

7 一 2 ) 热带印度至华南分布
,

有 59 种
,

如少

毛 白 花 觅 Ae、 g励心
。 、

紫 花 黄 檀 Dal be rgza
ass ~

、

遍地金 2乃了祀riC um
m
妙

t

俪um
、

大叶肉实树

撇祀吸脚溯
。 口过刃理王抓

、

红冠姜 Zi呼倪;
ros

e

um
、

带叶

兜兰 只叩入甸附成lum hirs 以添

~
等

。

7 一
3) 缅甸

,

泰国至华南分布
,

有 4O 种
,

如

大叶青冈 Cyc 勿ba么nor
s is jeo en ~

、

多穗柯 Li tho
-

ca , 。 li tse dol 沁
、

黄毛榕 Fic o es qu iro 俪na
、

束序竺

麻 召叱入概血
:

~
is

、

多蕊蛇孤 石缸么noP ho ra 尸lx-
。
耐由

、

阿萨姆寥 凡伙卯
n

um 。~
ic um

、

多花鹰爪花

A八创沁t哪 耐
t
沙二

、

蝉翼 藤 & c “
而阮

。 i刀那卿ndi
-

‘“阮ta 等
。

7 一 4 ) 越南 (或印支半岛) 至华南 (或西南)

分布
,

有 2 4 2 种
,

在 4 种热带亚洲 亚型 中居 于首

位
。

该 地 区 的 一 些 特 征 性 种 类
,

如 规 木

刀“砚滚疵耐阳
n hs ic

~
、

望 天 树 S彻rea wa 恻ha
-

sh 。
、

金 丝李 浇陀认讯 Pa uc ine o is
、

海 南风 吹 楠

肠询欣记她 ha i

~
ns is 等向南延伸到越南北部

,

表明

005023582358%

⋯56
823.L0.6.0.6.L732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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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区与越南北部植物区系的紧密联系
,

两地有很

多共同分布 的科
、

属 和种
,

如越南山核桃 Ca卿
to nk ine o is

、

大叶藤 Ti nD m isc ium
to r诱ine nse

、

假桂钓樟

几nde ra to nk i配ns is
、

四子海桐 Pi tto sl 刃门抓 to nk i
~

。 、

厚 叶南 蛇 藤 Ce ha t二 to nk ine ns is
、

越 南 崖 爬 藤

Tet ras t醚尹刀a to nk ine nse
、

横 茹 芭 苔 &“
。八爪勿

to nki ~
is

、

越南密脉木 乃如初ne uro
n to nk

~
。 、

多花

沿 阶草 场流叼哟卯
。 to nk ins ns is

、

壳 菜 果 物
￡而ria

ha o is
、

观光木 Ts oo 了19如de 刀d ro n

油~
、

越南 槐

S , 肠ra to nk i

~
is 等

。

2
.

3 各类温带分布

各类温带分布 (第 8/ 14 项 ) 共 3 20 种
,

占种

总数的 16
.

1 %
,

其中以东亚分布占绝对优势
。

北温 带 分 布 有 25 种
,

如 水 寥 Po l绍
o n u m

场以ror iP
e r 、

假菠菜 尺u

me
x

ma ri tim u s 、

蚤缀 Are n a ria

s e rl 理11如lia 、

雀舌草 ste lla r ia a ls ine 等
。

东亚和北美间

断分布
,

只有 3种
,

如金线草 Ant en o ro n
万l如~

、

山萝

Po lyg
o n u m ju n e u n d u m

、

甜茅 ‘妙
c e ri a a e u t

和ra
。

I日世

界温带分布有 13 种
,

该类型在那坡几乎全为草本
,

如小窃衣 To rili占jaP
o n ie a 、

夏枯草 乃
“ne lla 。u

lga
ris 、

竹叶眼子菜 Po ta ln o g e ton Ina la ia nu
,
等

。

温带亚洲分

布有 13 种
,

如小黎 Ch
e n叩o d iu m s e ro tin

um
、

风轮菜

a i
nor

o d iu m 硫ine n s i:
、

风花菜 Ro
r

iPP
a

gl
o b o s a 、

茵茵

蒜 R a n u nc u lus 。hin e ns i: 等
。

东亚分布共 25 5 种
,

占

13
.

8 %
,

是仅次于中国特有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的

第三 大分 布类 型
,

代 表 种有 青皮 木 sc ho 衫
a

]’as m in 口
do ra

、

虎耳草 sax 沂
a g a st o le n

诉ra
、

常青油麻

藤 材“‘u n a 、e

呷
e二ire ns

、

竹 叶 花 椒 Za
n to %, lu m

a

~
tu m

、

牛耳枫 刀叩hn
iPhyl lu m 。a

lrc in

um
、

板凳果
尸。Ch”a n tha 。x ilza ris 、

紫花香需 孔人
o ltz ia a

哪i
、

木

蜡 树 Tox ic o de n

dro
n

sxl oe bt re
、

扶 芳 藤 E切几

卿us

fo rt u n e i
、

山桐子 Ide
s ia 尹o

lyc
a , a 、

柞木 寿￡
。s

ma
e o

哪
s ru m

、

女贞 乙ig u s tru m luc id u m 等
。

2
.

4 中国特有分布

如前所述
,

中国特有种是那坡植物区系的主体

成分
,

在种的分布类型 中居于首位
,

计有 8 66 种
,

占种总数的 43
.

6 %
。

本文根据中国特有种集中分

布所表现的一定趋势划分出如表 2 所示的分布亚型

及其相应变型
,

以反映出这种分布式样的性质
,

并

据此显示那坡植物区系与我国其它地区 区系的联

系
。

那坡特有分布 (巧
一 1 )

:
有 39 种[3]

,

占特有

种 总 数 的 4. 6 %
,

如 那 坡 楼 梯 草 召坛勿3 te n 沙n a

刀那晓了砧e 、

那坡木莲 Ma 喇ict 她 : i

~
诉m

、

那坡凤

仙花 介即口t

~
刀那砚ns is

、

弄化 胡 颓 子 月滋哪, 琳

舫嘛认ii
、

那坡唇柱芭苔 Ch iri ta 朋p 咒砒is
、

棒曹蛛毛

芭苔 Pa ro 办兜a c

枷站卿阮
、

方鼎蛇根草 你入勿滋如

fa 飞洲i呼 i
、

折苞马蓝 st rob 而耐hes ref iac ta
等

。

那坡与滇黔桂地区共有 (巧
一 2 )

:
共 174 种

,

占特有种总数的 20
.

1 % 其中
,

与滇黔桂全地区共

有 26 种
,

如大叶木莲 Ma 喇ict 记 加管叩州阮
、

尾叶

樟 & ~
刀刃

~
ca ud 诉~

、

岩生厚壳桂 q 净
恤rya

ca le ic o la
、

文山润楠 材成入ilus

~ ha ne ns is
、

屏边蚊母

树 Dis txl i, 杯哪icne *
、

厚 叶 石 楠 月肠“n 必

~ 扣之她
、

石 山吴茱英 凡叼记
c。配ico 阮

、

薄叶山橙

入拒肠d云、
记几“ica

“
由t。 等

。

与云 南共 有 13 种
,

如 馨 香 玉 兰 肠吧肋阮

油rat iss ~
、

西南腊 ch 俪阴川入us c山碑粗 n滋公。
、

林

地山 龙 眼 Hel ic 记 , i加众刀勿
、

卷 毛 秋 海 棠 丑笔口n 么

ci

~
、

富宁菠葵 sm 俪foo ni nge o is
、

广西青梅等
。

与 贵 州 共 有 2 种
,

竹 叶 冷 水 花 尸葱花。

6山刀6 us 如l她
、

册亨润楠 材阮入il us s ub m 以ti

~
。

与广

西共有 57 种
,

如长序竺麻 3 叱际爬月返叔比彻￡

妞句旧
、

光 果 赤 车 Pe “蜘记 le 瓦记a 耳心
、

红 楠 刨 几拓e。

彻昭哪免玛is
、·

香青藤 IU琏阳ra a ro m 以ica
、

广西火桐

秋海棠 丑笔。n 记 wa 呼i
。

与云南
、

广西共有 57 种
,

如钝齿冷水花 Pi lea

那几几i

~
、

大果木莲 Ma 喇ict 么 g 吸耐钻
、

西畴油丹

A七e记如入配 疵彻ure ns is
、

簇 序 润 楠 材面人dus

加
c ic 砚站以a 、

毛叶山柑 枷料心 p ub 扣海
、

云南翅子藤

乙咒‘e砚成Z阮 卿
n n。砚ns is

、

广南械 Ace r
枷

a飞笋以ne nse
、

毛 叶链 珠 藤 A恤他 诚流浏她
、

雷 打果 几几肠d￡nus
”讥几“配。is

、

密刺菠葵 S 成女眺 de 。动。角叹椒 等
。

与贵州
、

广西共有 17 种
,

如大明常山 刀女六、
血￡而ngs ha ne 璐is

、

上 思 瓜 馥 木 万奋3ist 醚夕na s
ha 咭

.

~
、

黔桂黄肉楠 Act
i献娜hne ha 众六OU 肥。 is

、

黔南

润楠 材面入ilus 姗tTo
一

邵诚
。

~
众

、

密果花椒 2七几认于

咧姗 g肠砒m ‘
咖 等

。

那坡与中国其它地区共有 (l 5 一
3) 63 7 种

,

占

特有种总数的 73
.

6 %
。

其中
,

与西南 地区共 有 22 9 种
,

如泡核桃

翔如璐
s
诬l阮

a 、

宽苞鹅耳沥 命 , 认us ts a她na
、

地枫

皮 Ill ici um d诉飞护i
、

红梗润楠 对面入il o n
六姗

、

新樟

从配i

~
de 如州

、

波叶新木姜 从司“韶
“ 公以‘

-

妞dol 她
、

心叶青藤 刀Z妙ra c o 角她沁
、

心叶金腰 。切
~

rys osr le n iunz 句,dl ’OC o tyl如li ,
、

石 山花椒 而瓜从州um
m 交如坛

、

尾 叶雀舌木 脚toP us esq ui roli i
、

粉苹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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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化几趁汉她 ,
uos lna

、

丛林素馨 加~ uln d“c ld二ii
、

西

南粗叶木腼么瓜石us He
n 月日 等

。

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共有 3 39 种
,

如小叶爬崖

香 尸咖
了 。

而~ 阮
、

圆果化香树 瓜娜
山, 勿刀g 琴犯 s 、

白桂木 A八优怒甲。 人, “嗯罗℃。
、

短 叶赤车 Pe ll如n 记

b, 如如
、

血散薯 S即ha
n如 dic 肠么na

、

藤春 AIP彻ns ea

Ino no g ”姐
、

滇琼楠 Be io c hzn ic d ta 卿n na ne 威
,

毛 桂

。附叭切。m uln 口PI 犯ztan um
,

半 枫 荷 反爪艺构谕h m 石ar

m 口娜”ns is
、

翅子藤 乙兜犯ne ric lla me 沉“~
、

樟叶械

Ace :

cin
n a m o m 如li um

、

山绿 柴 招如叨王。 braC 人脚血
、

尖叶拎 君脚, ac ~ nat iss haa
、

青龙藤 召动耐她 he n l笋
、

山羊 角树 ca

~
c 口
加ina

、

密 脉木 场瓦。二uro
。

.

户倪ri
、

南蛇棒 Alno 心
〕

hOP ha llus d “n n ii
、

菱唇毛兰 E而

泞如泞必。由215 等
。

与我国南
、

北方共有 85 种
,

如亮叶桦 Be ‘
咖

及流￡n诉ra
、

华中五味子 sch 添
刀动心 胡灿门‘瓜触ra

、

山

麻秆 Ale hD ~ 咖诚i
、

火棘 斤溉朋￡ha fo rt

~
na

、

花椒 Za
n tha ryl um bu 脚鹦a n

um
,

老 鸦 糊 Ca ll优a , a

乡ra ha i
、

异 叶 败酱 Pat ri n 必 触化哪州勿
、

花 南 星

A

~
勿6at um

、

短 蕊 万 寿竹 D咖~ brQ ‘h少
‘

s te m o n 、

粗糙菠奠 5刀11坛 le bnLn ii
、

开 口箭 乃￡, i二
t叩ist ra 等

。

以上属热带亚热带性质的种类有 7 81 种
,

占本

分布型的 90
.

2 %
,

表现出强烈的热带特色
。

3 区系性质和特征

3
.

1 区系性质

那坡县种子植物区系具明显的热带北缘性质
,

有很强的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性
,

属于吴征锰中国

植物区系分区方案中的古热带植物区北部湾地区
。

无论从科
、

属或种的分布型的统计来看都充分证明

了这一点
。

科的分布型表明
,

热带
一
亚热带分布科

所占比例最大
,

一些 主产热带的科
,

如兰科
、

桑

科
、

茜草科
,

尊麻科
,

番荔枝科等在本区系中有着

丰富的属种
。

属的分布类型表明
,

热带亚热带属占

绝对优势
,

其中又以热带亚洲分布最多
,

其次是泛

热带分布
,

二者构成了热带亚热带属的主体
,

而温

带分布属中的北温带属和东亚属与除热带亚洲属和

泛热带属外的其它热带亚热带属在数量上基本相

当
,

这就明显显示出那坡植物区系处于热带北缘并

向亚热带过渡的特点
。

就种的分布类型来看
,

热带

亚热带布型种占很大比重
,

其中以热带亚洲分布种

占绝对优势
。

在中国特有分布型种中
,

那坡与我国

其它地区尤其是与西南
、

江南共有的种 占很大比

重
,

90 % 以上的中国特有种属于热带亚热带性质的

种
,

反映出该区的热带亚洲特色
,

众多亚热带分布

的种又反映出其热带北缘性质
。

3
.

2 特有现象显著

那坡种子植物特有现象较为显著
,

有东亚特有

科 5 个
,

中国特有属 巧 个
,

中 国特有 种 8 66 个

(占种总数的 43
.

6 % )
,

那坡特有种 39 个 ; 石灰岩

山地的特有化发展是那坡植物区系的另一个显著的

特征
,

这种特有化发展在苦芭苔科中表现得尤为显

著〔
3 ]

。

3
.

3 岩溶特性

喀斯特地形是那坡的主要地貌类型之一
,

富特

有属
、

特有种是喀斯特植物区系的特征之一
。

那坡

大量的特有属
、

种的出现
,

可能与岩溶喀斯特地貌

密切相关
。

那坡具有的 巧 个中国特有属中
,

苦芭

苔科的属就有 4 属
,

4 属均为石灰岩特有属
。

在那

坡的 8 66 种中国特有种中
,

一部分植物属于石灰岩

特有种
,

如短叶黄杉
、

地枫皮 Ill ici um d诉哪
i
、

西

畴油丹 A厉co 故职hne s ic 产如u re ns is
、

滇桐 俪心
记 yu

n -

na ne o is
、

石山花椒 za 瓜入卿zuln ca leico 范
,

长柄恋岩

花 Ec hi luzc an th us 勿了嘴切“
、

朱红 芭 苔 伪花
“邝砧况。

~
i二。 、

单座首苔 Me ta b rlgl 笋记 姗l如枷 等
。

那坡

特有的 39 种植物中
,

绝大部分分布于该区的石灰

岩地区
,

如那坡楼梯草 硫tos

~
了岭户芜nse

、

那坡

木莲 Ma 喇ict 她 。

~
n
诉ra

、

方 鼎 木 Arc hi leP toP 。

fa
了谬lin邵a n us

、

锈茎螺序草 今i阳以ic lis fe m 枯乒nea
、

矮

姜花 He dyc hiuln brev ica 硫 等
。

那坡石灰岩地 区植物

丰富的特有属
、

种
,

表明这里的石灰岩植物正处于

强烈的分化之中
,

而且还说明了土壤基质对于植物

的特有现象的产生有着重要 的意义
。

3
.

4 起源古老

大量区系资料表明
,

北部湾地区极富有古热带

成分[’]
。

从那坡区系拥有的丰富的古老类群足见其

区系的古老性
。

我国约有 20 个东亚特有科
,

那坡

有 5 个东亚特有科
,

如三尖杉科
、

称猴桃科
、

族节

花科
、

青荚叶科等
,

其中的大血藤科为中国特有

科
。

5 个东亚特有科中
,

除称猴桃科种数较多 (20

种 ) 外
,

其余各科都是单型科和少种科
,

绝大多数

都为孑遗和古老木本或原始科属
,

表明该地作为东

亚古老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

其地质历史是与整个东

亚是一致的
。

裸子植物是最古老的种子植物
,

祖先

类群出现于古生代的石炭纪
,

裸子植物在该区系中

虽 然 种 属 所 占 比 例 不 大
,

但 出 现 了 罗 汉 松

凡叙
。, 哪

~ 娜劝少左。
、

短叶黄杉 Ps汕
ts

哪 b二i
-

fo 俪
、

粗框 cer ha 肠姗。
s

ine ns is
、

福建 柏 Fok
ic n 记

丙。心￡。ii 等古老类群或第三纪的孑遗植物
。

本区系中被子植物的古老类群更多
,

根据八纲

系统所界定的被子植物的原始类群〔’〕在本区系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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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 个科
,

如木兰科
、

樟科
、

金缕梅科
、

毛莫科
、

木通科
、

大血藤科
、

莲叶桐科
、

肉豆范科等
。

如樟

科在本区系中有 n 属 50 种
,

在主要组成科中排名

第 9
,

其中不少种类是当地森林植被重要组分
。

中

国金缕梅科的原始性和复杂性是任何其它大陆都无

法比拟的[0]
,

我国有 18 属 75 种 (不包括种下等

级 )
,

分为 6 个亚科困
,

那坡有 4 个亚科
,

共 7 属
,

12 种
。

其 中 的 马 蹄 荷 亚 科 的 马 蹄 荷 属

Ex buC k勿刀d 记
,

是该科最原始 的属之一
,

马蹄 荷

Exb
uC k么nd 么仰以配“ ,

是那坡常绿阔叶林的优势种

之一 ; 壳菜果亚科那坡有壳菜果属 物
‘而八‘

,

为单

种属 ; 枫香树亚科的 3 属
,

枫香属 峋
“似以动。r 、

半

枫荷属 &而2匆嘛阮功撇
r 、

茸树属 Al ti 了移uZ
,

在那坡均

有分布 ; 以上 3 个亚科 5 个属都是原始类型的代

表 ; 金缕 梅亚 科那 坡 有蚊 母 树属 加tyli lun 和

肠了切咒献uIn
,

助闷详如之姗 是金缕梅亚科中较原始的

属之一
。

此外恩格勒系统所认为的被子植物的原始类群

的柔黄花序类在本区系中也有着丰富的代表
,

如桑

科(6 属 / 34 种 )
、

壳斗科(6/ 29 )
、

榆科 (7八2 )
、

胡桃科

(4 / 9 )等
,

它们同样也是本地区典型植被类型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共同体现了该植物区系的古老性
。

3
.

5 与越南北部区系和滇东南植物区系联系紧密
,

体现了北部湾区系区的整体性质

北部湾地区除广西南部外
,

还包括云南热带的

东侧
,

越南北部在内
。

那坡正好处于三地交接带
,

地理位置尤为特殊
。

就那坡区系种的地理分布看
,

热带亚洲分布广布亚型 (7 一
l) 和越南 (或印支半岛)

至华南 (或西南)分布亚型种 (7 一 4 )分别占很大比

重
,

与越南北部有很多共同分布的科
、

属
、

种
,

表

明了那坡与热带亚洲
、

中南半岛
,

尤其是与同属北

部湾区系的越南北部有着密切的联系
。

就龙脑香科

在该地区的分布来看
,

望天树现残存分布于广西西

南部
、

云南南部和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及越南北部
。

与望天树的分布类似
,

广西青梅也残存分布与那坡

和云南南部的勋腊县
,

为该种分布区的北界
,

反映

了这些地区在热带成分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

此外具

有桂西南特征性的一些种类如舰木
,

海南大风子

你如献
。, us ha ina ne o is 等地区特征种类延伸分布

到越南北部
,

也表明了北部湾区系区的整体性
。

致谢
: 参加野外考察的还有王印政

、

李振宇
、

文香音
、

唐

赛春
、

农必民等
,

标本鉴定得到李振宇
、

曹子余
、

梁松摘
、

刘亮
、

陈艺林
、

古粹芝
、

李安仁
、

吉占和
、

郎楷永等专家

的惠助
,

广西中药研究所的方鼎先生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的

周厚高先生在植物名录上提供了慷慨帮助
,

谨此一并致谢
。

参考文献
:

[6 ]

方瑞征
,

白佩瑜
,

黄广宾
,

等
.

滇黔桂热带亚热带(滇黔

桂地区和北部湾地区 )种子植物区系研究【J〕
.

云南植

物研究
,

l望巧(增刊姐)
: 1 1 1 一 150

.

吴征锐
,

丁托娅
.

中国种子植物 [光盘 ]
.

昆明
:
云南科技

出版社
,

l燮刹〕
.

阎丽春
,

覃海宁
.

那坡县种子植物区系的特有现象【J工

武汉植物学研究
,

200 1
,

19( 3)
: 1卯 一

姗
.

吴征锐
.

中国植被〔M〕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即
.

汤彦承
,

路安民
,

陈之瑞
,

等
.

现存被子植物原始类群及

其植物地理学研究【J〕
.

植物分类学报
,

2(X犯
,

40 (3 )
:
对2

一 25 9
.

张宏达
.

中国植物志【M〕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7 9
.

, .J
I
J门J.IJ.

勺‘八J4
�勺

厂..L

f
�厂卫Lr
.

..‘

An A代川 介碑 A n 目ysis of s户比五es of SPe ~
toPbyt ic n o ra in

吻卯 C OUn ty a n d ItS Fl o ris 次 Cha rac te 南ti cs

州刃 “
一

认un
‘
刀脚枷

一

鳄
2 ,

z丹U H‘a ’

(1
.

Xi shu an 蜘灿
la

伽p ical B ot ani 械 仪司
e n ,

仆
e
Ch in 姗 Ac

ad e卿 of Sci en c .
,

Ku 扭ni ng 65 02 23
,

Chi na ;

2
.

Iha ti tute of Bo tan y
,

the Ch ines
e
Ac ad e m y of 阮ienc es

,

Be iji ng l口以为3)

A h 由旧c七 Th
e re are 2 2 0 1 spe c ies of 8 89 ge n e x’a an d 17 4 fa lllilies of s

eed 禅an ts in Napo c o
Un ty

.

Bas 记 on th e

i

~
ti 罗ti on an d s

tat ist ic s ,

the are al type s of sp eC ies , an al yz ed
.

Th e type of en de 而c to Chi na c o n 们门b u tes 43
.

6 %
,

the type of t功p lc己 As ia 33
.

0 %
,

明d th e type of Eas t As ia l2
.

8 %
.

Ac
c

耐ing to the 祀gi oul i
zati on of Ch i

~
nora

,

the
au tho rs pro PO s e th at e

nd 丽
e s e an be d iv id e d in to 3 s

ub t翔es an d 1 I v
颐

e ti es
,

of wh ich th e s
ub t
yPe of sou th e m Chi na

di stri bu tion c o n tri bu te s th e hi gh e st p IO po ri ion
.

Base d on th e an 咖
515 to th e 细而lie s ,

g e n e ra an d 51犯c ies of N apo fl。
,

th e e h
arac

te 找s tie s of th e fl o o we 二 c on e lude d as fol l小vi 嗯
: ¹ th e n o m 15 of n o rt he m t

哪i e al ed 罗 in nat 二
; º th e flo ra

15 spe c ies ri e hn e s s an d has 云ch e n de而
e s ; » the ll二 15 al so c hara

c teri zed by ri ch k耐
s

衅i e s ; ¼ th e
加ra 15 anc ient

in ori gin ; ½ it has clos e n ori sti c rel ati o n shipo wi th N
.

vi e tn aJ rn and S
.

E
.

Y u n n an wh ich in dic ates the un ity of To nk in
一

G“甘

n ori sti c Ye gi on
.

K e y 协, n 如 : sp e

nna to phyt i e no ra ; A re al
一

帅
e ; Nape CoUn ty ; n ori s tie e h~ teri

s ti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