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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种子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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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东省共有种子植物约219科1434属408B种 植物区系分析和比较表明．广东种子薄物区 

系与桂中、桂东南、湘南、赣南、闽南、闽西南、闺中植物区系最为密切 都含有丰富的 南 植 

物医系成分，其森林区系的特征成分尤 相似，它们共同组成了华南植物区系省；另广东与诲南、 

中南半岛北部的关系亦较为密切 充分显示了北回归线地区亦即热带亚热带过谤地区植物区东的 

整体性特点 

关键诃 广束种子植物区系；区系特点 

A C0MPARIS0N OF THE 

GUANGDONG AND 

区系的整体性球 彬植 0 
SPERMATOPHYTIC FLORA FROM 

ITS NE旧OUGHING REGIONS 

Liao Wenbo and(]hang Hungta 

(Depsrtment of Biology，Zho~g,shan Uuiversit~ G~angg n 510276) 

Ab st ract The florlstic an31ysis and comparison show that the spermatophytic 

flora from Guangdong which consisted of 219 fam ilies 1434 genera 4956 species m 

closely related to these from centr~l Gns ngxi，southwest Gu~ngxi。south Human， 

south Jiangxi。southwest and central Fujian．all of them consist 6f a Iarge 

proportion of floristic elements of south China，especially the typical elements of 

subtropic fores ts or the endemic floral components．they com bined toget~her to fOrm 

s floristicanit of South Chins Pr0 ince．Meanwhile。t Gns ngdong flora is related 

to the Ha an flora and the Indo_China flora too。they indicate tli~t the fiera of the 

Line of Ttopic of Cancel and its neighbourlng regions，ss welt、as of the tropic and 

subtropic transitive regions is s whole． 

Key wo rds Spermatophytic flora of Guangdong~ Characteristic of Flora~ 

Integrality of flora 

广东省位于我国大陆最南部，也是欧亚大陆的东南部，面临太平洋，地域范 围 为 北纬 

2O。29 --25。31 ，东经lo8。44 一ll7。1l ，即西南起琼州海峡，南濒南海，北至湘 (江华， 

蓝山，临武，宜章，汝城 )，赣 (大余，信丰，垒南，龙南，定南，寻鸟 )边境的南岭山区， 

西邻广西(博自，陆川，北流，容县，岑溪，藤县，梧州，苍梧，贺县)，东接福建 (武平， 

上杭，永定，平和，沼安 )，面积约178，000平方公里。由于地处热带亚热带的过渡地区，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课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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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受到湿润海洋性气流控翻，其夏季较长，且高温多雨，盛行东南风，更兼地势北高南低， 

以及山脉呈东北一西南走向，既有利于形成海洋性小气候的通道，也有和J于在迎风坡上形成 

大量降雨。 

广东的这种气候特点在植物区系的组成及植被的结梅上都有充分的反映。广东共有种子 

植物约219科1434属4986种。初步分析表明，广东种子植物区系与广西、湖南，福建、江 西 

植物区系的关系最为密切，都含有丰富的华南植物区系成分，其森林区系的特征成分尤为相 

似。下面拟进行具体的分析。 

l 与广西檀物区系的异同 

1．1 大瑶山，大明山植物区系与广东植物区系是一整体。大瑶山位于桂中地区，地理位置北 

纬23。4O --24。24 ，东经109。5O --1]2。27'，面积约2080平方公里 (19．5万亩 )，气候上为 ’ 

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过渡地区。地质史上，与粤西云开大山相似，在加里东运动时奠定了基 

础，印支运动后就不再出现{每l幔。 ‘ 

大瑶山共有维管植物213科876属2335种 (莫新礼等1988)。从植物区系的组成和植被结 

构来看，大瑶山植物医系与广东植物区系是一整体。大瑶山蕨类植物43科86属250种，仅8属 

不见于广东，而250种有约202种见于广东，其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关于蕨类区系的关系 

我们已有另文报道。 ． 

被子植物共有199科773属2063种，植物区系优势科为山茶科、杜英科、术兰科，金缓梅 

科，壳斗科，樟科、术通科，冬青科，山矾科、槭树科、荨麻科，清风藤科、菝羹科、术犀 

科、忍冬科、卫矛科、防己科、五加科，马鞭草科、竹亚科、桑科，紫金牛科、八角科等， 

而且这些科大多数也是植被的优势科。在169个科中，仅杜仲科 (杜仲属毋I∞mm )不见于 

广东，且五膈革科Pen~aphragmataceae和樱井草科Petrosaviaeeae已在广东发现。 

大瑶山被子植物773属与广东共有746屑，其中51属为广布属。仅25属不见于广东。与广 

东的相似性指标为 (773—51—25)／(773—51)=0．96。因此大瑶山无疑是华南植物区系的组 

成部分。．25属当中，部分为不见于广东的亚洲热带成分，如番荔枝科的哥纳香属 Gonio：ho- 

目 s，葫芦科的罗汉果属Siraitia，野牡丹科的异形术属Allomorphia等，大部分是中国蓝热 ． 

带的特征成分，如山茶科的棱果茶属Pyrenaria，蝶形花科的猪腰子属Whir，0rdiodendron， 

山茱萸辩的单室莱萸属Mastixia，大风子科的伊桐属Ilo~,茶莱萸科的肖榄属Platea，竹亚 

科的泡竹属Pseudoslaehyum。而筱竹属Thamnocalamus，及蝶形花科的马鞭树属Maackia为 

东亚分布，其它为华中或西南区系成分。大瑶山与广东共有的中国特 有 属 亦 很 丰 富，如 

Bretschneidera。Sargentodoxa，Cyclocarya， SeraiIiquidambar，Sinia，Diplopana$。 

Euryodendron，Tutcheria等。大瑶th2093种当中与广东共有1766种，占大瑶山的85．6％． 

大瑶山植物医系与广东黑石顶关系最为密切，相似性指标0．83，而与邻近北部的花坪及西部 

的红水河流域相似系数分别为0．42和0．48，都不到0．5。另一方面亦说明大瑶山北缘应是华南 

区系与华中区系的分界线。 

位于桂中南的大明山植物区系亦与广东植物区系关系密切。大明山位 |匕纬23。24t一23· 

3O ，东经108。22 --108。24 ，共有维管植物199科714属1836种，其中被子植物640属，1698 

种，与大瑶山共有542属，相似系数为0．85，而与红水河流域共有449属，相似性系数0．7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a期 廖文波等：广东种子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与大青山共有4 属，相似性系数0．77，亦较高，大明山由于地处南亚热带南缘，具有较多盼 

亚溯热带成分， 同时也有很多西南区系成分，显然是华南植物区系与西南植物区幂羼中南半 

岛北部植物区系的过渡交汇地区。但从大明山区系与广东植物区系的整体肴，大劈山仍应属 
于华南植物区系·粤西大雾岭与大明山相比，属相似性指标为0．87亦很高(苏志尧1990)． · 

若与整个广东区系相比较，则更明显。大明山蕨类植物66属全部见于广东，．裸子植物9属 

东全产，大明山被子植物640属仅约20属不见于广东，如防己科的锡生藤属Cieeampelo~,亚 

麻科 (Mnaoo~ )的青篱柴属Tir~itzia(广东无此科 )，野牡丹科偏瓣花属Plagiopefa~um，． 

大戟科核实属l~'．ypefes，永柳属Homonola，蔷蔹科枸子属Cotoneaster，山油柑科(Opiliao~o) 

鳞尾术属Lepionurus，鼠李科整咀属Gouanla，芸香科松风草属Boenninghausenia，楝科削 

舌树属Walsura，漆树科脑最漆辱P̂ IP60D̂ f0 ，鞘柄术科鞘柄术属Tori~ellia，夹竹拂科鹿 

角藤属ChonemorpAa，萝l角津}马莲鞍属SfreptocauIon，紫藏科羽叶微属＆P 0s erm m，爵 

床科自接骨属．dsystaslella，板兰属Bapfilcaca 抽 ，棕榈科的双籽椽属Didymosperma等。 

赊少数几属外，几乎都为热带成分，唯大明山属中的种系与广东差异稍大，这也是过渡带的 

特征。 ’ 

1．2 挂西，挂j 植物区最与广东植物区最有较大差异。大瑶山，大明山植物区系与广 东植 

物区系是相似的，但若从整个广西植物区系考察以及上述分析得知，广东与广西植物区系的 

高度相似性亦仅限于桂中以东或桂东南她区，而桂北、桂西与广东区系相差较大，特男匾是在 

桂北，桂西地区，地貌，地形及石灰土壤母质条件等分异明显，种类分化繁多，从而造成种 

的差异程度较大，同时也表明华南区系向华中及西南区系过渡。 一． 

广西裸子植物较丰富，有9科2l属45种，如Giakgo，Cathaya， Pseudo~suga， Coloz 

cedr~ Abies等属不见于广东。但从被子植物区系来看，两广无疑是近亲的，广西共有227 

科l522属5400种，较广东为多，但仅有1 76属不见于广东，广东有约72属不见于广 西，共 有 

属达1346属，相似性指标0．95，但种的差另叮较大，广西约有2324种不见于广东 这些种当中 

有900多种为广西特有，其中特有种分布中心之一的 桂中、桂东地区是广西植物区系 的核 

心，以大明山，大瑶山为中心，特有种计有159种 (陆益新1989)。在邻近广西的粤 西 南 

地区，特有植物也非常丰富，特有种达200种以上。而且从粤西南至桂东南地区也是中 国特 

有属分布的华南特有现象中心，这一中心无疑将两广植物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华南植 

物区系的重要特征，而且这一她区柏共特有种更多。广西不见于广东的另1400种当中少音I1分 

为亚洲热带庸分，主要分布于桂南十万大山、大青山、钦州地区一带，有一些分布至南亚热 

带的桂中地区，如番荔枝科单果阿芳Alphonsea monogync~，术犀科海南术犀榄 frapilu~ 

halnanensi~等  々

从两，“的表征科属来看，它们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往往是一些原始科属或系统发育上重 

要联系环节科属的分布中心，不见于广东的科属可lg,~rf-西找到。如东亚特有科遗骨草科 

PhymaOOgO，马尾树科Roip~eleaoeae，毒药树科Sladeniaeeae，To~toelliaeeae， mnkgo 

∞eae等，而EⅡo0mmiaoeae，PetrogB Boeae在广西亦仅见于大瑶山。其它如l术兰科有7 

属36种，Lirlodendron，Kmeria产桂北，Manglie~iasfru嘶 桂西南等，其它属与广东共有 

约20种。樟科18属167种，特有29种，广东n属126种，两地共有79种。山茶科14属150种，与 

广东共有13属78种，共特有约60种，~CqracIlia，7 r如等原始属的分布中心 安息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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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7‘属37种，与广东共有17种。竹亚科共特有32种。山矾科45种，两广共有31种，冬青科 

65种特有14种，两广共有38种。 

金缕梅科13扈2B种，广东13祸30种，两广共有12属20多种，Hamame~is产桂东北员川， 

广东无。其它不见于广东昀重要原始属有：毛莨科的 Asteropyrum(中国特有 )，Beesia 

(东亚特有)和Naravelia(亚溯特有 )，防已科的Parabaena，M1bertlsla，Tinomlscium 

等，而产于大瑶tb的一些种系更加增加了华南区系的丰富程度，如：粗柄术莲 Mangllelia 

erasMpes，广西术莲M．tenUipe~，多花术莲M-[1oribunda，阔瓣白花兰M．platyPetala， 

摩叶八角Illlleium 0chyphyllum，瑶山澜楠 Maehilus yaoshanensis L∞ at Wei (印． 

n ．)，一毛卧琼捕 Beilsehmledla mollifolia Me et Woi，资源术姜Litsea peduneulala， 

瑶山七姐妹Siaunionia yaoshanensls Woi ot Mo，广西核果茶Pyrenaria kwangslenisis， 

鸟叶荷术Sehi'raa wallienii，瑶山厚皮香Ternsiroemla insignls，杜仲Eneommia ulmoides， 

单实茉萸 Mast ia alierni，0lia，裂咔白辛树 Pierosiyrax leveillel，太平安息香 StyraX 

hiladelphoides，瑶山苣苔Dayaoshanla eotinlfolla Wa'ng，瑶山毛药花 0 r c P̂rⅡ 

yaoshanensis，华樱井草Peirosavia sinii等等。 
’  

2 与福建植物区系的关系 -- 

福建省植物区系无疑也是华南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维管植物约4000种，而且 

植物医系的表征科属和植被优势科属都与广东相似，在闽西南、闽南尤其如此，仅在武寅山 

及闽北部有较多华东成分的浸透。中国鹾系以西南各地及北回归线为分布中心，许多科属如 

木兰科 金缕梅科，山茶科，安息香科等往东分布至福建，台湾便逐渐减少。 

蕨类植物与广东非常稽似，已有专门论 述。在裸 子 植物 方 面，仪 四川 苏铁 Cyeas 

醣ehuanens~，华东黄杉 Pseudotsuga gaUssenii，金钱松 Pseudolarix amabi~is，香榧 

Torreya gmndis，长叶榧树T．jackii，华山松Pinns armandli不见于广东。 

在被子植物方面，共同组成了华南区系，唯科属中种系较少，特别是表征科属的种系稍 

少，如l木兰科有_B属约16种，东北部有分布至华东的种类：黄山木兰Magnolia eylindriea， 

天女花M．sieboldli，另／d；Liriodendron ehinense产闽东南及闽北部，其它种类为华南区系 

成分，如Miehella platyPetala等13种广东均产。八角科 9种广东均产。樟科11属66种，仅 

浙江桂Cinnanloml；m ehekiangensis,浙江润捕Maehilus ehekiangensis，闽润捕M．fuklensls 

<闽特有 )，黄枝润楠 M．versieolora(闽特有 )，茫荡山润捕M．mangdangshanens缸 

浙江檎 Phoebe ehekiangensls，仅约8种不见于广东， 8种特有，5种分布至华东。金缕梅 

科有11属20种，其中闻西南部至粤东北部是 岛打lf2i fda打l60r的分布中心，除长尾半枫荷 。 

eaudata特产闽中(沙县)，浙江南部有变种Var．euspidalapb其它全部见于广东。 

壳斗科 5属60种， 除大叶苦石栎 Lithoearpus palhengii， 美叶石栎 L．calophylla， 

口" c“s meihuashanensis(Cyelobalanopsls meihnashanensis)(闽特有)，突脉青冈栎 

口．eievaticosiaia(C cfo60f0∞ 妇 elevaiieostala)(闽特有 )，刺叶栎 口．spinosa等约 

6种外，其余广东垒产。山茶科1O屑53种，除八瓣糙果茶 Camellia oelopelala，披针萼连蕊茶 

C。lanceisepala(闽特有)等6种外广东全产，有些种类仅见子广东及福建，如尖萼红山茶 C． 

cd fthae等，总的来说，广东昀山茶科较为福建为多，因为山茶科的分布中心位于云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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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及广东。冬青科4O种， 7种不见于广东。。llex ifukiensis特有 山矾科29种，仅约4种术 

见于广赫 -安息香科的分布中心位于南蛉山地，向东逐渐减少I广东有d雇25种 福建l亦肴 

5属l8种，其中仅垂珠花 Stycax dosyanthus， 教叶安息香 S．~calbeSCe s，、台湾安息香 ． 

，0r眦·s8 “s等8种不见于广东。另外在大风子科、旌节花科、山茱萸科 桤冲树科t山柳科)， 

五列术科，无患予科、梧桐科、五桠果科，猕猴桃科 防己科，三白革科，_乘通科、金粟兰 

科等等都是非常柑似的。在热带性较强的科如茜草科、夹竹I桃科．萝肇科、番荔枝科、大戟科0 

蝶形花科，野牡丹科，桃金娘科等广东和福建都很丰富，且分布有一些互不出现的属种。被 

子植物疆建区系科属较广东为丰富的例子是不多的，包括主产亚热带至温带的科属 桦术科 

3属 5种，广东2属4种，苋科6属18种，广东 属16种 毛莨科1嘱 34种，广东8属37种， 

石竹科15属22种，广东11属18种。罂粟科 3属1 O种，广东3属8。种，虎耳草科19属40种(包 

括扯根菜科，绣球花科，茶藤子科，鼠刺科等 )，广东11属能种。蔷薇科27属 41种，广东29 

134种等等。 ’ r - 

3 与湖南植物区系的关系 

在裸子植物方面，湖南有7科21属36种，较广东 8科16属船种为多。’湖南不见手广东的 

属为}冷杉属Abien,银杉属Cathaya(湘西 )，金钱松属Pseucl61arlx，。黄杉属PseudO~s== 

g口，水杉属Metasequoia，榧树属Torreya，圆柏屑Sabina等。从而表明胡南裸子植物区系与 

广东已有较大差别，上述这些属分别为我国华中及华东区系成分。 ． 

被子植物方面，湖南有193科，1111属3904种 约9科l17属l不见午广东，这些科包括 

Phrymaceae，七叶树科珏ippooastanaoe88，水青树科Tetrac6ntrh6赫 ，。。连香树科Cercldip． 

hy11area％ 云叶树科I ptelea∞Be，杜仲科Eucommi／Loeae，珙桐科Davidiaeoae,鞘柄术科 

Toricoiliaceae,柽柳科Tamarixaceae等等，这些科大多为东亚特有科。湖南不见于广东的 

属尽管只有117属，但与广东区系的区别很大程度是表现在这些属及若干裸子植物属上。 

其中包括湖南有产而不分布至广东的中国特有属，如；尾囊草属 Uro sd，马蹄香属 

Saruma，星果草属AnlerOpyram,牛鼻栓属FoHunearia，藤山柳属 Clematooletfira，马蹄 

芹属Diokinsia，异叶苣苔属Whytockia(台黔湘川滇 )，独花兰属Changnihnia，巴山术竹 

属Bashania，山白树属Sinowilsonia，五岭竹属 Wulinia，湖南参属Hunaiffop~inax,花竹 

属Polyanth=s，冷竹属Q(ongzhuea等。 

其它一些属为：在湘西有 Eucommi~， 科race 打0n， To~icellia，Dayidia， M'~f~se-- 

qUOia，Coriaria,Liriodendron，lloa，Clematoclethra，Aeso~lus，Dipteron】c口，rDipelta 

等等这些为华中至西南区系 成分，尚有Asteropyrum， Hylome~On， "．Abies~ Ca~haya．_ 

Dickinsia，啄棱桃属 a，∞0口r)raJ Hemamelis等，在东部地区有Pseudolarix，Pseu~ot 

suga， 黄栌屑Coiin=s，Ster~arlia sinensis，S．rostrata，Cornus等o 。 

而南部特别是南岭山地仍属 于华 南 区 系，如 以Altingia，’Corylopsis，Dikanth=s, 

D )r 曲m，Exbueklandia，Semil幻uidambar，Sycopsis，Camelli
．

a，H artia， Hfb r ， 

Sohima，Tsoongiodendron，FoMenia，Glyptrostrob=s，Keteleeria等为特征。 ’。 

在被子植物区系中，湖南与广东共有屑994，占湖南89．5 ，共有种谜2766种，较之 东 

与海南高得多，祁季经认为其中550种为华南区系成分，事实上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当然这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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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主要表强 为热带至亚热带分布的种，以南部山她分布较多，或至湘东部及华东，这一地 

区的植披氧卓及优势种与南亚热带及南岭南坡很类似，如I Castano is~amontii，C．fabrl， 
c。oarlesti,C．|ordii，Quereus ienseniana，Q。hut，0 fleury}，Q．paehyloma， 

打̂ ot口r 口s baneei，工．ealophyllus，工．polystaehyy~．Castanopsts Ytssa，C．hystrlx， 

C．~oneinna，Cin~amaum parthenoxylon，沉水樟C．mtcranthUm,华南桂C．austrosinens 

硬叶挂，广衣润捕，术荷，疏齿木荷，杜荚，秃瓣杜英Elaeoearpus glabripetalus，．马蹄 

荷，阿丁枫，．半枫荷，深山含笑，毛桃水莲，木荚红豆，软荚红豆，石笔术，广东厚皮香， 

亮叶厚皮香 Tcrn~troemia nltida，少叶黄杞，广东冬青，Neolitsea ehuli,Cryptoearya 

coneinna，C．ehtngli，~4rloearpus hypargyrea， ．1ingnanensis等等。湘东部的植被优 
势种为l"~．astanopsis hupehensis，0．englerlana，Liihoearpus eriobatryoldes，只幻ebe 

fabri，Mar ius ， Ⅲ口rf #f ． ， ，,：dao~henensls Miehdia M florlbunda Sehima sinensis 

S．pdrp 馋，青冈栎，黑壳捕Lindera megaphyUa，飞蛾槭Acer oblongum，尖叶槭 ． 

kawakamti，．光麇树Cor~s~oilsoniana，檀子栎，黄花厚皮香Ternslroemia luteoflora，嗣 

瓣白兰花，小叶红豆Ormosia mierophylla。当然在湘酉，湘南或南岭北坡种类已有变化t 

如 L~riode r0n ehlnense,Magnolia blondii，腻．sicboldil,M．sprengeri, iehelia 

martini~,二也五昧子 Sehisandra bleolor，华中五味子S．sphenanthera，瘤枝五昧子S． 

tubereulatar樟科有Lindera erythroearpa，工．guangxlens 工． 1ungshanensls，L 

rubronervia，Litsea hunanensis，L pedunculata，黄枝润搪 Maohilas versiolora，狭叶 

润捕 ．rehderi，灰岩润捕 M．ealeteola等等。 

总之， 广东的热带性科属较明显，澍南则亚热带成分或华夏区系戚分较突出。上述裸子 

植物在湖南比广褒多，而且具有水青树、云叶树、连香树、杜仲、珙桐等，都是华夏的特有 

性代表。 

4 与江西植物区系的关系 

种子植物耀嚷：方面，除闽西南、桂东南外，江西与广东最为相似，特别是森 林 区 系 成 

分。森棘植被的优势科或表征科如金鳢梅科、木兰科、山茶科、樟科、壳斗科、安息香科、 

冬青科、卫矛科、 桑科、山矾科等中绝大多数的种类见于粤，在赣全都1852种 木本植钉 

中仅10余属不见于粤，如金钱橙属、牛 鼻 栓 属，永 瓣 藤 属 Monimopetalum，卷 花 丹儡 

orpiot̂ rsq 玉山竹属Yashannia为中国特有，连香树属 Cemidlphyllum，猫儿 屎 属 

D叩d妇船口；梅花甜茶属Platycrater,剌榆属Hemipielea，臭常山屙Orixa等为东韭特 

有，鹅掌袱属，叠缕梅属，山核桃属 Carya等为东 亚一北 美 间断 分 布，尚有 山梅 花漏 

Philad phus．丁香属Syringa，雪柳属 Fontanesia，藤竹属Dinoohloa等，且多为单型属 

或孓遗属，不见于粤的草本属亦仅近lO属，如风箱果属Physoearpus，翠雀属Delphinii~m, 

芍药属Paeonta，牡丹草属Leontice，诸葛菜属Oryehophragmus，猫乳属Rhamnelta，透 

骨草属Phry~a,假水晶兰展Monotropastrum，Calaste~ia， Hypopitys，Dimpinella， 

Pternopetalum等。 更大的种类差异主要表现在次生常姆林，山地灌丛或落叶树韵种类组成 

和结构上，有更多的亚热带山地成分，如忍冬科、蔷薇科、绣球花科、木犀科、槭树科等及 

桦木科、榛术科、榆科，杨柳科等有硝多的种系，而主产热带的科如茜草科，大戟科、夹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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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科、萝●科、蝶形花科、番荔枝科、野牡丹科等其种类多见于广东。不见于广东的森林特 

征成分如I浙江铁杉 Ts．ga fehek~,~ngensis，金钱松 Pseudolarix kaempferi,鹅掌橄，夫 

目术兰 Maonolia amoena~杨 子 黄 肉楠 Aotinodat~hne lanei／olla，浙江 钓 樟Ltndera 

ehlenli~红脉钓樟工．rubronerviaJ红花油茶Camellia ehekiangoleosa，厚叶红淡Cteyera 

paohyphylla，冠毛悖 Eurya mollieomata，天日紫茎 Sfewartia gemmata，具喙紫茎 文 

rosfrafap连香树 C reidiphyllum ]aponieum，猫儿 屎Deeaisnea largesii，亮 叶腊梅 

Chimonan#hus nitens，金缕梅Hamamelis mollis，猫 儿刺Ilex pernyi~大 柄冬 青 f． 

maeropoda，华东黄杉Pseudotsuga gaUssenii，湘楠 Phoebe hunanensis，小叶栎q reu$ 

ehenilp自栎O．fabri，云山青阿O．nubiump曼青冈栎O．oxyodon等，另一些森林区系 

的优势种姗细叶青冈栎O． a~eff，粤桂石柯，甜槠，红锥，鹿角锥，深山含笑，野含笑，华 

润楠，四川红淡Adinandra boekiana，黄瑞木，罗浮栲，南蛉栲，术荷，黄樟，杜英，厚 

皮香，杨梅廿蚊母树，马蹄荷，银木荷，白桂术等广东亚热带常见。 

另江西有4O余属中国特 有属，35属见于广东，如血水草，山拐枣，青檀，酸竹，伞花 

木，窨果树，鸦头梨，短穗竹，水松，福建柏等。 

5 -9海南植物区系比较 

关于海南岛的种子植物区系多有研究，但统计数字多不一致，因此我们再进 行 了统 计 

(科获Hutohlnsou 1 926--1934年的系统 )，并参考近年来发表的新资料，结果为种子植物 

共有I 208科1128属2976种。与广东大陆共有888属，占海南78．5 ，占广东61．8 ，共有种为 

1992种，占海南的68．5 ，因此海南区系与广东区系是非常近亲的。海南与越南共约1000属， 

较之与广东共有更多，但这些属中种数不多，多为热带属在我国的仅有代表。植被和植物区 

系的优势科有；无患子科、楝科、番荔枝科、蝶形花科、苏木科、梧桐科，杜英科、秉科， 

樟科、壳斗科、夹竹桃科、大戟科、山龙眼科、金缕梅科、术兰科，山矾科、冬青科等等表 

明与广东有差别，但进一步考虑则表现了向热带过 渡 的特 点。海 南208科 中仅；霉 草 科 

Trluridaeeae，角藻科 Zanniehelliaesao，须叶藤科 F]agellariaceae~刺鳞草科Centrole— 

pidseeae，帚灯草科Res％~onaceae(单子叶植物5科5种 )及钩枝藤科An面s r0clada∞Be’ 

龙脑香科Dipterooarpaeeae，刺茉莉科 Salvadoraceao，玉蕊科Leeythidacoae(双子叶植 

钫，4科 6属6种 )在广东大陆尚无发现。而海桑科Sonneratiaoeae,肉豆蔻科 Myrlstlo- 

goeae，假兰科Apos~aslaceae,兰花蕉科 Low]aceao~大陆亦产。 

在上列刁毫见于广东的科中海南亦仅有1—2种，在植被中形成优势种的仅有龙脑香科2 

展8种。其塞热带科，海南亦不比广东更多，如：Annonaeeae(琼15属4O种，粤 8展28种 )， 

I1Hgoraoeae(琼1 l 3j粤1；3)，Myrtaeeae(7：30J 6 I 24)，Mela~tomaceae(12 l 34l 

1 4 l 59)，Palmae(14 l 23J 10 I 27)，Orchidaeeae(58{143J 77 l 193)，Steroutiacoao 

(13 I 30j 10 I 23)，Papilionaeoae(42 l I 60j 59：216)，Rutaeeae(15 l 32I 15 I 46) 

Apooynaoeae(24：41 J 22 I 47)，Aselepiadaeeao(22：56J 24 I 69)，Rubiaeeae(37 I 

123J 42 l 149)，Dollienaceao(2 t 3，2：3)等等。海南森林区系的表征科或属与广东大 

陆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如l},~agnoliaeoae(琼 4属 ：1 3种J粤4属 {27种)，Sohisa~tdraeeae 

‘1；3|2：7)， ．I#B．raeoao‘15{89}11：126)，Thoac0ae(10 I 32f 13 l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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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aeocarpacoae(2：13} 2：20)， Symploc~ eao (1：20； 1{41)， H amamMidaoeae 

(10 I 11}13：30)，Fagaoea~(3{60}5{110)，Myrsinaeeae(6 i 4O}6{53) ，而亚 

热带性质较强的科海南种系较少，如：Actlnidaoeae(1{2j 1 ：21)，Ilffci~ooae(1 i 2I 

l{13 )，Lardizabalaoeae(1{2j 4：l7)，Ⅱ了dr肌喈ea删ae(2 I 3}5：16)，8七yra醢be昀， 

(2 i 5}8：25)等等。 ” 

广东仅有n科不见于海南。在中国特有属方面，广东，海南共有l4属较少，但亦有古老 

昀术本属，如 so0 gfo如 d̂r0 ，Sargentodoxa，Tntcherla，同时也有一些进化较高级的 

两地共特有属，如I驼峰藤属 Merr~lanthus，单枝竹属Monoeladns,台地黄属 Titanotri‘ 

qhu n等。 。 ‘ ’ 

海南植物区系可以作为说明热带与亚热带植物区系过渡性与植被整体性的 个非常典型 

的例子 在中国特有属方面及地区特有属方面也显示了这一点。 ． 

此外，另海南区系具有丰富的特有种，在不见于广东的91,1种中约 有,140种，其余,174种 

的一半与桂滇共有，另一半见于越南至马来西亚及云南。在特有种当中，一部分为热带属在 

海南的仅有代表，一些为亚热带表征科属的特征成分，如木兰科绢毛术~MagnoIia~bore— 

rieea，乐东木兰M．1otungensis(琼粤特有 )，白花含笑 Miehella medloerls(琼粤 )， 

石碌含笑 M．shilnensis(琼粤 )，樟科约l8种银叶樟Cinnomomum merrilllannm，卵叶樟 

C． ovap~m,油丹 Alseodaphne hainanensis，宽昭桢楠 Maehilus foonchevall,茶槁楠 

舫P hainanensis等，山茶科约1O种，壳斗科约14种等。在裸子植物和蕨类植物方面海南 

与太陆相似。裸子植物有 6科 8属18种，仅海南油杉Keteleerla halnanensis特有。在地质 

1史上 。海南和广东均属于震旦纪华南地台的一部分，由于白垩纪至第三纪的火山运曲及第四 

纪的琼雷断陷，至使两地共有的植物有很多鲍灭或消失，这现象亦发生于海南与越南之伺， 

但从整体来看，海南与越南与华南区系是密切的。 

6 与中南半岛植物区系的联系 

广东热带分布类型的属有891属，这些属绝大部分都在中南半岛出现，而且中南半 岛属 

中种系较多。广东与中南半岛有的属还有东亚分布属，东亚北美分布属 特别是中南半岛北 ． 

部至华南有约25个 特 有属，如 Carrlerea，Hartia， Trlgonostemon， Boniodendron, 

C~；aibiodendron，Atniphyllum，Hudodendron，Rehderodendron，Myiilaria等都是较 

古老的木本属，另外中国特有属Eustigma，Tsoongiodendron，Fokienia，Diplopanax， 

Melliodendron，Gymnotheca，Amentotaxus，Dysosma，Lysldlee，Zenia，Enryc'orym— 

bus，Tsoongia，Thyrocarpns，Ypsilandra等l6属都分布至中越边境，或缅甸北部，这种 

情形甚至已超过广东与海南共有 的 中国特 有 属。此 外，尚有 特 有属 Brefschneidera， 

Sargentodo d。若考虑到华南分布至印度或爪哇的属在内，这些地区的特有属增至约68属；， 

另两地共有的东亚分布约8O属。例如： Schtma，Bischofia， Aftingia，Enbuc andia， 

Rhodoleia, H eferopanax， Brandisia， Keteleeria， Platyeladns， Holboellla， 

Firmiana，Koelreuleria，Pegia，PternopetalUm等都是种系国贫乏的术本属。因此明显地 

反映着中南半岛北部与中国区系是密不可分的。传统上，古热带与泛北极的界线把广东与越 

南分割开来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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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局部地区来看，广东西部的大雾岭有种子植物422属与中南半岛共有325属，相似性指 

标0．77(苏志尧1990)，而邻近的广西弄岗与中南半岛的属相似性指标为0．88。在华南，常 

绿林的建群种和优势种亦分布至越南或马来西亚：如 MacMlus chinensis,弯斗柯 Limbo- 

carpus cyrtocarpUs，L．polysiachyus，Pentat~hylax euryoidB dltingia chinensis, 

R口pane口 neriifolia．Osmanthus matsurr~rarlus，Sierculia Ia~ceolata， Sinosiderxy[on 

wightianUm Ixonanthes chinensis，钝齿术荷 Schima crenaia，香港红 山茶 Camellia 

hongho叼ensis，落瓣山茶C．kiss'~，小叶折柄荼"Hartla tonklnensis等。而事实上，亚熟带 

分布为主的科及热带为主的科在中南半岛都有较多的分布， 如龙脑香：科 Dipterocarpacoao 

7属，45种，马来一带至印度尼西亚共有15属540种 海南仅3种，广东本部却完全缺 乏龙 

脑香科植物。山茶科也有很多特有种，如 Adinandra inlegerrima~Anneslea fragrans, 

Pyrenaria]on]uieriana，Gordonia tonMnensis，Camellia euphlebia；C． eUrocar'pa，‘ 

C．krempfii,C．dormoyana，C．p~quellana等等e 

7 总 结 。 
-  ‘ 1 

①广东种子植物区系广西区系最为相似，属相似性指标高达0．95，表明两广植物医系具 

有悠久昀共同发展的历史。但两广种子植物区系种的相似性系数仅为D．57，因此它们各自都 

有了较大的分化，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桂西、桂北及桂东北地区，而桂中、桂东南与广东仍 

然是非常相似的I属的高度相似性是因为两广区系具有共同的起源，且地理位置都同在北回 

归线一个水平上 种的差异性主要是出于气候、地形特别是土壤分化等困素造成‰  

②广东与湖南及江西之间的关系亦非常密切，广东与湖南共有949属， 占湖南全部 属 的 

89．6 ，而江西不见于广东的仅20余属，阻就森林区系成分来看，这种相似性在湖南及赣甫 

更为明显I福建植物区系的组成及表征区系成分与广东区系基本相通，闽中至闽西南一带与 

广东植物区系是一整体I总之，广东与湘、赣、阖之间的关系在于湘、赣、闽具有更多的华 

夏成分，而广东则有更复杂的色彩。 

@广东植物区系与海南共有886属，占海南的78．5 ，共有种为1992种，占海南的68．5 ， 

其比侧较粤桂、粤两、湘南、赣南为低，但无疑其区系也是近亲的，是风一来源的，只是海 

南的热带色彩比广东本部更浓厚。 

④广东分布的衷亚届，东亚北美属等绝大多数在中南半岛地区亦出现，特另 是中南半岛 

北部至华南有约25个特有属。另外广东热带分布类型的属有891属，这些属绝大部分都在 中 

南半岛出现而且在中南半岛其属中的种系更多，由此可以说明两者应属于同一植物区，即东 

亚植物区}许多亚热带起源的华夏成分通过中南半岛扩展到马来西亚及南亚地区。 

@广东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比较表明，北回归线及邻近南部及北部地区的植 

物区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充分显示了亚洲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植物区系的整体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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