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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8·}毛 
摘 要 广泉植物区泵与广西中部、东南部及福逸西南部、中部及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的植物区系 

美系最为密切．它们共同组成了华南省．属束亚植物区。华夏植物界．停统的 北极 起 塬理论或 

热带起源理论为依据．将中国植物玉系特副是广东亚热带植物区系．分割成泛北极植 物 界和古热 

带植物界是不符台客观实际的．亚洲热带至亚热带无论在植物区系组成上还是在森林群 落的结构 

上都是一整体．它们是华夏起源的．华南省植物医系可选7500种。中国特有属选86属．地 区持有 

属约15属．如猪血术、四药门花、圆耔荷，辛木、虎颜花、梅兰、四数 苣苔、报 舂 苣苔、拟 丸 

节、小花苣苔．圆唇苣苔等属．华南省又可分为三个亚省：粤西南一桂东南亚省．粤东南一阐西南 

亚省，粤北一间西北亚省．三十亚省在地质史上．气候区上．植物区系组成上都有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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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10NALIZAT10N OF FLORA FROM GUANGDONG 

AND JTS NEIGHB0URING REG10NS 

Lifo W onbo and Ohang I~ungta 

(Ee)artment。 Biology，Zhoagsha~ University，Gumagzhoa 510275 

Zhong Mingjin 
(17epartmat of AgricultureJ 2hongkai Agrotechnlca[Co[1ege·Gaangzho u 510225) 

Al~straet Gna ngdong flora is cksely related to the {lora in central Guangxi． SE 

Gnangxi．SW and central Fni_培n，S Hnnan and S Jiangxi．and which constitute the 

south China province b~longing ￡0 the Eas Asia Region． Traditionally based on 

Arctic Originating Theory or Tropic 0 rigitinting ~[hec ry．the flora of China ．espec— 

ially the flora Gna ogdo ng．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f The Panarctic Kingdom and 

The Architropic Kingdom but it is unacceptable． Asia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na is an unity hoth in the floristic COYI]position and the forest com munity origin． 

They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Cathaysian flora，and should be treated a8 a Cathaysian 

Kingdo m (3 reg ns：East Asia．Malaysia．1ado--Himalaya)． The endemic genera of 

the South China Province is as follows：Enryodendron．Apterosperma．Sinia，Tetrathyrium． 

Dunnla．Tslangia，M etasa~a， Sinorchis． Bournea． Chiritopsis．Gyrocheiios． Didym— 

ostlgma．Prim ulina．Dayaoshauia．Tigrioides．etc． The fIota of south China  province 

may be divided into 3 subprov,nces：Sw Guangdong SE--Gna ngxi，SE Guagdong SW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幕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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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an，N Guangdong—NW Fujian． Meanwhite 

standards of province ane subprovinces． 

Key word s Flora； xegionalization： south China 

province 

关于广东省的植被 区划已有较 

详细的论述 (周远瑞1 952 侯宽昭 

1955}徐祥浩1981 l陈树培等1989)， 

而关于植物区系区划却少有论述， 

早期仅见予张宏达 (1962)钓 论 著 

中。而且这些植被和区系的区划资 

料还包括海南省在内 。 

近年来，随着中国植物区系和 

广东及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研究资料 

的不断增加和积累，以及与植物区 

系区划密切相关的如古气候、古地 

理，古地质等 自然地理资料的 日益 

丰富，大大增加了进行植物区系分 

区的 可能性和准确性。因此本文试 

图在区系分析 (廖文波1992)的基 

础上对广东植物区系的区划进行探 

讨。 

1 气候带在华南植物区系区划 

中的意义 ’ 

authors also di $CUSS the concepts or 

provivc~； ub}r0vi ce： Gua~gdong 

Guangdong flora 

划慎愕(1985)在谈列华南植物区系的区划时曾经指出： “(云南植物区系与)华南植物区 

系的争论在于，华南是属于热带还是亚热带?”。特别是关于两广南亚热带的争论在六十年 

代及八十年代都有众多的论文，同时也促进了各方面深入的研究。事实上以华南植物区系发 

展的过程及亚洲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和植被境一发展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理解争论的实质并无 

根本的分歧。 

从六十年代以来，南亚热带曾被称为 “准热带” (任美锷1 961)、 “半热带” (侯学煜 

1980)、或 “北热带 (林英1964)等等。主张热带的学者多遵循世界热带韵普遍定义，即 

北回归线附近，回归线与热带本就为同一词根 “tropic” 当然也含有热量与降水指标，关于 

这一观点，亦有农业指标，土壤指标的支持 (曾昭璇1960，1 980，江爱良 960)，亦即在广东 

北回归线附近，可种植香蕉、荔枝、忙果，杨桃、番石榴、木瓜等等，而且土壤为 “华南热 

带季风雨韩砖红壤红壤地带”。亦有将热带界线移至南岭山麓约北纬25。一带的意见 (缪湾 

1)l9。‘年 ‘月海南岛 (行政鹾 )从广东省分出成立海 南省．在层此之前甚至直至zgeg~ ~，有关 广东省 的植 物 与 

董 技研究责辩等跨特导̈注明外均包括i皇南岛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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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1 956，竺可桢1 973)。但更多的观点是 坍 “l柯亚热 说，热带故在雷，jI 半岛Ij匕部以南 

(李国珍1960，张宏达1964j徐祥浩1964j 1 982j杨禄华1 966)余显芳1981}韩渊丰1 986’ 

谭 瑞伟1 986}何大章1988)。 

长期以来，亚热带都常被认为是热带与温带之间的过渡地带，或者将大陆西岸型亚热带 

(地中海地区)称之为典型的亚热带，其夏季干燥、冬季多雨。事实上我国亚热带(大雎东岸 

型 )夏季多雨，冬季干旱也是另一类型典型的亚热带，而且总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植 

物区系的组成更是丰富多彩、古老和复杂，特别是南亚热带地区 笔者认为对我国南亚热带 

的争论的原因除了认识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同外，主要的原因尚在于我国南部北回归线地 

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没有那个地区类似或可堪比拟，因此 “南亚热带”正名为 “热带”或 

“准热带”的批评 (任美锷1991)就值得商榷。总的来看，笔者认为徐祥浩先生1982~ q次 

确定的广东南亚热带的界限、范围从几个方面都是可接受的：即在气候指标，地带性植艘及 

其组成、结构、外貌、植物区系标帜以及栽培植物的越冬等方面。特别是植被的生态结 上 

鞍完整和统一 (马曼杰1984)。 

植被指的是地球表面活的植物覆盖。某一地区的植被即是该地区所有植物群落 干̈。 

植物区系 (Flora)是指某一地区所有植物的总和。植物区系学 (~'loroloffy FlorI [ n )是 

研究某一地带 ．大陆或地区的植物区系组成、分布及发生 、发展过程的学科。 

气挟是地球表面长期以来的气象特征，是由各种气象要素表现的。必须承认，植被．植 

物 区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古气候在植物区系长期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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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 

事实上地带性植被是气候带的产物，植被的结构，外貌，动态、生态都与气候条件相协 

调。原生植被是在当地自然条件下植物群落演替的结果。 

植物区系是植被组成的基础，一方面植被的结构和演替受制于植物区系成分，另一方面 

也受制于地带性气候条件。 

但是，气候、气候带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变动性，而植物区系成分 科，属、种的发 

展要缓慢得多，往往以百万年、千万年来衡量 亦即植物琏系具有古老的继承性和稳定性。 

植被的变化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丰富的植被 

条件可以改善气候条件，而植被 的破坏常常造成气候的恶劣化，从而也引起植物区系成分的 

变化，甚至引起植物区系成分的迁移。当然这种变化和迁移可能伴随着进化或退化、特化。 

总的说来，从植物区系成分的变化来衡量热带、亚热带之间的界限只具参考值价，特别 

是在南亚热带这一过渡地区，任何选定的例子都可能有例外。而且从华南植物区系的发展 来 

看，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或者界限仅仅是整体性的。在压系发生上，无论中亚热带，南 

亚热带，甚至热带的中南半岛，马来西亚等都是华夏植物区系发生的主体或发展的后裔，它 

们是一整体。 

2广东植物区系的分区 

进行植物区系分区首先应当以植物区系起源理论作为指导。因此恩格勒创立植物区系分 

区的 “发生学原则”，具体做法，①调查和统计各分类学单位 (科屑种 )的分布区，③确定 

该 (各 )地区的特有分成，③考虑该植物区系的起源及与其它地区的区别和聪系，@综合考 

察植物区系发生的地质发展史以及相应的气候变迁过程。简单地说，恩 格 勒 (1 936)根 据 

“北极起源理论” 及 “海陆恒定不变 指导思想，将世界植物区系分为五个植物带，而东 

亚植物区系属于古北极植物带和古热带植物带。而狄尔斯(Dio]s 1929)主要依据不 同气候带 

下的植物区系差异就最先把全世界分为六个植物地理界 (Kingdom)，有关巾围舶区 系 为 

古热带植物界和泛北极植物界。进入六十年代后出于植物资料特别是南方化石资料的不断发 

现，尤其是大陆漂移思想的再次引起注意，直至最终被地磁学、板块学等所证实，使得北极 

起源理论百孔千疮。因此 Takhtai~n提出了被子植物的热带起源理论，认为它们可能 发 端 

于 “泛古太平洋古蹄”的 “阿萨姆至斐济地区”，姑且不论热带起源是否正确，其植物区系 

分区原则井无多大改卿，分六十域 (Kingdom)(1 9 89)，中国植物区系仍为~
_

-IE极域 l秆l古 

热带域 

Good t t97 4)分区类似于狄尔斯舟六区，包括北极植物区及古热带植物区等等。此外尚 

有沙菲尔 (I 956)及阿略兴 (1957)等人的划分。而关于华南植物区系其地位亦多有变功， 

或为泛北极植物区 (恩格勒]936)，或为古热带植物区 (如：Takhtajan 1987)，抑或被分 

割为泛北极与古热带两部分。 

上列事实表明，关于中国植物区系的区划特别是华南植物 系的匡划并没有按发生学原 

则或者根本不符于中国区系的发生和发展的事实。 

根据华夏植物区系理论， 中国植物区系 是 在 华 南地台及邻近地区发展起来的 (张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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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而很显然，华南区系无论是现代的植物区系还是古植物区系都在这一分化过程中充 

当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大陆漂移理论来看，古生代时期地球的各大陆块是一完整的整体，印 

联合古陆 (Pangaea)，从三迭纪到铢罗纪一自垩纪逐渐分裂为南北两大古陆，即冈瓦纳吉 

陆 (Gangwana)和劳亚古陆 (Laurasia)，然后劳亚古陆也分裂为北美一欧洲古陆及安加拉 

古陆 (A~gara)。在安加拉古 陆 的 南 面，先后出现华夏古陆、江南古陆、四川古 陆 及 康 

滇古陆。由于中生代早期的燕山运动及印支造山运动，这些古陆联成一片，并与印度支那半 

岛及马来半岛联结起来。因此在华南地台上发育起来的有花植物得以在侏罗纪时向邻近地区 

扩展。而东亚植物区系无疑一直在这一温床中发育进化着，因此 中国植物Ⅸ系无 疑 是 一 整 

体。邻近地区中印半岛、马来西亚、喜马拉雅，甚至印度北部都是华夏植物区系的后裔。因 

此张宏达教授 (1994)建立了一个新的分区体系，包括六个界20个区133个省，取消了 古 热 

带植物界和开普植物界}确定了华夏植物界，包括 3个区l东亚植物区，马来西亚植物区和 

印度一喜马拉雅植物区；其中再划分为32个省。这与东亚有丰富的特有科，特有属的存在是 

相符合的。将华南省、越南省归之于东亚区，与华南至越南分布的大量古老特有属也是相符 

台的，亦与亚洲热带、亚热带植被的整体性招协调。 

另外，塔赫他间 (1 969)等人曾经将白垩纪植物群划分为北方白垩纪植物，古地中海白 

垩纪植锈及吉热带白垩纪植物，并认为北方自垩纪属于泛北极植物区在北纬42。以北，以后发 

展形成北方第三纪植物，而古地中海白垩纪植物发展形成亚热带性质的第三纪植物，古热带 

白垩纪发展成为热带性质第三纪植物，尽管第四纪冰期时植物区系曾不同程度向南迁移，但 

很显然，塔赫他间及狄尔斯等人其泛北极植物区与古热带植物区的划分与其区系起源的观点 

并不相符。与事实的本来也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其间存在着一个华夏植物区系。 

因此根据华夏植物区系理论以及广东与邻近地区的植物区系特点，确定广东植物区系区 

划 (图 1，图2 )为I 

华夏植物界 Galh~ysia Kingdom 

东亚植物 医 E．Asia Region 

华南省 S．China Province 

粤西南一桂东南亚省 SW GD一8E GX Subprovince 

粤 东南一闽西南亚省 SE GD一8W FJ Snbprov~nce 

粤 北一 同西北 亚省 N GD--NW FJ Subprovince 

海 南省 Hainan Province 

琼雷县 Qiong-Lei District 

{GD-- Guangdong．GX——3uangxi．FJ— Fdjian) 

界的区划与一般所持的区系标准相一致，即考虑到植物区系的整体发展历史 以及各种区 

系成分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尽可能地考虑与古地理、古地质及 自然地理区相一致。区的划分 

主要考虑地区性的气候带特点，特有科特有属 的存在以及地质构造界线或地貌单元等。省的 

翊分一般认为特有属不突出，或有少数单种特有属，特有种突出，但由于各个区系年龄和发 

展历史不同而有区别。 

1海南省 

琼雷县·海南植物区系作为一个区划省 海南省 (张宏~1962，1992)，其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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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性质有自己的特点，包括琼南和琼雷两部分，属热带气候区，广东雷州半岛属琼雷 

县，地质史上，原为一相连的丘陵地，第三纪、第四纪有活跃的火山活动及玄武岩喷发，以断 

陷及浅海沉积为特征。因此植物区系极为贫乏，特别是近3O年来的开垦和破坏，雷州半岛特 

有属种、代表植物已不多见。但有些热带成分或海南成分在广东仅觅于雷 半岛，如：海南毒 鼠 

子 (Diehapetalum hainanense)、 滨术患 (Arytera littoralis)， 异术患 ( lophyllus 

viridis)，杜檬 (Tnrraea pubeseens)、 拟蚬壳花椒 (Zanthoxylum l∞抽，，1)、 风吹楠 

(Horsfieldia alabra)、大叶胡椒 (Piper laelispieum)、陵水暗罗 (Polyalthia nemo— 

ralis)、凹叶瓜馥术 (Fissistigma relusam)、细叶谷术 (Memeeylon seutellatum)、榄李 

(Lummitzera racemosa)、雁带麻 (Helicteres hirsuta)、广东酒饼勒 (Atalantia kwan一 

ungensis)、茂名掌叶树 (Euaraliopsis moumingensis)、尖子藤 (Rhynehodia rhync— 

hosperma)、 水杨柳 (Homonia riparia)、 宿苞豆 (Shuteria ferruginea)、 扁 蒴 藤 

(Pristimera indica)等等。 

2．2华南省 

Takhtajan(198 7：图2)的华南省所指的范围包括I云南南部热带地区“，越南北部， 

泰国北部，缅甸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以及由南宁至广州的 中国太陆沿海地区等，并隶属 

于印度支那区 (古热带域 )，倪就 “华南”名称来看与我国植物地理 自然区划传统的用法相 

去较远。早期张宏达称之为粤桂闽省倒较相符。 

本文华南省的范围包括：南线为雷州半岛北部相当于热带与南亚热带的 分 界 线，西 北 

线、西线沿湘桂走廊，包括太明山向十万太山东北部转向灵山、博白至高州，北部为南岭中 

段、南岭北坡至武夷山南坡至闽北，南部、东南部包括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整个范围约相 

当于吴征镒 (1983)的华南地区，边界稍向西及向北调整。 

粤西南一桂东南亚省主要为南岭以南地区． 自大瑶山东北部、梧州北部、怀集中部至清 

远 、佛冈西部，从化西南，包括广州至珠江 口。 

粤东南一闽西南亚省；起 自香港，西北以九连山脉南坡至平远南部、蕉蛉中部为界，闽 

境 内以玳瑁山西南坡至戴云山北坡为界。 

粤 北一闽西北亚省t包括都庞岭、萌诸蛉、罗霄山南端至武夷山南端包括玳瑁山至闽 

北鼙峰山。 

关于亚省 ’的概念，少有论述，Takhtajan亦仪提出名称丽没具体的例子。新近 张 振 

万在研究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植物匠系时有关于亚省划分的例子。本文的三个亚省其植物区系 

成分各 自都有 自 己的 特 点。在 整 个 华 南 省 有 特 有 属 Tetralhyrium，Euryodendr0如 

Apterosperma, Sinia， Tslangia， Dunnia， Bournea， Primulina， Didymostig a， 

Tigrioides,Sinorchis， Melasase， Dayaoshania， G3 rrocheilos， Chirilopsis等1 5属。 

这 与作为区划省的等级是具有较多的特有属，但作为华夏区系的重要地区之一，这种情形是 

可以理 解的。另外估计华南省植物匠系将达到7500种以上I其中中国特有属达到约86属，特 

有种可达1000种，无疑华南省植物区系是非常丰富的。 

2．2．1粤西南一挂 东南亚省 ； 本区处于南亚热带气候区， 植被类型主要为南亚热带季风 

1)与昊征镒、金搌州 (1987)所划分的镇南一谈西南、滇东南两小区有不完全重合． 

2 J亚 省的具傩界限在福建省境内是不明确的．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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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绿阕叶林。在植物组成上相当丰富，在地质史上处于古老的云开山地地区，也是华南植物 

区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很多热带成分的渗透，这一地区出现的中国特有属共 

达46属以上，在核心地区形成了一个特有属密集分布的中心，即粤西南一桂东南特有现象中 

心”，地腻特有屑有 Euryodendron，．Apterospern'a，Sinia，Dunnia，Tigrioides，Metasasa， 

Gyrocheilos等，特有种约有2,60种。如果不是与另两个亚省关系非常密切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 

岭南植物省来看待。粤西南一桂东南亚省有特有种如：Rhodoleia ehampionii， Semiliqui 

dambar ferruginea， Beilschmiedia yuexiensis， Cin 口啪 w南 a “ g s， Litsea 

machiloides，L．pitlosporifolia，Machilus wangehiana，Camellia albogiga~，C changii 

Ye(sp．TtOV．)，Apterosperma oblata，Anneslea rubriflora， Camellia guchowensis， 

Euryodendron excelsum，Pyrenaria kwanglsiensis，Sabia salieifolict,Scherftera angu- 

stifoliolata,Rhododendron bicornieulatum，13“Ⅻia sinefl$is，Titanotrfchum parriflorum， 

Fordiophyton cordifoliura，Acer sunjiense，Gyrocheilos mictofrichuw，Arundinaria 

tenuivagine， Indosasa macula， Metsgs6 albofarinosa， 0ff 0s aĉ “卅 xinyiense， 

Phyllosfachys breviligula等，其它代 表植物有：Eust 打'口balansae，MagnoliaodoraHs— 

sima, Rhodoleia parvipetala, EucOrnraia ulmoides， Lithocarpus cyrtocarpus， 

L．fleurryi等。 

2·2·2粤 东南一 瞬西南亚省t亦为南亚热带气候区，热带区系成分亦很丰富，个别地区有 

所谓 热带飞地”出现 季风雨林”。这一地区地质发展也具有漫长的历史，二迭纪前一直 

以粤东隆起存在，三迭纪时一度为海水淹没而以 “华夏古陆岛 存在。在福建的板头系白垩 

纪地层中曾发现过开通 目Cayoniales的叶化石。这一地区有中国特有属约36属，地区 特 有 

属有 m0 旭̂ Tsiangia，特有种约8O多种，如；Aftingia angastifolia， A．gfac~lipes 

var．serrulata，Distylium buxifolium，Mangliefia pachyphylla，Hartia micrantha， 

Enrya glandulosa,E． amptexifolia, Camellia melliana， Tutcheria speetabilis， 

Sinorchis simplex，Corylopsis mulliflora VaT．nivea，C．maltiflora var．parvifolia， 

Maehilns longipes，月 0̂d0d "dron litchiifolium，R．1aipaoense，Symplocos nlotricha， 

Tsiangia hongkongensis，Sasa albo--sericea， Phyllostaehys arislata等，其它代表有： 

lll~ium angustisepalum，Lindera laureola,Listsea laneifolia，Ternstroemia conie0一 

earpa， Camellia campanisepal~ C． cratera, C． gramthamiana，Oue,’Ca$bamus— 

aefolia，Castanopsis poilanei，C．greenii等。 

2．2 3车北一闽西北亚省；在地质发展史上较另两个亚省稍娩，但亦已在加里东运动束期奠 

定了褶皱基底的基础，华力西运动时普遍海浸，至三迭纪印支运动时又普遍上升，束期，海水垒 

部退出形成大片陆地，并在侏罗纪至自垩纪燕山运动时发生强烈而广泛的花岗岩浸入，在中 

国东南部被统称为 南岭花岗岩”o气候区属中亚热带南部，热带区系成分在南坡和北坡耜 

有大量分布，这一地区是华南、西南、华中及华东区系， 中南半岛区系．日本区系等交 汇授透 

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大量植物分布的南北界限或分布中心。中国特有属选54属以上，为三 

个亚省中摄多。地区特有属有 Prlmulina，主要含有大量特有种，约6O种。 中国特有属在 南 

I)廖文斌， 张宏达．I994。广东植物区系的特有班彖．中山大学学报．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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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分化形成特有种如 Lafouc,~ea fokiensis，Chiritopsis confertiflora，广东慈竹Neosi— 

0cⅡkm̈ s r口cf0c“ PⅡtus等等。亦为金缕梅科 Semiliqaaidambar的分化中心，有可能也是 

起源地。另安息香科亦有8属，至闽东北部尚有 6属 特有种尚有 Distylium macrophyllum， 

Disanthus cercidifolius Vf~7：．1ongipes，Se州f?f口“jdⅡ卅6Ⅱr ehingii，Syeopsis sinensis， 

CⅡmeEia lienshanens 如 C．macrosepala，C．mongshanica Chang et Ye (sp nov)， 

Neoutsea confertifolia,Stewartia rubiginosa， Primula kwangtungensis， Symploc口s 

yaoshanensis。Rhododendron chunii，R．eretaceu~，Lysimachia yingdeensis等等，其它 

代表植物如Eomecon chionantha，Michelia chapensis~Lindera frulieosa，Litsea suherosa， 

Neolilsea pinninervis， Castanopssis stenophylIa， C．serrala, Lithocarpvs cuculIa~us， 

Q#ercus engleriana，O．nubium，O．obovat ifolie，Siewart ia sinensis等。 

当然进行区系分区并非是最后目的，主要目的尚在于对这些区(如三个亚省)进行比较研 

究，并考虑它们与邻近地区的联系，进而了解它们相互阉发生的过程以及地质、气候变迁的 

历史。 

3小 结 

广东省地处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北回归线从中部穿过，植物区系 

成分非常丰富和复杂。在这一过渡地区其区系组成及森林植被结构都是一整体，传统的以北极 

起源或热带起源理论为指导，将中国植物区系特别是中国南部植物区系，分割为泛北极植物界 

和古热带植物界不符合植物区系的发展实际。从东亚植物区系的整体性特点出发，广东植物 

区系应隶属于华南省，归属东亚植物区，华夏植物界。华南省又可分为三个亚省。 

致谢 广州市华南农业大学苏志尧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唐绍清讲师参加 了野 外 调 查 工作， 

于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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