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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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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要 本文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的文献并且初步分析了文献内容的构 

成。最后．提出了有助于发展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研究的六点建议。 

关键词 中国；植物区系地理；文献：计量分析 

一

、 基本情况 

从胡先辅教授191 9年发表我国首篇植物区系地理论文 ]以来， 迄今81年的时间 (截 止 

1990年 8月 )，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了414篇 (部 )植物区系地理论著 (含译文 )“。从发表 

年代来看，以1980--1990年最多，计213篇， 占总文献数目的51．45 ，然后是五十、六十年 
代分别为50篇、47篇，各占12．08％和 11．3s％，最少是 1919—1929年仅 8篇 =占 ‘ 

1)。总的看来，我国植物区系地理文献是上升的，其间波动较大的是四十、七十年代，文 

表 1 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的文献统计表 

Table 1
．
Statistic table of literatures on floristic geography in China 

献数 目下降，主要原因是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六十年代中期至 

七十年代初期的 “文化大革命 造成的}但是， 与经典植物分类的文献相比， 差距较大 [2] 

(表 2)。其次，从研究范围与内容来看，地区性或行政大区的植物区系地理文献最多，计 

192篇，占总文献数目的46．38 ，然后是专科 (属 )植物区系地理文献计1 46篇，占35．26 ， 

最少是植物区系地理基础理论，方法以及综台性文献仅76篇， 占18．36 。 说明我国研究植 

物区系地理基础理论及方法 的技术人员及其研究项目较少，以1987年植物学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 目来看，41个项 目中仅 1个项 目属于植物区系地理的内容，占项 目总数的2．44 

(详见表 3) ]，第三， 从研究手段来看， 运用经典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植物区系地理的文 

献计402篇， 占文献总数目的97．10 ，而应用某些数学或数值分析方法研究植物区系地理的 

1)1981年 前据 《中围桃物学文献 目录》 (第一、二、三册 )统计，此后据 《全国报刊索引》(科技版 )和 《中国 

植物学会五十、五十五 固q= 论文摘要}亡编 统计。特此说朋井采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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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目 9 5 1 2 16 4 1 3 41 

占总数目的 21．9j 12．19 2，44 4．88 39．0l 9．77 2．d4 7．32 】0O．O0 

文献仅12篇，占2．90 。最后，从植物界的划分来看，苔藓类植物区系地理的文献计24篇， 

占总文献数目的5 80％，蕨类植物区系地理 的文献计21篇，占5．07％，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的 

文献计199篇，占48．07 ，植物区系地理概括性文献计170篇，占41．O6％。 

二、文献内容构成的浅析 

(一 )植物区系地理基础理论、方法殛综合性研究文献 植物区系地理基础理论、方法 

及综台性研究文献计76篇，占总文献数 目的18．36％ 其中，关于其基础理论与方法的文献计 

24篇，占总文献数目的5．80％，占本类文献数 目的31．58 ， 学术价值较高且在植物区系地 

理论著中引用率较高的文献有t 《植物地理学 》【 、 《普通植物地理学原理 》[ 、 《历 

史植物地理学引论 》 ：、 《历史植物地理学 》【“】、 《分布区学说原理 》【” 等，它们部 

分或全部内容介绍了植物区系地理的基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推动我国植物区系地理学的 

发展起了重要的启导作用。关于植物区系地理综合性研究文献主要指研究中国或更大范围的 

植物区系地理论著 ，计52篇，占总文献数 目的12．56％，占本类文献数 目的68，42％。这一类 

文献分为 以下五种情况：第一，研究植物区系成分及其起源的文献计23篇，较 著 名 的 有； 

“中国与北美东部植物区系的比较” _1 、 “中国植物区系的特征与亲缘关系”  ̈ 、 “中 

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 [“ 、 “中国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 r】 、 “华夏植物区系的起源 

与发展” (“]、 “大 陆漂移与有花植物区系的发展” [“：、 《中 国 自 然 地 理 ·植 物 地 理 

(上)》[” 、 《中国植被 》[ 】、 “中国蕨类植物地理及区系组成” [ ]、 “中国植物区系 

中的一些间断分布现象” c 等，第二，讨论中国植物区系区划的文献共l0篇， 较 著 名 的 

有： “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 、 “中国的植 物 区 域”【 ， “参 考 五 加 科 

(Ar~liaceae)所作的中国植物地理区域”[ 、 “中国植物地理区域”【 、 “论中国 植 

物区系的分区问题” 【”“ 等J第三，探索中国甚至东亚或亚洲与其它地区植物区系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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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1O篇 ，较著名的有：“东亚与北美的植物区系关系 c“】，“东亚一北美东部在植物地理 

上的关系” [”]， “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植物区系交换 c ]刀， “我国东部与 日本 的植物关 

系” [“]， “中国一 日本蕨类植物区系的研究” [ 】， “我国浙江与日本和我国台湾森林植 

物区系的联系” [ ]， “中国温带森林地区与北美之间植物 区系的关系”z1等，第四，研究 

中国甚至东亚植物 区系特有现象的文献计 6篇，如 “东亚木本植物区系的特有性” “ ]， 

“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特性 “，“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数量分析” [ ]，“中国种子植 

物特有属起源的探讨 ( ”， “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现象——特有属的研究” [。。 等}第 

五，应用数学分析研究植物 区系地理的文献仅 3篇 即 “关于建立植物区系特征参数的设想” 

， “植物 区系的数值分析 c ]， “植物区系学的数学研究概况” [”]。纵观植物区系 

地理综合性研究文献， 目前主要存在中国植物区系起源的分歧 (““”” 以及中国某些地区 

(如台湾、海南、华南南部 、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等 )植物 区系区划与归属的争论 [I”””” 
2¨ 3 4— 3 T '

。 

(= )檀物区系地理地区性研究文献 植物区系地理地区性研究文献是指省 (区 )或更 

小区城或行政大区植物区系地理的论著，计192篇，占总文献数目的46．38％。这 里 按 东 北 

(含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华北 (含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内蒙古等六省区 

市 )、西北 (含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五省区 )、华中 (含湖北、河南、湖南、 

安徽四省 )，华东 (含浙江、江苏、江西、福建、上海、台湾等六省市 )、华南 (含广东、 

广西 海南三省区 )和西南 (含贵州、四川、云南、西藏四省区 )等七个行政大 区 进 行 统 

计分析 (表4 )。 1．华北地 区，计 9篇，如 “东北植物的分布” [”】， “东北 植 物 区 系 

表 4 植物区系地理地区性文献在全国的分配 

Table 4 Distriution of region’s literature on floristic geography in China 

’童 匡 、r-均 值 _&verage value of China． 

的研究” ， “长白山的植物地理” 【”]， “长白山苔藓植物的 初 步 研 究”“， “长白山 

高山冻原植物 的研究” ， 长白山蕨类及其地 理 分布” [ 、 “凤凰 山 蕨 类 的生 态 

及地理分布的研究”¨”、 大连地区植物 区 系 的研 究” 、 “丹 东 蕨 类 植 物 分 布 的 

调 查 、 “长春 附 近 植 物 区 系 地 理 位 置 的订 正 [ 等。 2．华 北 地 区： 共计 

9篇，较好的有： “山西五台山植物 区系允析初报” 、 “山东植物地理 (初稿 )” [“]、 

“狼 山 北 部 典 型 荒 漠 地 区 植 物 区 系 的基 本 特 点 c“】、 内蒙古锡林河流域植物 

压 系调查报告简报”[“]、 “白洋淀水生植物 区系初步分析” [ ， “”北京植物区系的初 

步研究 等。 3．西北地区：共计2O篇，较好的有：“青海植物地理的研究” 【 】、“青 

2)中国幢物学击编印，1983t中国植物学会五十周年年击学术报告及论文摘要汇编 

8)时1匿楠_均学会犏印。1988t中国植物学会五十五厨年论文摘要汇编。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广 西 植 物 l2卷 

海省植物地理初探”¨、“孟达 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 、“青海湖水生植物区系 

的研究” 、“秦岭尖头山种子植物 区系概述” C“]“、“秦岭蕨类植物地理与区系成分初步 

探讨“)、“秦岭珍稀植物及其区系特征”[。 、“新疆阿尔泰山的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和植物 

资源” 。] 、 萨吾尔山植物区系初步调查 )、“新疆北部短 命 植 物 区 系 的 研 究 )、 

“我国荒漠植物区系形成的探讨” 、 “中国滩羊区植物区系及其地理分布” ， “中国 

西北植物地理” 。 4．华中地 区：共计28篇，如 “安徽植物 区系的探讨” c 、 “黄山 

植被与植物区系初论” _5”、”黄山植物的研究” [ ]、 “大历山植物区系分析及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 ∞ 、“湖北大别山植物区系的初步分析” _3 、“安徽大别山北坡植物区系与邻 

近地区植物区系关系探讨” [ ]、 “安徽大别山天堂寨山区植物医系的研究” [ ]、 “皖赣 

边境六股尖山区植物区系初探” ”、 “皖西霍山县白马尖植物区系和植被” 、 “安徽 

古牛降 自然保护区蕨类植物区系初步研究。【 ]”、“湖北植物区系特点与植物分布概况的研 

究 、 湖北蕨类植物区系基本成分和主要特点的探讨” [。”、 鄂西神农架地区的植 

被和植物区系”【 ]、 “水杉植物区系及其植物地理的意义” [“]、 “神农架苔藓植物 医系 

的初步观察” 、 “湖南植物区系与植被概况” [“]、 “湖南植物区系的特点” ”̈、 “湖 

南莽山林区区系植物调查初报” [E 、 “河南维管束植物区系初步研究”。 等等。 5．华东 

地 区：共计37篇文献，如 “庐山植物的分布及与皖、浙诸山植物关系” _5 、“我国东南部主 

要植物的地理分布及与邻区植物的关系” 、 “华东黄山、天 目山植物区系的特点” _5 、 

“江西森林的地理分布” C”]、“试论浙江森林植物区系” 、 浙江九龙山苔类植物的初 

步研究”【”J、 “浙江西天 目山苔藓植物 的调查研究”  ̈ 、 “南京植物区系及 植 被 的 描 

述”C“]、 “福建植物区域和植物群落” ： 、 “福建亚热带植物初探” 、 “福建植物 

区系的由来” _B 、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初步研究” 、 “武夷山苔藓植物 

压系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 “舟山群岛植物区系地理的数值研究” Ï 、 “台湾植 

物区系特征及地理分区”“、 “台湾植物区系的亲缘关系” 、 “台 湾 苔 藓 的 植 物 地 

理 [”】、“台湾与邻近植物区系地 区的关系” [”】、“澎湖群岛植物群落与植物区系” 、 

“台湾鸳鸯湖自然保护区的苔藓植物区系 【 等等。6．华南地压 共计39篇文献，如 “中 

国南部及西南部植物地理概要”[”]、“广东瑶山植物区系初步报告 、“广东植物区系特 

点” [， 、 “广东植被的植物 区系特点” 、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植被” 、 ““鼎湖 

山的苔藓植物” [ 】、“珠江沿岸及其附近岛屿植物区系的研究” 、“广东境内珠江水系水 

生植物区系的探讨” 、 “广西植物地理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 ：、 “广西特有植物的 

研究” [ 、“鼻岗植物 区系的考察报告” 【“]、“苗儿山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 、“南京 

蕨类植物区系初探” 、“海南苔类植物区系与地理分布的初步讨论” 、“海南蕨类植物 

区系” 【 、“海南裸子植物 区系” 【 r、“海南被子植物区系” 、 海南种子植物科属 

与邻近地区科属关系的初步研究”【“ 等等。 7．西南地区：共计50篇文献，如 “中国西南的 

植物区系及其对于认识欧亚植物界的意义” [“]、 “贵州植被” ” 、梵净山、宽阔水、茂 

兰、雷公山等贵州的自然保护区森林植物区系的分析 ” 、 “贵州森林植物区系 的 初步 

研究，，【。 、 “四川植被”[ ， “峨眉山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 [“：、 “四川蕨类植物地 

理特点兼论耳蕨一鳞毛蕨植物区系”[ 、 “横断山脉科学考察专集 (I)” 、 “云南 

4 j中国植物堂台编印，19~3：中国植物学含三十周年年会论文摘要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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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的成分”r” 、“云南植物地理” [。 ，云南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研究 r”“”、蜓丘 

龙雪山的植物地理”【 、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物区系组成分析”[”】、 “云 南植 物 区 

系”” ， “元谋干热河谷植物区系的研究” ”： 西藏阿里地区的 植 物 区 系” 。 ， 

“西藏藓类植物 的地理分布及其区系成分的分析” [“]、 “西藏蕨类植物区系的特点及其与 

喜马拉雅陛升 的关系”【 】、“西藏植物区系的起源、演化” 。” 】、“西藏植物区系分布区 

型图谱” 【 ]、 “西藏植物区系地理区域的分异的探讨” 【”]、 “从印度板块的漂移论喜马 

拉雅植物区系的特点”【 ]、 “西藏高原植物区系中特有属的研究 等等。从地区性植 

物区系地理文献分析看出，文献在全国各地分配极不均匀，以西南、华南二地区最多，平均 

每个省区的文献数 目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6．31和5．81，其次是华中地区超过0，81，其余 

四地区均在全国平均水平 以下，尤其是华北比全国平均水平少4．69(表 4)。 

(三 )专科 (属 )植物区系地理研究文献 专科 (属 )植物区系地理研究文献共 计 14 

篇，占总文献数目的35．26 。从专科 (属 )研究文献的地理范 围来看，研究全国或更大区域 

∞文献占87篇，研究省 (区 )或行政大区的文献占59篇 (其中东北 5篇，华北 8篇、西北 2 

篇、华中8篇 华东4篇、华南4篇、西南33篇 )。从研究对象来看，以科为对 象 的 计 59 

篇，涉及40个科， 如 光 萼 苔 科 (Porella~ )、白 发 藓 科 (L ∞o y e∞ )，羽 薛 科 

(Thaidiace~e)、垒发藓科 (Polytriehaceae)、木贼科 (Bquig吼aoea醉：东龙骨科 (Poly— 

podiaeeao)、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银杏科 (Ginkgoacoao)、松科 (Pinaceae)、 

樟科 (Lauraceao)、昆栏树科 (Troehodendraceae)、西番莲科 (Passlfloracoae)、 安息 

香 科 (Styraeeao)、杜 鹃 科 (Ericaceae)， 械 树 科 (i~eraoeae)、 大 戟 科 (Euphor— 

bi~eae)、野牡丹科 (Me]as~omataceao)、禾本科 (Gramineae)、壳斗科 (ngaoeae)、蔷 

薇科 (Rosaceae)、玄参科 (8crphul iace∞ )，马鞭草科 (Vezbenaceae)、 兰科 (Or- 

chldaeeae)，天南星科 (Araceae)，苏术科 (Caesalpiniaooae)、蝶形花 科 (Papiliana- 

ceae) 含羞草科 (Mimosaooae)、 漆树科 (Anaear~aceao)、百合科 (Li]iacoao)、唇 

形科 (Labiatae)，铁青 树 科 (Olacaceao)、 泽 泻 科 (Alismat~eeao)、 香 蒲 科 (Ty— 

phaeeae)、艰子菜科 (P0tm o茸et0n＆eeBe)、黑三棱科 (Sparganiaoeao)、茨藻科 (N8j蝴 

oeae)、胡桃科 (Juglandac,eae)、永玉簪科 (Burmanni~ceae)、露 兜 树 科 (Pandana- 

coae)和十字 花 科 (Crueiferae)等 。]”” 以属为对象的计 81篇，涉及 59个 

属，如松属 (Pinus)、落叶松属 (Larix)、油杉属 (Keteleeria)、杉 木 属 (Cunning— 

hamia)、水松属 (Glyptostrobus)、榧树属 (Torreya)、珍珠菜属 (Lysimaehia) 罗 

布麻属 (Apoeynum) 刺葵属 (Phoenix)、杜鹃属 (Rhododendron)，吊钟 花 属 (E 

kianthus)、越桔属 (Vaeelnium)、槭 树属 (Aeer) 柳属 (Salix)、景天属 (Sedum)、 

酸脚杆属 (MedinilIa)、小麦属 (Tritieum)、稻属 (Oryza)、羊茅属 (Fes~uea)、箭竹 

属 (Fargesia) 牡竹属 (Dendrocalamus) 栎属 (0uereus)， 青 冈栎属 (Cyelobalan~： 

psis) 绿绒蒿属 (Meeonopsis)、蓟属 (Cirsi“m)，绣线菊属 (Spiraea)、马 先 蒿属 

(Pedicularis)、蒿属 (Artemisia)、苹果属 (MalIus)、山楂属 (Crataegus)、 毛 茛 

属 (Ranunculus)、独叶草属 (Kingdonia)、乌头属 (Aeoni~um)，泡桐属(Paulownia)、 

赖桐 属 (Clerodendrum)、天 南 星 属 (Arisaema)、海 菜 花 属 (Otte|ia)，紫 金 标 属 

(Ceratostiyma)、紫荆属 (Cereis)、油果樟属 (Syndiclis)、柴胡属 (Bupleu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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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瓣芹属 (PfBr∞ fB Ⅱ m)、香根芹属 (Osmorhiza)、紫堇属 (CorydaEs)、 百 合属 

(Lilium)、小檗属 (Berberis)、淫羊藿属 (Epimedium)、柑 桔 属 (Citrus)，亚麻属 

(Linum)、桑属 (Morus)、兢子梢属 (Campylotropsis)、鼠李属 (Rhamnus)， 眼子 

菜属(Potamogeton)，沙拐枣属 fCalligonum)、荚蓬属(Viburnum)、猕猴桃属(．Aetinidia)、 

桦木属 (Betula)、鸢尾属 (Iris)和 含 笑 属 (Miehelia) ” ¨1 a 1 ] ，a，4’等，余 

下 6篇文献是研究松杉类植物 区系地理的论著 。从专科 (属 )植物区系地理研究文 

献来看，组成 中国植物区系及其森林植被的54个种子植物特大科和大科中 “ 仅有兰科 、禾 

本科，樟科、天南星科、五加科，野牡丹科、槭树科等作过区系地理的研究，其余47个科均 

未 (或仅少数属进行了分析 )进行研究；同时，在植物系统发育上较为重要的科 (属 )也未 

作过系统的区系地理研究。因此，今后我国植物区系地理研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 

三，几点建议 

综上 所述，我国植物 区系地理研究文献的基本特点是：植物区系地理的文献比经典植物 

分类步得多，经典分析研究手段的文献占绝对优势，苔藓蕨类植物区系地理的文献极少，基 

础理论及研究方法 (尤其新方法 )的文献占比例较少，全国各地的文献分配极不均匀，组成 

我国植物区系与森林植被的主要类群以及在植物系统发育上重要类群的区系地理研究文献极 

少等。有鉴如此，为了尽快发展、完善我国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在较短时期内赶上达到国 

际植物区系地理的先进水平，作者拟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1．必须加强植物区系地理基 

础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 2．必须加强对我国苔藓蕨类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 3．必须加强 

我国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 4．必须加强对组成我国植物区系与森林 

植被的主要类群以及在植物系统发育上重要类群的区系地理研究； 5．增加我国植物区系地 

理研究的财敢投资以及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6．科研水平较高、技术力量雄厚的科学研 

究单位 (所 )可以创办植物区系地理的专业刊物，以适应当前这方面稿件较多面无或极少机 

会刊布其研究成果的局面 (洪德元在 “中国首届数量分类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 )。最后， 

希望有志于植物区系地理研究的工作者携手合作，积极推动学科的发展，不断提高研究质量， 

使之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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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0L0G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0N FLORISTIC 

GE0GRAPHV lN CHINA 

Zoo Ji曲 n 

(Guizhou Forestry School，Xiuwen County 550201)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m etrologieaI analysis for stud．ying 

the literatures on the floristie geOgraph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1．Literat- 

urea on floristic geography of China are increase(table 1)。but the gaps of num— 

hera of literatures between the floristie ge0graphy and classical phytota xonomy 

are large(table 2)；2．Literatures on floristic geogra~y of pro订noes(regions or 

dis 姆ts)．monographs(families or genera)。and basic theory and integrative 
research m ake up 46

．勰蓐，33．2B aud lB．30 of the total number ol literatures诅 

China respectively；2 Literatures on floristic geography of the classic method。and 

the mathematical or numerical method make up 97．10 and 2．90 res ctively；4 

Literatures on floristic 鲫 graphy of Bryophyta ， Pteride—phyta， Spermatophyta and 

summarized works make up 3．20 ，5．07 ，42．07 ，and 41．D6 respectlvely．Lastly． 

the author proposes six polnts of sugge s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works  of the re— 

search of flo~istie geography in China ． 

Kew words Floristic ge ography；literatures ；metrologlcal analy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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