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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与藏东南地区杜鹃花属植物及其分布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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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四川 都江堰６１１８３０)

摘　要:通过青藏高原的川西地区与藏东南地区杜鹃花属植物类群及其数量、地理分布型与垂直分布格局的

研究,借助比较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揭示这两个重要区域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类群及其分布格局的异同.结

果表明:青藏高原东部区域的川西地区杜鹃花属植物具有较原始类群多、较高分类等级多、大类群多并与我国

东部和狭义横断山联系较广泛的区系特征,类群及其特有种的垂直分布重心较低;而青藏高原南缘区域的藏

东南地区具有较进化类群多、较低分类等级多、小类群多、特化强烈并主要与狭义横断山有较密切联系的区系

特征,类群及其特有种的垂直分布重心较高,且两地间近缘类群垂直替代现象明显.有关特征和现象与白垩

纪晚期杜鹃花属起源地的温润气候、第三纪渐新世前后高原漫长的渐进抬升和第四纪高原的迅速隆升及其多

次冰川的进退等三个地质历史节点和事件具有密切关联并相互对应.从而揭示了在共同的生物地质历史背

景下,我国杜鹃花属植物地理区系及其垂直分布特征由东至西的趋异化过程与性质,并据此提出了在幅员广

阔的中国—喜玛拉雅这个现代杜鹃花属植物分布中心内,可勾勒出三块具有明显分异的核心分布区,即川

西—滇东北区、滇西北—滇西区、藏东南—藏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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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studyonRhododendronandits
distributioninWＧSichuanandSEＧTibet

ZHUANGPing,WANG Fei,SHAOHuiＧMin
(WestChinaSubＧalpineBotanicalGarden,InstituteofBotany,CAS,Dujiangyan６１１８３０,China)

Abstract:PatternofRhododendronanditsgroupquantity,geographicaldistributiontypeandverticaldistributionwere
studiedbythecomparativebiologybetweenthebothareasofWＧSichuanandSEＧTibetofQinghaiＧTibetplateau．ThereＧ
sultsshowedthattherewerecharacteristicsofRhododendronformoreoriginal,largegroupsandhighＧclassintaxology
inWＧSichuanwheretherewasawiderrelationshipbetweenEＧChinaandMt．NＧHengduans,andalowerverticaldistriＧ
butionforthegroupsandendemicspecies．Andtheresultsalsoshowedthattherewerethoseformuchyounger,smaller,

endemicandlowＧclassgroupsinSEＧTibetwheretherewasamajorrelationshipbetweenMt．NＧHengduansandahigher
verticaldistributionforthem．PhenomenaoftheverticalsubstitutionisobviousbetweentheclosegroupsofRhododenＧ
droninbothofthetwoareas．Fortheabovecharacteristicsandphenomenawecanconcludethesecloselyrelationand
correspondtothreehistoricalnodesandeventsaboutthewarmＧmoistclimateinthelastCretaceousPeriod,thegradual
raiseofTibetPlateauinalongtimebeforeorafterOligoceneintheTertiaryPeriodandtherapidraiseoftheplateau
withtheglacierhappenintheQuaternaryPeriod．Therebyitisopenedoutthatthecourseandcharactersdissimila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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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loraandtheirverticaldistributionofRhododendronfromtheeasttothewestChinaunderthecommon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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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与藏东南地区分别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与

南缘,为世界杜鹃花属植物现代分布中心的两个重要

组成部分(Douglasetal．,２０１１;闵天绿等,１９７９).两

区域在地理上被青藏高原面和狭义横断山分割而相

对独立,但具有生物地史演进上的共同背景和现代气

候环境上的相似性质(Billings,１９７４;李渤生,１９９４;孙
航,２００２).杜鹃花属植物极有可能起源于白垩纪晚

期的古北大陆南缘区域,即康滇古陆(闵天绿等,

１９７９).而自第三纪以来由喜玛拉雅运动所导致的青

藏高原抬升,尤其是伴随高原东、南边缘高山峡谷的

形成以及第四纪以来频繁的冰川活动,无疑对包括杜

鹃花属植物在内的当地植物区系的形成与分布格局

造成了重大影响(方瑞征等,１９９５;庄平,２０１２).
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最近１０余年

来在该区域内从事野外工作的积累,试图通过川西

与藏东南这两个重要地区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类群

及其分布格局的比较研究,揭示其与生物地史及现

代环境背景的内在关联,从根本性质上增进对于我

国西南这个杜鹃花属植物现代分布中心、多度中心

及可能的起源中心的科学认识,并期望为深入研究、
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相关资源提供新的科学支撑.

１　地理位置与环境背景

本文所指川西地区为青藏高原东部广义横断山

东部,东达四川盆地西缘,西到雅砻江河谷,南抵金

沙江,北及摩天岭南侧的南Ｇ北向条带状区域.该区

纬向变化幅度较大,从北到南包括了中国植被区划

中的川西山地峡谷云、冷杉林区,四川盆地栽培植

被、润楠与青冈林区的西侧、横断山北部与南部山地

峡谷云冷杉林区雅砻江以东区域和川滇金沙江峡谷

云南松、干热河谷植被区的东北角,为喜玛拉雅植物

区系与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吴征镒,

１９９１).藏东南为横断山西部支脉芒康山南段以西,
喜马拉雅山吉隆以东,北界沿雅鲁藏布江至大拐弯

到芒康,南界自东向西沿中缅、中印、中不、中尼边界

为界的地理区域,包括日喀则地区中至东南部,山南

地区南部到东部、林芝地区的南部和东部及昌都地

区的东南部.在我国植被区划上包括东喜玛拉雅南

翼河谷季雨林、雨林区全域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常

绿阔叶林南部及中喜玛拉雅季雨林区域,为喜玛拉

雅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征镒,１９９１;张新时

等,２００７).
在上述两地之间,北部为青藏高原面东部区

域———川西高原,南部自西向东横亘着狭义横断山

的主体到大雪山以西的一系列近南北走向的巨大山

脉,将上述两地分割为青藏高原南部与东部边缘两

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当地,尤其是其南部所在

的滇西是我国杜鹃花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方瑞

征等,１９９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区也是连接上

述两地杜鹃花区系的枢纽与过渡地带.
青藏高原的形成始于距今约六千万年的第三

纪,岗瓦古陆分离出来的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

冲碰撞,即著名的喜玛拉雅运动.到渐新世第三期,
青藏区域已初步形成了平均海拔２０００m 以上的高

原雏形;进入第四纪,在３００万年间,即形成了现今

平均海拔４５００m 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此

期,青藏高原区也同北半球上许多区域一样受到多

次冰川活动影响 (Agakhanyantzetal．,１９９５;BillＧ
ings,１９７４;李渤生,１９９４).青藏高原南部与东部边

缘区域,分别处在西南季风与东南季风的迎风面,以
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垂直气候变化明显.在暖湿气

流和变化剧烈的阶坎地形效应影响下,降水丰富,且
由无数河流切割后形成的地形界面,增加了小生境

的复杂性(李渤生,１９９４).藏东南低山区最大年降

水量５０００mm,杜鹃花主要分布区降水量为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mm,发育有湿润低山热带气候带到湿润高

山冰雪气候带的一系列山地垂直气候带序列;川西

地区 最 大 降 水 量２５００mm,一 般 出 现 在 海 拔

２５００m左右的中高山区,杜鹃花主要分布区降水量

与藏东南类似,其垂直气候带的基带为湿润山地亚

热带气候带(庄平等,２００２).

２　川西与藏东南地区的杜鹃花属

区系比较分析

２．１分布类群及其种类数量比较

根据８亚属系统(Chamberlain,１９９６),我国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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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中的６个亚属,叶状苞亚属不产于川藏.川西

地区含５亚属、９组、２７亚组;藏东南地区含３亚属、

５组、４０亚组;两地共有种３４种,远低于滇藏共有

(８５)种水平(方瑞征等,１９９５).羊踯躅亚属、映山红

亚属为藏东南所不分布,马银花亚属在藏东南有个

别代表;杜鹃亚属和常绿杜鹃亚属是构成两地杜鹃

花植物的主体类群,占川西杜鹃花种类的９３．４％和

西藏杜鹃花种类的９９．４％;藏东南杜鹃花的亚组级

单位数量明显高于川西地区,其中火红杜鹃亚组等

６个常绿杜鹃亚属中的亚组和朱砂杜鹃亚组等１１
个杜鹃亚属中的亚组为川西无分布,而藏东南所无

分布的常绿杜鹃亚属成分仅麻花杜鹃亚组和川西杜

鹃亚组等３个杜鹃亚属中的亚组(表１).

从川西与藏东南杜鹃花种类分布较多的前１０
位的亚组来看,藏东南杜鹃花在相关各亚组中的分

布数量更加分散,两地间主要通过大理杜鹃亚组、高
山杜鹃亚组、漏斗杜鹃亚组等共有亚组有所关联;更
明显的是通过藏东南拥有而川西无分布的火红杜鹃

亚组、黄花杜鹃亚组、朱砂杜鹃亚组、硬刺杜鹃亚组

与川西拥有而藏东南不分布的麻花杜鹃亚组和川西

杜鹃亚组表现出区系组成上的重要差别,以及其它

共有亚组种类数量分布的差别,如云锦杜鹃亚组与

银叶杜鹃亚组很少种类出现在藏东南区域(表２).
川西与藏东南地区(含喜玛拉雅南翼国家)杜鹃

花属植物区域性特有种分别为５８种和７０种,分占

当地同属植物的３２．０％和３８．７％.川西地区特有种

表１　川西、藏东南杜鹃花亚属类群及其数量比较表

Table１　ComparisonbetweenWＧSichuanandSEＧTibetinsubgen．taxaandpopulationquantityofRhododendron

类群 Taxa
川西

WＧSichuan
藏东南

SEＧTibet
共有

Com．
国内

China
全球

World
杜鹃亚属subgen．Rhododendron ３/１１,７６ ３/２０,７５ ３/９,１１ ３/２５,１９７ ３/３４,４９８
常绿杜鹃亚属subgen．Hymenanthes １/１６,９３ １/２０,１０５ １/１１,２３ １/２４,２６７ １/２５,２９５
马银花亚属subgen．Azaleastrum ２/－,５ １/－,１ －/－,－ ２/－,２２ ４/－,２３
羊踯躅亚属subgen．Pentanthera １/－,１ －/－,－ －/－,－ ２/－,２ ３/－,２４
映山红亚属subgen．Tsutsusi ２/－,６ －/－,－ －/－,－ ２/－,８２ ３/－,９０
叶状苞亚属subgen．Therorhodion －/－,－ －/－,－ －/－,－ －/－,１ １/－,３
总计 Total ９/２７,１８１ ５/４０,１８１ ４/２０,３４ １０/４９,５７１ １５/５９,９３３

注:组/亚组,种.Note:sect/subsect,speices．

表２　川西、藏东南杜鹃花属优势亚组类型及其种群数量比较表

Table２　ComparisonbetweenWＧSichuanandSEＧTibetinthedominancesubsectsandspeciesofRhododendron

藏东南 SEＧTibet
数量 (种)

No．ofspecies
N ％

川西
WＧSichuan

数量 (种)
No．ofspecies
N ％

大理杜鹃亚组subsect．Taliensia １７ ２９．６ 大理杜鹃亚组subsect．Taliensia ３５ ６０．３
火红杜鹃亚组subsect．Neriiflora １６ ５９．３ 高山杜鹃亚组subsect．Lapponica ２２ ５５．０
蜜腺杜鹃亚组subsect．Thomsonia １２ ８０．０ 三花杜鹃亚组subsect．Triflora １９ ７６．０
有鳞大花亚组subsect．Maddenia １２ ２７．３ 云锦杜鹃亚组subsect．Fortunea １７ ６３．０
漏斗杜鹃亚组subsect．Selensia ８ ８８．９ 银叶杜鹃亚组subsect．Argyrophylla １１ ５５．０
大叶杜鹃亚组subsect．Grandia ８ ５８．３ 糙叶杜鹃亚组subsect．Scabrifolia ７ ７７．８
高山杜鹃亚组subsect．Lapponica ７ １７．５ 麻花杜鹃亚组subsect．Maculifera ５ ３８．５
黄花杜鹃亚组subsect．Boothia ７ １００．０ 露珠杜鹃亚组subsect．Irrorata ４ １６．９
朱砂杜鹃亚组subsect．Cinnabarina ５ ６２．５ 漏斗杜鹃亚组subsect．Selensia ４ ４４．４
硬刺杜鹃亚组subsect．Barbata ５ ７１．４ 川西杜鹃亚组subsect．Moupinensia ３ １００．０
合计 Total ９７ １２６

比较集中于大理杜鹃亚组(１１)、云锦杜鹃亚组(８)、
三花杜鹃亚组(８)、髯花杜鹃组(６)、高山杜鹃亚组

(５)、银叶杜鹃亚组(５);而藏东南地区特有种则分散

于多样化的类群中,特有种较多的类群依次为蜜腺

杜鹃亚组(８)、有鳞大花亚组(７)、髯花杜鹃亚组(６)、
朱砂杜鹃亚组(５)火红杜鹃亚组(４)、大理杜鹃亚组

(４)、大叶杜鹃亚组(４)、黄钟杜鹃亚组(４),另外具３
特有种的包括黄花杜鹃亚组、硬刺杜鹃亚组,含２特

有种的包括单花杜鹃亚组、露珠杜鹃亚组和猩红杜

鹃亚组,黄绿杜鹃亚组等９个类群中各有１种.由

此亦可进一步看到两地杜鹃花区系组成与特有成分

数量特征的差别.

２．２分布型比较

根据新近发表的中国杜鹃花亚属下分布型意见

(庄平,２０１２),川西地区具有比较完整的杜鹃花属组

级地理分布型,而藏东南缺失北温带和东亚地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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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型的组级单位及其类群成分,属于中国东部—广

义横断山分布的马银花组成分仅有少数代表,这与

亚属级的地理分布型情况一致.属于广义横断山~
喜玛拉雅分布型的髯花杜鹃组则与川西地区有相近

的数量分布(表３).
从杜鹃亚属和常绿杜鹃亚属之中的亚组级单位

的地理分布型来看(表４),川西地区除缺乏中国东

部(C)和喜玛拉雅(G)等两个独立分布型区的成分

外,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其它９个分布型成分.其中,
川西山地(D)分布型为当地与云南东北部特有;狭
义横断山—喜玛拉雅(K)分布型有２个亚组存在,
表明了该区西南部(木理)作为狭义横断山一隅同喜

玛拉雅区的联系;同时,通过中国东部—广义横断山

(H)分布型唯一的麻花杜鹃亚组表明了当地与我国

东部的联系,其余各亚组级分布型格局与藏东南区

域比较一致.
而藏东南杜鹃花亚组级分布型最突出的特点是

拥有６个属于喜玛拉雅(G)特有的亚组级单位;同
时,高达１２个亚组级单位的狭义横断山—喜玛拉雅

(K)分布型,说明了藏东南与滇西地区为中心的狭

义横断山区域的紧密联系和相似的区系背景,而当

地具有１１个亚组级单位的广义横断山—喜玛拉雅

(J)分布型,则又表明了藏东南与整个广义横断山,
尤其是与滇西及川西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表３　川西、藏东南杜鹃花组级地理分布型比较表

Table３　ComparisonbetweenWＧSichuanandSEＧTibetinthegeographicaldistributiontypesofsectsofRhododendron

地理分布型 Geographicaldistributiontype
组与种类数Sectandspecies

中国China
Sect． Sp．

川西 WＧSichuan
Sect． Sp．

藏东南SEＧTibet
Sect． Sp．

A北温带 NＧTem． １ １ １ １ － －
B东亚 EＧAsia ４ ９７ ２ ８ － －
H 中国东部—广义横断山EＧChina－Mt．BＧHengduans １ １１ １ ２ １ １
J广义横断山—喜玛拉雅 Mt．BＧHengduans－Mt．Himalayas １ １９ １ １１ １ ９
合计 Total ７ １３０ ５ ２２ ２ １０

表４　川西、藏东南杜鹃花亚组级地理分布型比较表

Table４　ComparisonbetweenWＧSichuanandSEＧTibetinthegeographicaldistributiontypesforsubsectsofRhododendron

地理分布型 Geographicaldistributiontype
组与种类数Sectandspecies

中国China
Subsect． Sp．

川西 WＧSichuan
Subsect． Sp．

藏东南SEＧTibet
Subsect． Sp．

A北温带 NＧTem． ２ ４１ １ ２２ １ ７
B东亚 EＧAsia ５ ６０ ４ ２５ ３ １０
C中国东部 EＧChina １ ２ － － － －
D川西山地 Mt．WＧSichuans １ ３ １ ３ － －
E广义横断山 Mt．BＧHengduans ２ ７ ２ ４ ２ ３
F狭义横断山 Mt．NＧHengduans ２ ４ １ １ １ ３
G喜玛拉雅 Mt．Himalayas ６ １１ － － ６ １１
H 中国东部—广义横断山EＧChina－Mt．BＧHengduans １ １３ １ ５ － －
I中国东部—广义横断山—喜玛拉雅

EＧChina－Mt．BＧHengduansＧMt．Himalayas
６ １４９ ６ ７３ ６ ４０

J广义横断山—喜玛拉雅 Mt．BＧHengduans－Mt．Himalayas １１ ７３ １０ ２２ １０ ３８
K狭义横断山—喜玛拉雅 Mt．NＧHengduans－Mt．Himalayas １２ ７９ ２ ５ １２ ５８
合计 Total ４９ ４４２ ２８ １６０ ４１ １７０

３　类群的垂直分布比较

藏东南与川西分别为青藏高原的南部和东部边

缘地带,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具备高大山体背景下的

季风气候条件,湿润多雨.藏东南尤其是喜马拉雅

山脉的南坡受印度洋季风影响,形成山体南翼的多

雨带;同样川西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形成了“华西雨

屏带”(庄平等,２００２).两地植被气候垂直带具备相

似的序列,只是低海拔的植被类型略有不同.
就杜鹃花植物亚属类群的分布而言,也具备许

多相似性,但主要的区别在于川西的较低海拔区域

有映山红亚属及羊踯躅亚属的分布,并具有较大的

垂直分布幅;而藏东南的相应海拔缺失二者分布,且
马银花亚属中只有墨脱马银花(RhododendronmeＧ
doense)占据狭窄的垂直分布空间(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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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藏东南、川西杜鹃花亚属植物类群垂直分布图

Fig．１　SubgenusverticaldistributionofRhododendroninNEＧTibetandWＧSichuan

　　进一步研究两地排位前１０名的杜鹃花优势类

群(组或亚组)的垂直分布情况,其最大的区别在于

两地排位前１０名的优势类群中有６个不同的类群.
川西的排位中不见藏南的朱砂杜鹃亚组、黄花杜鹃

亚组、火红杜鹃亚组、大叶杜鹃亚组、漏斗杜鹃亚组

和蜜腺杜鹃亚组的类群,而且前３个亚组的成分为

川西所不分布;同样,藏东南的排位中不见麻花杜鹃

亚组、映山红组、银叶杜鹃亚组、云锦杜鹃亚组、三花

杜鹃亚组及弯果杜鹃亚组的踪影,而且前２个类群

西藏也无分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分异的

优势类群分别在川西与藏东南相应的海拔段形成近

缘类群的垂直空间替代关系,如原始的云锦杜鹃亚

组与大叶杜鹃亚组、麻花杜鹃亚组与漏斗杜鹃亚组、
三花杜鹃亚组与朱砂杜鹃亚组等(图２).

川西、藏东南杜鹃花属植物特有种的垂直分布

在海拔２０００~４０００m 为集中,其中藏东南的特有

种整体分布海拔较高,即藏东南与川西的特有种分

布重心分别趋向较高与较低海拔段,这与两地全属

及其种类垂直分布的特点一致(表５).尤其是在藏

东南,一些喜玛拉雅分布型或狭义横断山—喜玛拉

雅分布型中的特化种类,如草莓叶杜鹃(RhododenＧ

dronfragariflorum)、卷毛杜鹃(Rh．circinnatum)、
广口杜鹃(Rh．ludlowii)、察隅杜鹃(Rh．piercei),
其垂直分布区段通常可达海拔４０００m.

表５　川西、藏东南杜鹃花属特有种垂直分布比较表

Table５　ComparisonbetweenWＧSichuanandSEＧTibetinthe
verticaldistributionoftheendemicspeciesofRhododendron

海拔 Alt．(m)
藏东南SEＧTibet

No．ofsp． ％

川西 WＧSichuan

No．ofsp． ％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 ２．８６ １２ ２０．６９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２１ ３０．００ １６ ２７．５９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３５ ５０．００ ２９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２ １７．１４ ３ ５．１７
合计 Total ７０ ５８

　　上述亚属、组、亚组及特有种在川西与藏东南之

间的垂直分布重心相对高差通常在５００~１０００m
之间.

４　结论与讨论

川西与藏东南地区的杜鹃花属植物类群、数量

分布、地理分布型与垂直分布格局均存在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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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藏东南、川西杜鹃花优势类群(组或亚组)垂直分布图

Fig．２　DominancetaxonverticaldistributionofRhododendroninNEＧTibetandWＧSichuan

的差异.川西地区代表了青藏高原东部区域以较原

始、较高分类等级多、大类群多并与我国东部和狭义

横断山联系较广泛的区系特征,类群及其特有种的

垂直分布重心较低;而藏东南地区代表了青藏高原

南缘区域以较进化、较低分类等级多、小类群多、特
化强烈并主要与狭义横断山有较密切联系的区系特

征,类群及其特有种的垂直分布重心较高.有关类

群分布特征再一次印证了过往的研究结论(方瑞征

等,１９９５;庄平,２０１２).笔者认为,杜鹃花属植物区

系的起源、历史分布和现代分布格局的演变与形成,
与白垩纪晚期杜鹃花起源地的温润气候、第三纪渐

新世前后高原漫长的渐进抬升和第四纪高原的迅速

隆升及其多次冰川的进退等三个地质历史节点或历

史事件具有密切关联并相互对应.
种种迹象表明,晚白垩纪到早第三纪古北大陆

南缘的一些地方具有温暖潮润期(刘和林等,１９９０;
管中天,１９９０),这些地区可能为杜鹃花的起源提供

了良好外部环境;渐新世前后,青藏地区已抬升到

２０００m,但不足以彻底影响大气环流和大大阻碍杜

鹃花种类扩散交流的程度,事实上此时杜鹃花已在

研究区域及其周边乃至北半球的其它地区和太平洋

岛屿广泛迁移分布(闵天绿等,１９７９).古高原的渐

进抬升为植物分化和区系水平与垂直格局的演进,
特别是对一些原始和中等进化程度的杜鹃花类群分

布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外部动力;第四

纪后高原的迅速隆起(李文漪,１９９８),巨大的高原面

上原有的杜鹃花植物陆续消亡或迁移,高原面及其

东、南边缘的众多高山峡谷最终成为包括杜鹃花在

内的植物类群迁移的屏障,同时高原边缘巨大山体

与多次冰川进退又为这些被相对隔离的杜鹃花类群

在局地,尤其是南缘的藏东南区域向分类等级较低

的新类群演化提供了延展空间和外部压力(庄平,

２０１２),最终形成了青藏高原东缘与南缘这两个在类

群分布格局上有明显分异的杜鹃花分布区.
杜鹃花属植物的共同祖先在古北大陆南缘起源

后,可能在整个第三纪漫长的生物地史时期内,常绿

杜鹃亚属中的原始类群早已形成并占据了各自的陆

地水平空间及垂直空间.到第四纪随着青藏高原剧

烈的抬升,在南北走向的狭义横断山区域形成了一

条模糊的分界线,将云锦杜鹃亚组和大叶杜鹃亚组

的绝大部分种类分别分割在此线的东西两侧,前者

以川西为中心分化并向东部扩散,后者以滇藏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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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中心分化并向东喜玛拉雅扩散,而杯毛杜鹃亚

组则以滇西横断山为中心向藏东南和川西辐射,唯
有耳叶杜鹃亚组可能在更早时期完成了向华中及稍

南地区的迁移定居,成为远离其它原始类群分布区

个案(李光照,２００８;欧祖兰等,２００３),而且至今也未

能返回或抵达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区域.
同时在第三纪,一些分类等级较高的类群,如映

山红亚属、马银花亚属、羊踯躅亚属以及越桔杜鹃组

等类群中的最原始成分已分别完成了向我国东部乃

至北半球和太平洋岛屿的迁移扩散,并在相关区域

开始并逐渐完成了次生分化(丁炳杨,２００９;高连明,

２００２).第四纪后,由于青藏高原的迅速抬升所产生

的屏障效应,使映山红亚属和羊踯躅亚属的后裔无

法越过这道屏障进入西藏,而仅有马银花亚属中的

一种有幸越过滇西高黎贡山南段,在远离其中心分

布区的藏东南地区演化为墨脱马银花这个本亚属在

西藏的唯一代表(高连明,２００２).
藏东南地区的大拐弯以东与滇西北交接的地

带,通常被归属古北大陆南缘的组成部分,与横断山

南段和中南半岛的缅甸植物区系联系紧密(吴征镒,

１９９１);以西区域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以南属印度板

块.后一区域与杜鹃花的起源无涉,因此其现今的

杜鹃花区系只可能来源于古北大陆(闵天绿等,

１９７９).在西段现有的大叶杜鹃亚组和杯毛杜鹃亚

组的原始成分也是由东部相关类群迁移定居或特化

的后裔.而东喜玛拉雅地区众多的亚组级低级分类

单位的特有杜鹃花类群,则是在青藏高原隆升过程

中,尤其是在第四纪迅速隆升过程中,并在当地南、
北与西向都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下,历经多次冰川

洗礼,不断适应高海拔、高光照以及其它严酷气候条

件的新兴的分化和特化类群(庄平,２０１２).
与藏东南相比,青藏高原东部广义横断山所在

的川西地区以拥有众多的原始的云锦杜鹃亚组植物

种类而著名(胡文光,１９９０),同时银叶杜鹃亚组、麻
花杜鹃亚组和三花杜鹃亚组等中等进化的大类群也

十分丰富,但在生物地史演进过程中,无论是山体的

抬升和气候环境的分异幅度均稍逊于藏东南,因此

特有的低等级新兴分类单位的分化也远不如前者强

烈(庄平,２０１２),仅有与滇东共有川西杜鹃亚组稍显

特别.另外,川西地区与藏东南比较,沿盆边东北、
西南和当地近南北向的山系构造,植物的迁移更加

通达,进而利于与我国东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区域的

植物基因交流,杜鹃花区域性特有成分也相对较少.

从以上分析看出,藏东南尤其是大拐弯以西的

杜鹃花植物类群格局具有强烈的分化与进化性质;
川西地区的类群格局趋于原始和保守;二者之间的

狭义横断山区域则兼有上述两地的格局特征,在性

质上既具多种原始类群,又有当地特有的朱红大杜

鹃亚组及与藏东南共有的不少特化和进化类群.
就亚属、优势组与亚组和特有种的垂直分布而

言,两地最突出的区别在于:藏东南低海拔缺少亚属

级类群分布,与川西的优势亚组间明显地表现出近

缘类群的垂直替代现象,而且各类群与特有种分布

的海拔重心普遍偏高,其区域性特有种也更易在较

高的海拔区段发生.
依据以上比较与论述,可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

在青藏高原抬升的共同地史背景下,我国杜鹃花属

植物地理区系及其垂直分布特征具有由东至西的趋

异化过程和性质(庄平,２０１２).因此,似有可能沿着

这一方向,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喜玛拉雅这个现代

杜鹃花属植物分布中心(闵天绿,１９７９)内,勾勒出三

块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分异的核心分布区域,即:川
西—滇东北区、滇西北—滇西区、藏东南—藏南区.
而且实质上,这个分布中心已稍稍越过了中国—喜

玛拉雅森林植物亚区的东南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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