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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森林植物区系研究
份

李文政 裴盛基

(西南林学院
,

昆明 6 5 0 3 0 7 ) ( 申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摘要 云南森林植物 ( 系指木本植物 ) 主要起源于新生代
,

少数古 老种起源于古生代至中生

代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成分极为丰富而复杂
,

据研究已知森林植物 149 科 ( 威类植物 1科
.

裸子植

物 10 科
,

被子植物 1 38 科 )
,
8 40 属

,
5 2 7 1种

。

本文根据对云南森林植物 15 个分布区类型统计分析
,

证明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明显富于热带性同时兼有丰富的温带成分
.

热带属占总属数 72
.

12 万
`

温带属占

总属数 21
.

87 多
,

中国特有属在云南有 46 属
,

占云南总属数5
.

33 拓
。

中国特有属的三个分布中心
.

有两个分布中心在云南 〔即新特有属中心和古老特有属中心 )
。

本文还对云南森 林植物区系的地

理成分起源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成分复杂
、

丰富之成因 ; 云南森林植物开 发利用之前景进行了研

究和探讨
。

关键词 云南; 森林植物区系 : 分布区类型 ; 特有属 ; 区系起源 ; 开发利用

由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锰教授主编的 《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 记载了 2 29 科
,

2 1 3 6属
,

1 4 0 0 0

余种云南植物
,

全面阐明了云南种子植物各分类等级的数目和分布
,

为开发云南植物资源
,

研究植物区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科学依据
。

长期以来
,

对云南森林木本植物尚欠完整而系统的研究
,

准确地统计分析云南木本植物

的数据资料及其区系性质
、

起源
、

地史演变等相关因素
,

对云南森林资源开发利用和林业生

产建设
、

科研
、

教学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

1 9 8弓年至 1 9 8 9年笔者在组织 《 云南树木图志 》的编

写过程中
,

对云南森林植物区系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一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的组成

( 一 ) 科
、

属
、

种的统计

云南是我国森林植物区系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
,

据统计
:

云南森林植物就有 1 49 科
,

840

属
,

5 2 7 1种
,

8 03 变种
,

66 变型
,

26 个亚种 ( 不含栽培植物 )
。

占中国森林植物总科数 18 1科

的 8 2
.

3%
,

占中国森林植物总数种约 8 5 0 0种的 62 %
。

从表 1 可知
,

在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中
,

裸子植物 10 科
,

26 属
,

10 7种
,

25 变种和 1 变型
,

是全国裸子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
。

裸子植物的特征为真花结构
,

不形成子房和果实
,

胚珠裸

露
。

裸子植物起源于距今约三亿九千多万年古生代的泥盆纪
,

历经古生代的石炭纪
、

二叠纪
、

中生代的三叠纪
,

侏罗纪逐渐衰退
,

新生代的第三纪
、

第四纪
,

随地史气候多次重大变化而

演变更替
,

繁衍至今
,

大多数种类已基本灭绝
。

现存于我省境内者分布于云南广阔的高原面

和山地上
,

从气候温和的亚热带南部山地至气候寒冷北部高海拔的山地均有大面积分布
。

就

. 昊智秀
,

潘燕等同志参加野外调查
,

内业统计工作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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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分布而言
,

在海拔 1 0 0 0一 4 000 米山地
,

为其集

中分布区
。

总面积为 680 余万公顷
,

占云南有林地

面积的 74 % ,
木材蕃积量 6 亿立方米

,

占云南有林

地蓄积的 64 %
。

由此可见
,

裸子植物为云南经济用

材的主要来源
,

不仅能提供各种用材和大量林副产

品
,

同时对保持水土
,

调节气候
,

改善环境
,

维持

生物圈的动态平衡
,

均有重要的作用
。

从表 1 可知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中
,

被子植物

1 5 8科
,

5 1 5 8种
,

7 7 8变种
,

6 5变型
。

其 中双子叶植

物 1 3 3科
, 7 6 3属

,

4 9 0 3种
,

7 6 9变种
,

6 5变型
,
2 6平

种
。

单子叶植物 5 科
,

48 属
,

2 49 种
, 9 变种

。

从研

究化石资料得知在 白至纪中期被子植物突然在地球

上出现了大量的类型 ( 从原始的木兰 目到比较进化

表 1 云南森林植物科
、

属
、

种统计表

奋奋犷笠笠
科数数属数数 种以下类 型的数 目目

种种种种种数数 变种种变型型 亚利
】】

族族 类 植 物物 111 333 666666666

((( 秒 锣 科 )))))))))))))))

裸裸 子 植 物物 1 000 2 666 10 777 2 555 11111

被被被 双子叶植物物 1 3 333 7 6333 4 9 0999 7 6999 6 555 2 666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植植植 单子叶植物物 555 4 888 24 999 9999999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小小小 计计 1 3 888 8 1 111 5 15 888 77 888 6 55555

8884 000 5 2 7 111 8 0 333 6666 2 666

的杨柳 目和大戟 目等 )
。

而且 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整个陆地上并取代了原来占优势的裸子植

物
。

这一论点受到花粉粒和叶化石研究提供的证据的有 力支持
。

被子植物起源于热带半干旱

环境的观点认为其祖先可能是原始的种子蔗
。

( 二 ) 各科所含属橄的统计

在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中
,

含40 属以上的科仅有大戟科
,

有 46 属 162 种
,

其 属 数 占云南总

属数 5
.

5 %
。

30 属以 上钓科有 3 科
:

大戟科 ( 46 属
:
16 2种

,

下 同 )
,

夹竹桃科 ( 3 1 : 1 0 3 )
,

茜草科 ( 32
,

1 2 0 ) , 其属数占云南总属数的 1 2
.

9%
。

20 属以 上的 科有 7 科
,

其属数 占云南总属数的 24
.

8 %
。

’

10 属以上的科有 25 科
,

古 云南总科数的 16
.

8%
,

占云南总属数 55
.

6%
。

含 1 0种以下的科有 12 4科
,

占云南总科数的 83
.

2 %
,

其属数 占48
.

6%
。

( 三 ) 各科所含种教的统计

在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中
,

有 18 个科的种 数 在 1 00 以上
,

约占云南总种数的 54
.

8 %
。

其排

列顺序如下
:

石楠科 ( 1 0属 : 4 5 0种
,

下同 )
,

蔷 薇 科 ( 2 5
: 3 7 5 )

,

樟科 ( 1 6 : 1 8 4 )
,

蝶

形花科 ( 2 5 ` 1 8 1 )
,

大戟科 ( 4 6 : 1 6 2 )
,

禾本科 ( 2 5
, 1 5 8 )

,

壳斗科 ( 7 , 1 6 5 )
,

小桑科

( 2 : 1 3 1 )
,

卫矛科 ( 8 , 1 2 8 )
,

忍冬科 ( 7 : 1 2 8 )
,

茜草科 ( 3 2 , 1 2 0 )
,

五加科 ( 1 6
,

1 0。 )
,

芸香科 ( 1 8 : 1 0 7 )
,

茶科 ( 1 4 : 1 0 5 )
,

葡萄科 ( 8 , 1 0 4 )
,

夹竹桃科 ( 3 1 : 1 0 3 )
,

萝草科 ( 2 5 : 1 01 )
,

马鞭草科 ( 15
: 100 ) 等

,

从这些科的世界分布来说
,

既有主要分布于

温带和地中海区的
,

也有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的
。

80 种以上的科有 21 个科
,

约占云南总种数的 6 0
,

1%
。

60 种以上的科有29 科
; 5 0种 以上的

科有33 科
,
30 种以上的科有 52 科 , 20 种以上的科有 61 科 , 1。种以上的科有 86 科 , 含 1。种以下

的科有 63 科
。

( 四 ) 云南森林植脚区系与中 . 及世界植物区系的比较

云南森林植物含50 种以上的科在中国及世界森林植物区系的 比重
,

按科号顺序 ( 哈钦松

系统 ) 排 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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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与中国
、

世界区系的比较

云 南 区 系 世 界 区 系 占中国的多 占世界的多

科 名 (科 号 )
一赢一 }

,
:

,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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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属

’

种 _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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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科 ( 1 )

番荔枝科 ( 8 )

樟 科 ( 11 )

毛蔑科 ( 15 )

小葵科 ( i , )

茶 科 ( 1 05 )

野牡丹科 ( 220 )

梧桐科 ( 13 。 )

大戟科 ( 13 6 )

蔷薇科 ( 14 3 )

苏木科 ( 146 )

蝶形花科 ( 148 )

杨柳科 ( 15 1 )

壳斗科 ( 16 3 )

桑 科 ( 16 7 )

冬青科 ( 17 1 )

卫矛科 ( 17 3 )
`
鼠李科 ( 190 )

菊萄科 ( 1 93 )

芸香科 ( 19 4 )

械树科 ( 200 )

五加科 ( 21 2 )

石楠科 ( 21 5 )

越桔科 ( 2 1 6 )

紫金牛科 ( 225 )
. 灰木科 ( 2 2 5 )

木挥科 ( 2 2 9 )

夹竹桃科 ( 23 0 )

箩蔗科 ( 23 1 )

茜草科 ( 2 3 2 )

忍冬科 ( 2 5 3 )

马鞭草科 ( 2 63 )

拔莫科 ( 29 瓜)

竹亚科 ( 3 3 2 )

9 : 6 5

1 6
: 7 3

1 6 : 1 84

2 : 5 3

2 : 1 3 1

1 4 . 1 05

1 3 : 6 6

1 3 : 5 2

4 6 名 1 6 2

2 5 : 3 7 5

1 1 : 5 1

2 5
: 1 8 1

2 :
6 7

7 * 1 6 5

9 t 9 7

1 : 8 0

8 . 1 2 8

1 2 : 9 2

8 ` 1 0 4

1 8
*
10 7

2 :
5 6

1 6
: 1 0 9

1 0 : 4 5 0

2 : 6 2

5 盆
76

l
:
4 5 7

9 , 9 3

3 1
t 1 0 3

2 5 r 1 0 1

3 2 : 1 2 0

7 : 1 28

1 5 : 1 0 0

2 .
50

2 4
: 1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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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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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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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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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1。。 }

2 4 : 1 0 3

20
: 4 0 0

4 0 :
73 6

1 1 : 2 8 0

1 4 : 3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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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8 2

6 6 : 3 6 4

4 7 : 8 5 4

2 2 : 1 1 0

1 1 8 : 1 0 9 7

3 : 2 2 6

7 : 3 2 9

1 1 : 1 6 5

1 : 1 1 8

1 2 : 1 8 3

1 5 : 1 3 5

8 1 1 2 6

2 8
: 1 5 4

2 一 1 5 2

2 3 : 1 6 0

1 4 : 7 1 8

4
:
69

6 : 1 2 8

1 : 8 0

1 2 . 1 7 6

毛6 嗯 1 5 7

4 5 : 2 4 5

7 2 : 4 5 0

1 5 : 2 0 7

2 0 : 1 7 4

2 : 6 6

4 0
: 4 00

1 5
: 2 5 0

1 20
:
2 10 0

4 5
:
25 00

5 0
:
1 9 00

1 4 :
60 0

3 0
:
5 00

2 4 0
,
3 0 0 0

6 8 : 1 1 00

3 0 0
: 8 0 00

1 2 4 : 3 30 0

1 5 6
:
2 2 0 0

4 8 0
: 1 2 0 0 0

3 : 5 4 0

8 : 9 00

5 3 : 1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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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8 5 0

5 8
:
90 0

1 2 ,
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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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20 0

8 0
, 9 0 0

5 0 : 1 3 00

2 2 .
40 0

3 5 : 1 0 00

1 ,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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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
t
2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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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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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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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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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

6 4
。
2 9

1 00

6 9
。

5 7

7 1
。
4 3

5 0

83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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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3 9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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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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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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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在中国植物区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在世界森林植

物区系中的地位也显而易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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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分析

( 一 ) 分布区系类组统计
“

根据对云南森林植物8 40 属的分布进行 分析
,

共划分 14 个分布区类型 ( 表 3
、

4
、

5 )
。

从属的分布区类型看
,

云南的森林植物区系明显富于热带性质
,

同时兼具丰富的温带成分
。

各类热带成分共约 600 属
,

占云南总属数 ( 不包括世界分布属
,

下同 ) 72
.

12 %
。

一

云南各类温

带成分共 18 2属
,

占云南总属数 2 1
.

87 写
,

这几乎包括了世界温带分布的所有木本植物属
,

如

械属 ( A c e r )
,

桦木属 ( B e t u l a )
,

鹅 耳 杨 属 ( C a r p i ” u s )
,

胡 桃 属 ( J “ g la n s )
,

栋属

( Q u e r c “ s )
,

杜鹃属 ( R h o do de
n d r o ” )

,

冷 杉 属 ( A b i e s )
,

云 杉 属 ( P `c e a )
,

和 松属

( 尸in
“ s ) 等等

。

地中海区
,

西亚至中亚分布成分
,

共 4 属
,

占云南总属数的 0
.

48 %
。

此外
,

中国特有属 云南有 46 属
,

占云南总属数 5
.

53 %
,

这些属有的为云南特有
,

有的为本区与其它

省区所共有
。

从分布区类型可知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与世界森林植物区系呈现出不同层次的

联系
: 热带亚洲 ( 印度一马来西亚 ) 分布 2 87 属

,

占言云 :南 总属数的 34
.

50 % ( 不包括世界分

布属 ) ,
热带分布 12 6属

,

占云南总属数的 1 5
.

14 % , 其联系最为密切
。

温带成分中
:

北温带

分布 55 属
,

占云南总属数的 6
.

61 % , 东亚和北美洲际间断分布 41 属
,

占云南总属数的 4
.

93 % ;

联系较密切
,

而与地中海区
,

西亚至中亚分布
,

温带亚洲分布联系较少
。

与中亚几乎没有联

系
。

( 二 ) 地理成分的分析及起源探讨
1

.

世界广布成分

云南有 8 属
,

如悬钩子属 R o b “ s ,

槐属 5 o P h o r a ,

鼠李属 R h a m n u s ,

茄属 S o l a
n 呀m等

。

云南森林植物中的世界广布成 分以温带起源的喜湿植物为主
。

在云南森林植物区系的地

理成分中属数较少
,

在地理成分中不 占重要的地位
。

2
.

泛热带成分

云南森林植物中的泛热带成分有 1 26 属
,

占云南总属数 1 5
.

14 %
。

大多数为泛热带科
,

常为

常绿乔灌木和藤本
。

如蝶形花科的黄檀属 刀al ber ig a ,

苏木科的苏木属 ca se al iP 耐 a ,

大 风子

科的天料木属 H
o

atn il u阴
,

樟料的厚壳桂属 C r y tP oc ar y a
,

梧 桐科的苹婆属 S t盯 cu il 切
,

五

加科的鹅掌柴属 S o he f lj er
a 等为热带

,

亚热带森林中上层的优势森林植物
。

冬青属 !I e x盗

羊蹄甲属 B a “ h`n亩a
,

乌柏属 S a P京u m
,

榕属 F i c u s ,

柿属 D `o s P 少r o s ,

牡荆属 V i t e x 等的个别

种则可分布到温带地区
。

这一状况反映出温带区系和热带区系的联系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中的泛热带成分
,

主要起源于古南大陆
。

其分布中心均在云南南部和

东南部的热带森林中
。

3
.

热带美洲与热带亚洲间断分布

云南森林植物属于这一类的有 22 属
,
占云南总属数的 2

.

64 %
,

为云南热带 ,
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主要分布于云南南部
,

东南部和西南部
。

;如樟科的赛楠属 N ot ha
-

P h o e 6 e
,

无患子科的无 患子属 S a川
n d us

,

杜英科的猴欢喜属 S l o a加 a
,

省沽油科的山香圆

属 T “ r P in 沁
,

水东哥科的水东哥属 S ou , a u aj 等
。

地史研究资料表明
,

热带美洲或南美洲
,

原位于古南大陆西部
。

最早于侏罗纪末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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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去南森林植物属的分布 (按类型及变型统计 )

分 布 区 类 型 属 数

卜

占总属数拓
(云南 )

1世界分布

2泛热带分布

Z a热带亚洲
,

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Z b 热带亚洲
.

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4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4 a 热带亚洲
·

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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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 华南
·

西南至印度和热带非洲间断分布

6 b 热带亚洲和东非间断分布

7 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

了 a 爪哇
·

喜马拉雅和华南
,

西南星散分市
了b 热带印度至华南 ( 特别是云南 ) 分布

了 c 缅旬
.

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了d 越南 ( 或中南半岛 ) 至华南 ( 或西南 ) 分布

8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s a 环北极分布

s b 北极— 高山分布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及其变型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1a0 地中海
·

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10 b 地中海和喜马拉稚间断分布

11 温带亚洲分布

12 地中海
·

西亚至中亚分布

12 c 地中海至温带
·

热带亚洲
·

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14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15 中国特有分布

合 计

8

1 0 2

l 9

5

2 2

_

5 8

6

5 4

4 4

2

1

1 9 7

1 2

1 8

l 7

4 3

连8

2

5

4 1

7

6

1

3

2

2

6 9

4 6

8 4 0

1 2
。

1 4

丹Onó,自11,é八0几bQU
.

…
j自nù9ú

0
_

7 1

6
.

4 3

5
_

2 4

咨住今山0白心土

0
。

2 3
_

六j尸汤,自J任月1八U

:
ù

5
_

1 2

5
_

7 1

啧月ǎ日é八UÒ八hOU

…
0 8 3

0
.

7 1

?曰óbJ任任月八竹OC1二,J勺山Q山勺自浦,

……
nù八U八U

nù只é已」

1 0 0

开始分裂
,

至 白坐纪末期则和非洲开始分离
,

两地区植物区系的联系
,

表明在第三纪以前它

们的植物区系曾有共同的渊源
。

.4 旧世界热带成分
、

云南属于这一分布区类型的有 64 属
,

占云南总属数的 7
.

70 %
,

本分布区类型多集中分布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表明本区系成分县有更泽的热带性质和富于古老的成分
。

如蒲桃 (S y : y -

g i u协
,

桃金娘科 )
,

山袖子 ( O P i l`a
,

山袖子科 )
,

肉 豆落 ( M 夕
r i s一i c a

,

肉豆惑 科 )
,

金刀木 ( B a , r i n g t o n i a
,

玉蕊科 )
,

露兜树 ( P a n d a n
u s ,

露兜树科 )
,

血桐 ( 对。 e a r a n夕 a
,

大戟科 )
,

棣 ( M el ia
,

棣科 ) 等属
,

都是热带
、

亚热带森林的重要组成部份
。

旧世界热带成分起源于古南大陆
, 。

它们的分布中今大多在印度一马来西亚
,

澳大利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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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礴 云南森林植物属的分布 (按包括变型在内的类型 )

分 布 区 类 型
云南
属数

占云南总属数
耳 (不包括世
界分布属 )

15
.

1 4

滩刀 950135689367456696342日 .. ....

……

00
ù Xà

5

邓 2264
r

54打
,

87肠41143469拐

非洲东部
。

该分布类型多分布于云

南南部
、
东南部和西南部

。
一

并 与印

度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前期曾有特

殊联系
。

5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 洲 成

分

云南属于这一区系成分的有 54

属
,

占 云 南 总 属 数 的 6
.

49 %
。

如肉豆落科的 风吹楠属H Or sf fel
-

d ia
,

山龙眼科的山龙眼属 H el ` -

c i a e i a
,

漆树科的 肉托果 属 S
e m e -

心 a r P u S ,

及五娅果属 D i lle n 宫a
,

杜

英属 E al e o c a r p u s ,

山木患属 H
a r -

P时 il a ,

和棕桐科的槟榔 属 A r e -

心 a
,

鱼尾葵属 ca
r y ot a

,

蒲 葵 属

L `时 tS 。加等都是热带属
。

上 述 分

布说 明云南和大洋洲在地史时期也

有过某种联系
,

这可从本类型的间

断分布变型梁 王 茶属 (N 亩 h
o P `

加 x
,

五 加科 ) 的分布得到有 力 的

证明
。

本属 在 云 南 有 2 种
,

1 变

种
,

大西洋产 n 种
。

属于这一成分

的森林植物主要起源于古南大陆
。

6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成 分

云南属于这一 分布区类型有 47

3

4

5

6

7

8

9

1 0

1 1

l 2

1 4

l 5

世界分布

泛热带分布属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旧世界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热带亚洲 ( 印度一马来西亚
_

) 分布

北温带分布

东亚和北美洲际间断分布

旧世界温带分布

温带亚洲分布

地中海区
.

西亚至中亚分布

东亚分布

中国特有

总 计

荆ù 8008244640
.卫`州一口O

月
100

表 5

分 布

云南森林植物属的分布 ( 按大类 )

区 类 型
占云南总属数
多 〔不包括世
界分布属 )

7 2
。

1 2

2 1
。

8 7

0
。

4 8

5
.

5 3

1 0 0

.

.

!l
leel

!!J世界分布

热带分布

温带分布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中国特有

总

属
,

占总属数 5
.

“ %
。

其 中木棉科 的木棉 ( B 。 二 ab 戈 )
,

漆树科的 厚皮树 ( L 。朋ea )
,

藤黄

科的藤黄 ( G a r c i n f a )
,

茜草科的帽柱木 ( M i t r a 夕夕 n e )
,

使君子科的榆缘木 (月n o 夕e i S S u S
)

等属常为本区热带雨林和季雨林的优势树种或常见组成部分
。

木棉则出现于本区 干 旱 河 谷

区
。

此分布类型亦起源于古南大陆
。

但因非洲古陆历来与地中海毗连
,

所 以有不 少属和古地

中海区系发生一定的联系
。 -

三叶漆属 eT
r川讯 t ih a 70 种

,

间断分布于热带非洲
、

非 洲 南部
,

缅旬和云南元江干热河

谷地区的三叶漆 ( eT
, m f n t h i a P a , i e u la t a )

,

虾子花属 ( 牙。
记和

r d i a ) 共 2 种
,

一种分布

于东非埃塞俄比亚
,

另一种则分布于马达 加斯加
,

印度
,

斯里兰卡
,

云南元江
,

红河
,

开远

等干热河谷区
,

以及苏门答腊租帝汉岛
。

以上两属间断分布的状况为本分布类型古 南大陆起

源的极好例证
。 ,

7
.

热带亚洲 ( 印度一马来西亚 ) 成分

云南属于这类分布类型的有28 7属
,

占总属数的 3 4
.

5%
。

为云南 省 森林植物区系最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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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
,

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

限于热带东南亚分布的龙脑香科 ( D IP l er o c ar p o o e ae ) 是亚洲赤道雨林的特征植物
。

坡

垒 ( H o P ae )
,

青梅 ( 犷a 才̀ e a )
,

龙脑香 ( D `P亡。 r o e a r P ” u
)

,

婆罗双 ( S h o r e a ) 等属为亚洲

热带雨林或季雨林的建群植物
,

云南动腊县发现的望天树 ( aP
r a s h o r ae is , en is s ) 及 其 变

种擎天树 ( 啊
r

.

k二“ 娜 : i en
: is ) 〔河口发现 〕为云南热带森林中的最高树种 (高达 70 米 )

,

也是东南亚有名的经济用材
。

还有棣科割舌树 ( 不犷“ 15 “ ar )
、

崖 摩 ( 且价oo ar )
,

肉 豆葱科

的红光树 ( K , e川 a )
,

漆 树 科 的 人面子 ( D
r a c o , t o me l o

n ) ; 忙果 ( M a n g i ej
r a )

,

番

荔枝科的哥纳香 ( G o n f o t h a la 切 u s )
,

藤黄科的黄牛木 ( C r a t o ` 夕 l o n )
、

四 数 木科的四数木

( eT 宕r a m e le s )
,

茜草科的团花 ( A n 才h o c e P ha l
u S )

,

以 及 隐翼 ( C r 夕P t e r o n i a )
,

桑科 的

波罗密 ( A rt 口 ca r P够 ) 等属
,

均为云南热带森林的主要组成成分
。

这一分布类型的植物区系主要起源于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 ( 劳亚古陆 ) 的南部
,

这一地

区显著集中了上述许多古老或原始科属的代表类型
。

8
.

北温带成分

这一成分在云南有 5 5属
,

占总属数的 6
.

61 %
。

如杨柳科的杨 ( 尸
。 p o

l
“ : )

、

柳 ( S
“
l`劝

,

械树科的械 ( A ce
,
)

,

桦木科的恺 ( A I洲 “ )
,

棒科 的 鹅 耳 杨 ( ca
r川 nu : )

,

壳斗科的栗

( C a s t a , e a )
、

水青冈 ( F a g “ s
)

、

栋 ( Q“ e r C u S )
,

胡桃科的 胡桃 ( J u夕 la n s )
,

以及桑科
-

的桑 ( M o r o S
)

,

蔷薇科的花揪 ( S o r b “ s
)

,

柏科的刺柏 ( J
o n `P e r u s )

、

柏 ( C
u p r e s s u s )

、

圆柏 ( S a b sn a )
,

松科的冷杉 ( A b i e “ )
、

云杉 ( P `C e a )
、

松 ( P `。 。 s )
、

落叶松 ( L a r i , )等

属是温带及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的主要成分
。

横跨欧洲
、

亚洲
、

北美洲的温带植物区系起源于古北大陆 ( 劳亚大陆 )
,

已有众多的化石

资料加以证明
。

但在漫长的地球表面历史变化中
,

古北大陆有无移位
,

或随着北移的位移和

地轴的转动
,

随着地球表面气候带的逐渐分化和变迁
,

特别是第四纪几次冰期
,

间冰期的交

替
,

而改变了古北大陆区系成分的面貌等
,

仍然是 长期争论的问题
,

至今尚无一致见解
。

9
.

东亚一北美成分

云南属于这一分布类型的有 41 属
,

占总属数的 4
.

93 %
。

如木兰科的鹅掌揪属 iL ir 。
由 dn 卜

。 ,
,

只有两种
,

一种叫鹅掌揪 .L
“ h`ne ns is

,

分布我国长江流域以南
。

云南东南部有分布
,

新近在云南元阳发现
。

另一种叫北美鹅掌揪 L
.

切 II iP 介 ar
,

分布于北美东南部
,

实为典型之

例证
。

其它如木兰属 材。 g no l ia
,

金缕梅 属 H a 济a
me il s ,

枫香属 L i卯`da m bar
,

皂芙属 ` le
-

id t , ` a
,

胡枝子属 L es P e d e邪
,

石楠属 P h。 才i耐 a 等均构成东亚和北美森林植物区系的共同特

征
。

这一分布类型属表明了东亚和北美洲植物区系的 密切关系
,

以及该分布区类型与热带和

古南大陆的联系
,

但是这些属的近代分布 中心往往偏于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
,

而大多数集中

于东亚
。

东亚一北美成分主 要 是 东 亚和东南亚第三纪以前 的 古 热 带 ( 尤其是热带山地 ) 起源

的
。

1 0
.

旧世界温带成分

云南这一 分布类型有 41 属
,

占总属数 1
.

68 %
。

旧大陆温带成分的起源
,

一方面大多数属

和地中海区及中亚分布钓属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和发生背景
,

即在古地中海沿岸地区起源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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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古地中海面积逐步缩小
,

亚洲广大中心地区逐渐旱化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
。

另一方面有

些分布偏北和偏高
,

而呈标准欧亚温带分布式的属
,

则和整个北温带广布的属一样
,

是在古北

大陆更北部分
,

在第三纪以前处于温带
,

亚热带地段上发生和发展的
,

而且在种系发生上具

有第三纪古热带起源的背景
。

从其分布看
,

它们从古地中海沿岸发生并和古南大陆的植物区

系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 -

n
.

温带亚洲的成分

这一分布类型的属不多
,

仅有 3 属
,

占总属数的 0
.

36 %
,

如杭子梢属 aC o p川 ot or P i s,

锦鸡儿属 ca ar ga ar
,

杏属 尸 r u o u s 等落叶乔
、

灌木
。

这一分布类型是古北大陆起源的
。

但发展历史 并不古老
,

很可能随着亚洲特别是其中部

温带气候的逐渐旱化
,

一些北温带或世界广布大属继续进化和分化的结果
,

而有些在年青的

云贵高原上得到发展
。

1 2
.

地中海
,

西亚至中亚成分

这一分布类型云南有 4 属
,

为总属数的 0
.

48 %
。

如石榴科的石榴属 尸洲 i ca
,

枉柳科的桂

柳属 aT tn a r i劣等
。

这一成分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是比较明显的
,

并与古南大陆有密切的联系
。

1 3
.

东亚戏分

这一成分中云南有69 属
,

占总 属 数 5
.

53 %
。

具 有 东 亚 成 分的 特 征 科 如
: 连香树科

C e r c i id p h y l lac e ae
,

领春木科 E n p t o l e a c e a e ,

水青树科 T e七r a o e n t

~
等

,

它们都是第三

纪的孑遗植物
。

在裸子植物 中
,

这一成分集中了 5 科 6 属
,

即银 杏 科银杏属 G扭 g ko
,

三尖

杉科的粗框属 eC P hal ol a x us
,

柏科的侧柏属 尸aI t y cl a d “ s ,

松科的 油杉 属 瓦 e 份 le er 沁
,

杉科

的柳杉属 C r y川 。 仇er 沁 以及台湾杉属 aT `切an ia 等
,

它们的历史就更古老了
。

东亚成分是东亚和东南亚第三纪古热带起源
。

不少科属证明我国西南和南部 ( 包括云南

亚热带 ) 至东南亚的北部为东亚成分的发源地
。

14
.

中国特有成分

本成分是指中国特有
,

而又分布于云南的属
。

云南这一分布区类型有 46 属
,

占总属数的

5
.

5%
。

这其中还有一部分属为云南所特有的
,

其余的属是云南与其近邻省区所共有
。

云南是我国特有单型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

其 中约有一半为云南特有
,

并大多数分布于云

南的东南部或西北部
。

在一些东亚一北美分布科中
,

如 杉 科 的 水 松 ( ` yI 川os , or b。 :
) 及

腊梅科的腊梅 ( C ih 阴 on an t h“ “
)

,

蓝果树 科 的 喜 树 ( aC 川 tP
“ 才h e ca )

、

及木通科的患果藤

( S i n o
f
r a n e h e t ea ) 等属

,

都是古老的残遗成分
。

就中国特有属分布中心来说
,

全国有三个
,

即鄂西川东
,

桂西滇东南
,

川西滇西北
。

前

二个中心是古老特有属 中心
,

而后一个中心是新特有属中心
。

特有成分的 起源是颇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

国产古老木本属主要集 中于我国北纬 20
。

一 4 0
“

之 间
,

因此
,

它们无疑是起源于古北大陆南部
,

远在第三纪以前即已形成和分化
。

但云南特

有成分和古地中海沿岸或古南大陆也有一定的关系
。

王荷生指出
:

我国特有属可分化为西南
,

华南
,

华中
,

华 东
,

华北一东 北和 西 北六个

地理组
。 ,

甚中以西南各省
,

尤以云南
,

四川最多
,

是中国特有属的分布和分化中心 ` 也可能

是其中一些属种的发源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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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成分复杂
、

丰富之成因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睡
,

位于北纬 2 1
0

9 户一 2 9 “ 1 5,
,

东 经 97
“

30
尹
一 10 6

.

之 间
。

东西距

88 5公里
,

南北相距91 0公里
。

南部和西部与东南亚诸国接壤
,

印
、

缅
、

泰
、

越等地区热带植

物成分向北延伸
,

顺山脉和河谷 向云南伸入
。

北西部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相接
,

喜 马拉雅植物区系和属于冈瓦纳古陆而向北漂移的

印度板块所携带的古南大陆植物区系由高向低传入云南
。

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的怒江
,

澜沧江和金沙江上游 由北 向南的独特流向
,

形成了云南独

特的横断山脉
。

这些年青的横断山咏具有孕育独特而丰富的植物区系摇篮
,

因而产生了许多

新分类群
。

东部与华中
,

华南森林植物区系交错过渡
,

故有众多的华中
,

华南植物区系
。

北部与秦岭以南的四川连接
,

故有峨眉
,

秦岭
,

西北植物区系的传入
。

云南正处于南北古大陆接触
、

交汇和分界地带
,

增加了云南植物区系的复杂性
。

地史上云南大部分地区来受山地冰川的直接侵袭
,

特别是滇东南
、

滇南和滇西南的山地

不但是古老植物的避难所
,

而且在近代演变的复杂生境中
,

出现了系列演化和繁衍
,

致使云

南森林植物区系丰富无比
。

云南地处多山地带
,

从东南部的南溪河与红河汇合处海拔只有 76
.

4米的河口到滇西北德

钦海拨高达 6 7 4 0米的梅里雪山卡格博峰
,

境内垂直海拔高差变化特大
。

我国所具有的寒带
,

寒

温带
,

中温带
,

暖温带
,

北亚热带
,

中亚热带
,

南亚热带
,

边缘热带
,

中热带等气候带云南

几乎均有
,

这样云南除具有独特的森林植 物 区 系 外
,

还有与华东
,

华南
,

华北
,

西北
,

东

北
,

西南等地相同的种类
,

甚至还拥有远至 日本
,

朝鲜
,

苏联
,

地中海
,

美洲
,

非洲
,

大洋

洲等地 区的种类或相似的种类
。

故其区系成分复杂 、 丰富
。

此外
,

近代由于人们借助于发达的交通
,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从各方带来外来的植物
,

也

增加了云南植物的复杂性
。

比如飞机草 ( E u P a t o r i : 巾 o
do

r a f u 。 ) 和紫茎 洋 兰 ( E
· a

de
” o -

P ho ur m )
,

解放后从缅甸传入云南边境
,

传播的速度十分惊人
,

现 今 已 传 到 昆 明 北部地

区
。

四
、

云南森林植物开发利用之前景

云南森林植物有 149 科
,

8 40 属
, 52 7 1种

,

占全国森林植物科属的 83
.

3 %
,

占全国种数的

6 5
.

5%
。

种类丰富
,

地理成分复杂
,

居全国之冠
。

云南森林植物区系不仅在中国区系
,

而且

在世界区系中也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数量之丰
,

名列全国第一
。

从大的方面来讲
,

云南森林植物资源可分为栽培和野生两大类
。

栽培植物是指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个方面人工种植 的植物
,

野生植物是指人类采集利用的野生原料植物
。

全世界高

等植物23 万多种 ( 中国 2 7 0 0 0余种 )
,

人类栽培的总共不过才 2 2 9 7种 ( 不包括观赏植物 )
,

常

见栽培的仅 100 余种
。

可见
,

我们应当把植物资源研究的重点放在野生植物资源 的 发掘与利

用上
,

特别是现代工业和药用植物原料的发掘
。

从开发到利用前景来看
,

云南森林植物资源

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



广 西 植 物 1 1卷

1
。

*用森林植 .漪娜
.

-

淀粉搪料 (栗属
,

栋属
,

石冻属
,

山龙 眼 属 ) , 蛋 白 质 ( 蝶形花科
,

苏木科
,

高山栋

等 ) , 油脂 ( 蝴蝶果
, ,

野生油茶
,

油 朴
,

蒜头果
,

红果树等 ) , 维生素 ( 称猴桃
,

余甘子
,

刺梨
,

山植
,

海棠等 )
, 饮料 ( 柠檬

,

金银花茶
,

菊花茶
,

茶等 ) , 食 用 香料 ( 花 椒
,

八

角
,

木姜子
,

苏方木等 )
。

植物性饲料
,

饵料 ( 豆科植物枝叶及荚果
,

构树叶
,

肥牛木等 )
:

密源植物 ( 鼠李科
,

蔷薇科
,

蝶形花科
,

苏木科等 )
。

2
.

药用森林植物资派

中药 ( 杜仲
,

厚朴等 ) , 化学药品原料植物 (萝芙木
,

三尖杉
,

喜树
,

黄花荚竹桃等 ) ;

兽用药
:

植物性农药 ( 如冲天子
,

鱼藤
,

枫杨等 )
。 性

, -

3
.

工业用森林植物资谏

木材资源 ( 松
,

杉
,

柏类
,

云南石梓
,

团花
,

八宝树
,

毛麻谏
,

番龙眼
,

白格
,

黑格等 ) ;

纤维资源 ( 牛角瓜
,

大叶木模
,

榔皮
,

攀枝花
,

爪哇木棉等 ) , 揉料资源 ( 橡碗
,

黑荆树
,

余

甘子等 ) , 芳香油 资源 ( 山苍子油
,

黄樟油
,

依兰香
,

茉莉
,

含笑属等 ) ; 植物胶 资源 ( 三

叶橡胶
,

印度橡胶
,

贝壳杉等 ) ,
工业用油脂资源 ( 油桐

,

乌柏
,

漆树
,

小红果
,

膏桐
,

粗

糠栗
,

霍霍 巴
,

风吹楠属等 ) 多 经济昆虫寄主树 ( 三叶豆
,

牛肋 巴
,

秧青
,

泡火绳
,

雨树

等 )
, 工业用植物性染料 ( 如桑 色素

,

苏木精
,

红木等 )
。

4
。

保护和改造环境森林植物资源

防风固沙森林植物 ( 木麻黄
,

按树
,

白杨
,

径柳等 ) , 改良环境植物 ( 银合欢
,

金合欢
,

油棣
,

雨树
,

印度黄檀等 )
, 固氮增肥

,

改 良土壤植物 ( 豆科
,

马桑科
,

旱冬瓜等 )
,
绿化美

化园林植物 ( 杜鹃
,

山茶
,

木兰
,

琪桐
,

水杉
,

鹅掌揪
,

樱花
,

海棠
,

台湾杉
,

棕搁科等 ) ;

环境监测相抗污染植物等
。

5
。

森林植物种质资源

按照遗传学的 观点
,

每一个植物种都具有自己的遗传特性
,

不同的遗传特性均应视为不

同的种质
。

森林植物种质资源主要指有用植物的种质资源
。

据统计
,

全世界有 2 0 0 0 0多种高等植物处于临危状态
。

热带森林每破坏 1 0 0 0 0亩
,

就有一

种植物灭绝
,

一种植物濒危
; 收藏

,

研究这些种质资源
,

在国际上已引起普遍重视
。

如云南

的野生茶
,

野生忙果
,

野生荔枝等种质资源都是值得收藏和保护的
。

中央领导同志来云南考察时
, ; 多次指出 : 云南要搞多种经营

,

在进行多种经营时
,

要发

挥云南森林植物资源丰富的优势
。

其开发利用途径为
:

( 1 ) 要注意发挥森林植物资源的多样性

( 2 ) 要注意利用强度 ( 不能
“
竭泽而渔

” , “ 杀鸡取卵 ” )

( 3 ) 要注意植物功能的特殊性

( 4 ) 要注意对森林植物资源进行综合性利用

( 6 ) 建立集约经营和永续利用的森林植物生态体系
·

’

( 6 ) 利用和保护相结合
一

( 丫 ) 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开发利用

只要我们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
,

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
,

发挥科技力量
,

增加经济投入
,

森林资源植物的生产力也必将大大提高
,

开发利用前景绚丽
。 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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