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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粗叶木属 (茜草科) 的植物地理研究

朱 华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云南动腊 6 6 63 03 )

摘 要 本文研究了中国产粗叶木属植物 30 种 4 亚种和 7 变种的地理分布
,

划分出三个分布区类

型
,

十二个变型和四个亚变型
.

根据种多度和分布特征
,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在分布上表现出与中国

的热带雨林
、

季雨林区
,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和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相匹配的分布规律
,

并受

几条植物地理界线的作用
。

通过对地理替代类群和一些特殊分布式样的分析
,

显示了所谓的
“

田中

线
”

和一条北起四川峨眉向南经贵州西南部至广西西部的界线对粗叶木种的分布
,

特别是对 中国一

喜马拉雅和中国一日本替代分布具有明显的作用
。

这导致笔者认为
“

田中线
”

作为中国一日本分布的

西界而另一第线作为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的东界
。

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 由云南南部沿缅甸
、

泰国向

南延伸的横断山余脉既充做一条植物南一北迁移的通道又是一条中南半岛西部 (印一缅 ) 与东部

(印度支那一华南 ) 的植物地理界线
。

关键词 粗叶木属 ; 地理分布 ; 种分布类型 ; 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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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粗叶木属植物的地理分布

1
.

1 种分布区类型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经整理共有 31 种
,

4 亚种和 10 变种 (朱华
,

19 94)
。

除 1 种及 3 个

变种存疑外
,

所有 41 个分类群 (种
、

亚种和变种 ) 笔者当作 41 个分类群在中国各省区的分

布情况是 : 云南 28 个
,

居于首位 ; 其次是广西 21 个 ; 广东 19 个 ; 海南 16 个 ; 台湾 14

个 ; 福建 ro 个 ; 贵州 7 个 ; 四川 6 个 ; 西藏 5 个; 湖南和江西各 4 个 ; 安徽
、

湖北
、

浙江

各 3 个以及江苏 1 个
。

它们在亚洲各地的分布是有 n 个分类群到达印度东北部 ; 7 个到缅

甸 ; 13 个到泰国 ; 12 个到印度支那; 6 个到菲律宾; 4 个到印尼 ; 7 个到琉球及 3 个到 日本

南部 (表 l)
。

根据各个分类群的地理分布
,

可以划分为三个分布区类型
,

十二个变型和 四个亚变型

(表 2)
。

热带亚洲分布类型有 19 个类群
,

占中国粗叶木植物总数的 46
.

3%
。

该类型具体分

为五个变型和四个亚变型
。

这五个变型是 : 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 (图 1); 印度一中南半岛

分布 (图 2一b
,

图 3一a) ; 中南半岛一马来西亚分布 (图 3一c
,

d ) ; 中南半岛一中国南部分

布 (图 2一d) ; 马来西亚一台湾间断分布
。

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有一个亚变型爪哇一喜马拉

雅间断分布
。

呼喃
全易岛一中国南部分布根据各分类群分布区的偏向和范围不同又分为三个亚

变型
,

即印度支那至华南 (云南 ) 分布; 印度支那至 日本分布; 缅甸
、

泰国至云南分布
。

属于东亚分布类型有 10 个分类群
,

分为三个变型
,

即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 (图 4一a,

图 5一b )
,

中国一 日本分布 (图 6二b) 和喜马拉雅 (横断山 ) 一台湾 (琉球 ) 分布 (图

5一a
,

图 6一c )
。

中国特有分布有 12 个分类群
,

根据具体分布区的偏向和范围分为四个变型 : 华西南至

华东南分布; 华西南分布; 华东南分布; 云南一海南间断分布
。

1
.

2 地理分布规律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在地理分布上受气候带和一些植物地理分界线的作用
。

根据种分布多

度和分布特征
,

在纬向上
,

中国大陆的粗叶木属植物大致可 以分成三个分布带 (图 7) : 基

本上以北回归线为一个界线
,

在该线以南为第一个带; 北回归线以北至福建的福州
,

江西南

部
、

湖南南部
、

贵州南部
、

云南东部到西藏东南部
,

相当于北纬 26
.

5 度以南为第二个带 ;

第二个带以北至粗叶木属的分布北界 (大约北纬 31 度线 ) 为第三个称 第一个带分布有 35

个分类群
,

其中有 14 个严格分布在该带及以南
,

9 个几乎或主要在该带及以南孟 第二个带

有 16 个分类群
,

其中有 1 个仅分布在该带
,

9 个分布在该带及 以南
,

2 个分布在该带及以

北
。

第三个带只有 6 个分类群
,

其中有 2 个向南仅到第二个带
。

台湾岛按其种数和性质属于

第二个带
。

在经向上
,

有两条界线对粗廿卜木属植物的分布有较明显的作用
。

一条界线从四川峨眉向

南经贵州西南部至广西西南部
。

在该线以东有 25 个分类群
,

其中有 1 1
、

个严格分布在该线 以

东
,

4 个几乎在该线以东 ; 在该线以西亦有 25 个分类群
,

其中有 13 个严格分布在该线以

西
,

2 个几乎在该线以西
。

这条分界线与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中的中国一 日本和 中国一喜马拉

雅森林亚 区分界线 (吴征锰
,

19 83
,

19 8 9) 相符合
,

但在南部下延至广西上思
、

东兴一带
。

另

一条界线就是所谓的
“

田中线
”

(T a n a k a line ) (李锡文等
,

19 8 2)
,

在该线以西有 17 个分类



4 期 朱 华: 中国粗叶木属(茜草科)的植物地理研究 3 09

群
,

其中有 9 个严格分布在该线以西 (表 3 )
。

在垂直分布上
。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种类最集

中分布在海拔 500 至 15 00 m 的地带(表 4 )
,

分布海拔最高者到达 2 5 0 0 m (L
.

b ier一
a n n ii)

,

在云 南福贡 ; 分布海 拔最低者到 loo m 厂L
.

bun za ne ns l’s夕
,

在 海南 岛
。

分布海拔变幅

最大者是从 15 0 m 至 1 soo m (L.

了即
o n ic u s su bs p

·

少即
o n ic u s

)
。

就总

一
. .

⋯
划

鸣礴厂应|刀户哈的来看
,

分布海拔西高东低
、

就具体

的种而言
,

颁海拔通常也是西高东

低
。

例如
,

斜基粗叶木fL
.

w a lli ch ii

w ig h t su b sp
.

夕lag ioP彻llu s )
,

在云南

南 部和 东南 部分 布海拔 是 650 ~

1 300m
,

在广西是 100 至 4 6 0 m
,

在

海南是 18 0一 1 0 0 0 m
,

在广东是 2 0 0

一 5 0 0 m
,

在福建是 2 0 0一 50 0 m ; 伏

毛粗叶木(L
.

孕尸刀re ss ih it us 少在云南西

部是 1 3 0 0一 1 8 0 0 m
,

在云南东南部

是 60 0一 1 80O m
,

在四川是 2 5 0一

900 m
,

在贵州是 1 300 m (兴仁县 )
,

在广西是 450 一 1 IO0 m
,

在广东是

5 00一 700 m
,

在福建低于 500 m
。

粗

叶木属植物分布西高东低与中国南部

的基本地貌西高东低是一致的
。

, 百 、 ,

、
·

飞

f ‘
、

F ig
.

1 a
.

L
,

hirs u tu s,. b
.

L
.

Iu e idu s

产

2 各省区粗叶木属植物相似系

数

用二种不同计算方法统计了中国

各省区粗叶木属植物
.

的相似系数(表

5
,

表 6)
。

可 以看出
,

安徽
、

浙江
、

湖北
、

湖南和江西五省的粗叶木植物

组成接近
,

并与福建
、

广东
、

广西
、

贵州和四川的联系密切
。

广东
、

·

广西

二省的组成接近
,

广东又与福建和台

,.l
_

, 一

~ ,

,

幼

璐

甲
沁冷炸众

. 口

F ig
.

2 a
.

L
.

e v r tie illa tu s,. b
.

L
.

tu b扩eru
s ,.

c
.

L
.

k u rz ii v a r
.

fu lv u s厂 d
.

L ku
r z ii v a r

.

k u r z ii

湾的组成较接近 ; 台湾与福建的联系相对最密切
,

其次是广东和广西 ; 福建与广东和广西联

系均密切
。

贵州
、

四川二省的组成接近
,

并与广西和云南联系密切
。

云南和海南的粗叶木植

物丰富而特殊 (对中国其它省 区而言 )
,

云南与广西的联系相对较密切 ; 海南与广西
、

台

湾
、

广东和福建的联系相对密切
。

西藏则与云南的联系密切
。

从中国南部各边缘省区与亚州各地区粗叶木植物的联系来看 (表 7 )
,

西藏与印度的联

系最密切护云南亦是与印度的联系最为密切
,

其次是泰国和印度支那 ; 广西和广东与印度支

那的联系及与琉球
、

日本的联系均较密切 ; 海南与印度支那的联系最密切 ; 福建和 台湾与琉

球及 日本的联系最为密切
。

在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联系上
,

海南和 台湾相对来说要密切一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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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群的地理替代和联系

3
.

1 中国一喜马拉雅
、

中国一日本

替代

日本粗叶木 (L
,

jaP on icu
:
) 是

一个有明显地理变异的种
,

分为两个

地理亚种 (图 8)
。

原亚种 日本粗叶

木分布在四川峨眉
、

贵州兴义至云南

文山一线以东到 日本九州
。

该亚种有

3 个变种
,

原变种起四川峨眉
,

南至

北回归线
,

向东达 日本九州 ; 变种曲

毛 日本粗叶 木 (L
.

jaP
o n ie u s su bs p

了只夕o n ic u s v a r
,

sa rsu m en sis ) 几乎 与

原变种分布区一致变种榄绿粗叶木

(L
.

ja o n ic u s su bsP
.

7只夕o n ic u s v a r
·

Ia nc ili m bu : ) 分布中国大陆
,

南界

比原变种偏南约 1 纬度; 变种宽叶日

本 粗 叶 木 ( 五
.

脚
o n ic u s su bs p

·

少即
口n ic us va r. lat 扣liu

:
) 分布于亚

种的西界到广东 中部一带
。

亚种长尾

粗 叶 木 (L
.

jaP
o n ie u s su b sp

·

10馆i一

ca
u

du s) 分 布于 四川 峨 眉 至 贵 州 南

部
、

广西西南部一线以西到印度东北

部
。

两个亚种在四川峨眉
、

贵州西南

部
、

云南东南至广西西南部一带分

界
,

在分界地带两个亚种的区别等征

出现淡化和融合
。

锡金粗叶木 (L

si k kin 卫e
ns is ) 亦分两个地理亚种

,

原

亚种分布于锡金一喜马拉雅至云南东

南部
,

少数到广西 西南部 (图 4) ;

亚 种 上 思 粗 叶 木 (L
.

si k ki m e
ns is

su bs p
.

la ng ko ke ni;
:
) 分布于云南东

南部到广东和海南 ; 二者在云南东南

部分界
。

中国一喜马拉雅
、

中国一日本分

布不仅在属的分布区类型上是客观存

在
,

上面的两个例子显示 了在种级水

平上亦是存在的
,

并且还暗示 了四川

F ig
.

3

b
.

L
.

h o o k e ri va r
.

a
.

L
.

h o o k e ri va r
.

h o o ke ri,’

du n n ia n a ‘ c
.

L
.

e u r ris ii ; d
.

L
.

ch in e n si s

"、",/ 、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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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ng k o k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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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八

飞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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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一产一一一一

乍
.

....

:t
.

Fig. 5 a
.

L
.

n : ic rn th u s.. b
.

L
.

la n e lfo li u s

峨眉
、

贵州西南部
、

云南东南部至广西西部一带可能是中国一喜马拉雅与中国一日本分布的

一条分界线
。

这条分界线对粗叶木属的其它种同样有明显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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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锡文教授从滇产东亚属论证了
“

田中线
”

的真实存在
,

并认为中国一日本属以
“

田中线
”

为其分布西界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季锡文
,

19 92)
。

在粗叶木植物上
,

这个论点亦有佐证
。

梗花粗叶木 (L
.

bic rm
ann il’) 分两个地理亚种

,

原亚种分布于锡金一喜马拉雅
、

印度东北

中国粗叶木属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T a b le 2
.

T h e
dis tr 化u ti o皿1 Pa tte rn s o fIa s ia n rh u ss pe c ie s o fC hin a

分 布 区 类 型
D is tribu tio na lPa tte rn

种 数
N o

.

o fs P
百分数
%

(19) (4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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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O八,J

:
Q
�

,
于

乙
.

Q

:
,乙4

,J飞口

:
, J勺
犷

工
.

热带亚洲分布
T r o Pica lAs ia

1
.

印度一西马来西亚
Ind ia 一W M

a le s ia (I 氏 一 M
a L)

la
.

瓜哇至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Ja v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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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e d (Ja v. 一 H i瓜 )

2
.

印度一中南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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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马来西亚- 中国半岛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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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南半岛一中国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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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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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Yu
n
na n) (IC一 C h

.

)
4 b

.

印度支那一华南至日本
I nd o ch ina to 5 C hina

a nd Ja Pa n
(IC一 J)

4 c. 缅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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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rm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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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B

. ,

T h一 Y u
n)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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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la y s ia一T a iw a n d is pe
r se d (M

a l一 T)

n
.

东亚分布(喜马拉雅一日本)
‘

E a st A s ia (H ima la ya s一Ja P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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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喜马拉雅
C hina 一H im a la ya s(C h 一 H im

·

)
2

.

中国一日本
C hina 一

a Pe n (C h
.

J
.

)
3

.

喜马拉雅(横断山)一台湾(琉球)
H im a la ya s (H e n g d u a n M t s

.

)刁
a iw a n

(R yu kyu ) (H一 T
·

)

nl
.

中国特有分布
E nd

e m ie t o C hina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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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C h ina to SE C h ina (SW 一E C h )

2
.

华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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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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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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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C几)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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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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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is pe
r s
ed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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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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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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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曰n6

:
9()
少

(1 2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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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812124.

合 计 (T
a tl)

部
,

中国 西 藏 墨 脱
,

云 南 西 部
,

亦 即 在
“

田 中线
”

以 西 ; 亚 种 粗 梗 粗 叶木 L.

bl’e rm an nl’l’ su bs p
.

cr a ss iPe du nc
u
lat us ) 几乎分布在该线以东的云南东南部地 区和海南

。

另

有一个与梗花粗叶木很近缘的种西南粗叶木 (L
.

hen ry i) 也是只分布在该线以东的地区 ( 图

9)
。

就中国粗叶木属而言
,

有 9 个分类群严格分布在该线以西的地区
。

23 个分类群分布在

该线以东
。

笔者认为
,

中国一喜马拉雅与中国一日本成分的分界线客观上应 为一个带
。

该带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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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线
” ,

东至峨眉
、

黔南
、

桂西南一线
.

如果说中国一日本成分以
“

田中线
”

为分界具有更

高可靠性
,

那么
,

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以峨眉
、

黔南
、

桂西南为分布东界亦是有更高可靠

性
。

这一个带也是中国植物区系中组成最复杂
、

最古老和特有成分最多的地区 (吴征锰等
,

198 3
,

王荷生
, 份
1 9 8 5 )

。

中国一喜马拉雅与中国一 日本替

代分布种的形成与喜马拉雅的隆升有

关系
。

可以设想在上新世末喜马拉雅

强烈隆升以前
,

从喜鸟拉雅直到日本

曾有一致的东亚植物区系存在
,

很多

种可能从喜马拉雅到 日本呈纬度带分

布
。

其后
,

随着喜马拉雅的隆升
,

一

些种的西部种群逐渐变异
,

与东部种

群形成地理替代
,

也是海拔高度上的

替代
.

3
.

2 云南一缅
、

泰山脉地理分界线

问题

由云南南部沿缅甸
、

泰国交

界向南延伸的横断山余脉既充作

一条热带山地植物区系南一北迁

移的通道
,

又可能是一条中南半

岛的东部 (印度支那一华南 ) 和

西部 (缅甸一印度 ) 成分的地理

界线
。

表 3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分布与植物区系分界线
T a ble 3

.

T h e di str ib u ti o n o f Ia s ia 陀th u s spe e ie s w it h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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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的分布与海拔关系
T a 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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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各省区粗叶木种相似性系数 l)

T a b le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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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省区粗叶木种相对相似性系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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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氏粗叶木 (L
.

w a

llic hi l’) 分 2 个地理亚种 (图 10)
,

原亚种分布于尼泊尔
,

印度东北

部
,

孟加拉
,

中国西藏墨脱
、

云南西南至南部
,

缅甸
,

安达曼及泰国普吉岛; 亚种斜基粗叶

丫份
一

木 (L
.

w a ll iehii su b sp p崛一

l’oP 如Ilu
: ) 分布于泰国

、

印度

支那
,

中国云南南部至华南
、

台湾
、

琉球群岛
。

云南一缅
、

泰山脉是之两个亚种的地理分

界线
,

在该线以西
,

即原亚种

瓦氏粗叶木叶基偏斜不明显
,

越向西叶基越趋于对称
,

叶片

亦越大
.

在该线以东
,

即亚种

斜基粗叶木叶基明显偏斜
,

越

往东偏斜越强烈
,

并且叶片变

刁
、。

一姚

图 7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分布多度图

F ig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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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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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g ic a udu s

还有其它一些植物分布的例子暗示了这条地理界线的存在
。

这条界线的北部比南部具有

更大可靠性
.

3
.

3 喜马拉雅 (横断山) ‘台湾的联系

小花粗叶木 (L
.

m ic ra nt nu s) 从印度东北部
,

中国西藏墨脱
、

云南南部
、

华南到台湾
。

采 自印度式标本与采 自台湾的标本 几乎没有 什么 差异
。

另一个种伏 毛粗 叶 木 (L

夕户尸re ssi hl’r t1I , ) 从云南西部 (碧江)
,

经四川峨眉
,

华南到台湾和琉球
。

这两个例子为在台

湾与喜马拉雅 (横断山 ) 之间通过华南山地有一条迁移通道 (王文采
,

1992 ) 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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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6 )
。

3
.

4

沿缅甸
、

泰国交界南延的横断山余脉构成 了一条连接喜马拉雅与苏门答腊
、

爪哇的山地

通道
。

无苞粗叶木 (L
.

lu e idu s ) 就是

这样分布的典型例子
。

它是一个山地分

布种
,

从印度喀西山
,

经云南
,

沿哀牢

山余脉到越南
、

海南山地 ; 经缅
、

泰山

脉
,

马来半岛到达爪哇和苏拉威西 (图

l)
。

在印度和云南
,

它分布在 1 2 0 0一2

4 00 m 山地 ; 在越南 1 6 0 0 m ; 海南 1

2 0o m ; 泰国北部到 2 3 0 0 m
,

中部 l

6 0 0 m
,

南部 1 4 0 0 m
,

半岛 1 3 0 0 m ;

在爪哇 它分布在 1 500一 2 2 00 m 山

地
。

3
.

5 台湾一菲律宾
,

台湾‘琉球一日

本通道

在粗叶木属 中
,

有 2 个种可能是从

中国大陆
,

经台湾到菲律宾
,

即疏毛粗

叶木 (L
.

fo
rdi o (图 6一b) 和截曹粗

叶木 (乙
.

, e r tic illa r :‘s ) 图 2一a ) ; 而有

2 个种则可能从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

经菲律宾到 台湾
,

即小粗 叶木 (L.

m ic r
op 妙llu s) 和 栖 兰 叶 木 (L

hi ir a n e ns is夕
.

故在台湾与菲律宾之间存

在一条连接大陆与马来西亚的较为直接

的迁移通道
。

在台湾与日本之间
,

很明

显亦有一条通过琉球群岛连接的迁移通

道
,

疏 毛粗 叶木 和 广东粗 叶木 (L.

c u r tisl’i) (图 3 ) 属于这样例子
.

4 粗叶木属植物的分布与植物区

系地理和植被地理 的关系探讨

表 7 中国一些省区与亚洲邻近地区粗叶木种的联系
T a b le 7

.

T he c o n n e e
tio

n o fLa si a n rh u s spe e ies b e twe
en so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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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 T a iw a 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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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叭砂

匕
- _

_

尸

斌
‘、

\

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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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

L b ie rm a n ii,. s u b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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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e rn :a n ii,. b
.

L
.

bie rn ; a n n ii su b sP
.

era s s切e bu n e u la tu s

中国粗叶木属植物的分布与植物区系地理和植被地理的关系明显反映在它与中国植物区

系分区和植被分区的一致性上
。

粗叶木属植物的中国一喜马拉雅与中国一日本替代分布的分界线及该属分布的东
、

西分

界线与区系分区上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亚区和中国一日本森林亚区的分界线是一致的
。

进

一步看
,

安徽
、

湖北
、

浙江
、

湖南
、

江西五省的相似系数较大
,

构成一个较密切 的单元 ; 福

建与广东的相似系数大; 而广西与广东
、

海南
、

华中
、

贵州
、

云南的相似系数均较大
。

从各

省区与亚洲各地的联系看
,

西藏与印度联系密切 ; 云南与印度及缅
、

泰
、

印度支那联系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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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 ; 广西
、

广东与印度支那和琉球
、

日本联系较密切; 福建与琉球
、

日本联系较密切 ; 台

湾与琉球
、

日本及马来西亚
、

菲律宾均联系较密切 ; 海南与印度支那联系密切
。

各省区粗叶

木植物组成的相似及联系与中国植物区系分区的处理 (吴征锰
,

19 83
,

1只8 9) 是符合的
‘

在 中国植被分 区上 (侯学煌
,

19 88 )
,

粗叶木属植物的水平地带分

布与森林的分区是吻合的
,

它的第一

个纬向带与热带雨林一季雨林 区吻

合 ; 它的第二个纬向与常绿阔叶林南

亚带一致 ; 它的第三个带则与常绿阔

叶林北亚带一致
。

在与气候带的关系上
,

粗叶木植

物的第一个纬向带相当于热带
,

其北

界与天文学热带几乎一致 ;
·

它的第二

个带相 当于南亚热带 ;
户

第三个带相当

于中亚热带
。

中国粗叶木属的北界与现在的典

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北界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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