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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的标准，在色季拉山设置样方 ６３ 套，每套

样方中设 １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乔木样方，１ 个 ５ ｍ × ５ ｍ 的灌木藤本样方和 ４ 个 ２ ｍ × ２ ｍ 的草本样方，调查

记录海拔、经纬度、坡度、坡向等地理信息以及样地内每个物种的高度、盖度、株数等生物学信息，分析该区

药用种子植物区系的基本组成、地理成分以及相对应的药用植物功效。 结果表明：色季拉山有药用种子植

物 ９１ 科 ３３５ 属 ６２５ 种（含变种），分别占西藏种子植物科、属、种的 ５５．４９％，２９．２６％和 １１．８０％。 分布区类型

多样，科的分布区分为 ７ 个分布区及 ５ 个亚型，热带科 ２５ 个（占非世界分布科数的 ４９．０２％），温带科 ２６ 个

（占非世界分布科数的 ５０．９８％）。 属的分布区分为 １３ 个分布区及 １３ 个亚型，热带属 ５２ 个（占总属数的

１５．５２％），温带属 ２３６ 个（占总属数的 ７０．４５％）。 种的分布区类型，以温带成分为主，在 ６２５ 种药用种子植物

中，温带种 ４２９ 个，占总种数的 ６８．６４％，在该区占优势。 此外，该区药用植物的古老成分缺乏。 特有成分很

低，无中国特有科分布，中国特有属 １ 个，中国特有种 １７６ 个（其中西藏特有种 ２１ 个）。 色季拉山药用种子

植物资源丰富，区系分布类型多样，起源于热带—亚热带成分，现以温带性质为主，说明该区处于热带向温

带的过渡地带。 从各药用植物的区系分布类型来看，所含药用植物具有较多样的药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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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ｅｒｇｙ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ｌｏｒａ， Ｔｉｂｅｔ

　 　 色季拉山位于世界上 ２５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之一的东喜马拉雅地区（Ｍｙ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是东喜马拉雅北翼山地森林及高山生态系统的典

型代表地区，地形地貌特殊且复杂多样，发育了以

亚热带为基带较为完整的原生山地垂直生态系统

（吴征镒和王荷生，１９８３），适宜各种野生植物的生

长发育，孕育了丰富的野生植物种类，药用植物资

源也极为丰富。 目前，对色季拉山植物资源的研

究，主要有高山花卉，如报春花科（郑维列，１９９２）、
杜鹃花科（郑维列和潘刚，１９９５）和龙胆科龙胆属

（林玲和罗建，２００２）等观赏类种质资源的价值、开
发利用和分布现状调查（郎学东等，２０１０）；对该山

区植物多样性组成和区系特征研究 （罗建等，
２００６）。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是中药学研究的重要

基因库（张莹等，２０１３；乔亚玲等，２０１５），而对色季

拉山种类较为丰富的高山特色药用植物资源研究

仍很缺乏（鲍隆友等，２００３），针对该山区野生药用

植物区系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对色季拉山药用种子植物的组成、地理

分布和区系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针对不同区系分

布类型中各药用植物资源的药用功效进行分析，以

期摸清该山区药用植物资源的区系分布规律和药

用功效分布现状，为进一步对该山区药用种子植物

资源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色季拉山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地理位

置为 ９４°２５′—９４°４５′ Ｅ，２９°３５′—２９°５７′ Ｎ。 地处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是念青唐古拉山向南延伸的

余脉，与喜马拉雅山东部向北发展的山系相连，主
峰高达５ ３００ ｍ，整个山体以色季拉山口为中心，山
脉大致呈南北走向。 它处于亚高山温带半湿润气

候区，受印度洋季风气候的影响，冬温夏凉，干湿

季明显（罗建等，２００６）。 土壤以山地棕壤和酸性

棕壤为主，但受不同坡向和不同海拔高度影响形

成的土质存在差异，土壤类型垂直分布明显（方江

平，１９９７）。 色季拉山区地形地貌复杂，植物资源

丰富，是高山植物研究的典型地区。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该山区实际地貌、植被群落分布特征设

２１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置调查样方套，每套内设 １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乔

木， １ 个 ５ ｍ × ５ ｍ 的灌木藤本和 ４ 个 ２ ｍ × ２ ｍ
的草本共 ６ 个样方，记录海拔、经纬度、坡度、坡向

等地理信息，以及样方内每个物种的高度、盖度、
株数等生物学信息。 按海拔每上升 ２００ ｍ 设置样

点，每个样点的样方套设置 ３ 个重复，共设置样方

６３ 套。 普遍调查采集样方内外植物标本，记录采

集信息。 参考有关文献资料（中国植物志编委会，
１９８０；肖培根，２００１；刘永新，２０１１；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１９７７；《全国中草药汇编》编
写组，１９７５；江苏新医学院，１９７７），鉴定色季拉山

野生药用植物，统计其药用种子植物名录，同时结

合植物地理学和植物区系学（吴征镒和王荷生，
１９８３）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从植物多样性组成、植
物区系地理成分、特有种组成等方面对色季拉山

药用种子植物进行系统研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药用种子植物基本组成

色季拉山有药用种子植物 ９１ 科 ３３５ 属 ６２５ 种

（含变种），该山区药用种子植物分别占西藏种子

植物科属种的 ５５．４９％、２９．２６％和 １１．８０％。 其中

被子植物 ８９ 科 ３３１ 属 ６１６ 种，分别占该山区药用

种子植物科属种的 ９７．８０％、９８．８１％和 ９８．５６％，在
该山区的药用种子植物中占优势。 就植物的生活

习性而言，木本、藤本、一年生草本较少，而多年生

草本甚多，该山区的药用植物特征和生活习性特

点与区内多为高山高寒的自然环境类型有关。
２．１．１ 药用种子植物科的组成 　 在色季拉山药用

种子植物 ９１ 个科中，将该山区每科所含属的数目

进行科大小的统计（表 １）。 可将其分为含 ２０ 属以

上的大科，含 １０ ～ １９ 属的较大科，含 ６ ～ ９ 属的中

等科，含 ２ ～ ５ 属的寡属科，含 １ 属的单属科。 其

中， 含 ２０ 属 以 上 的 科 只 有 ２ 个， 即 菊 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３５ 属 ／ ７０ 种） （属数 ／种数，下同）和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２０ ／ ２６）。 这 ２ 科仅占总科数

的２．２０％，共计 ５５ 个属，占总属数的 １６．４２％，其种

数占总种数的１５．３６％，而作为世界性分布的最大

科菊科，在色季拉山也有极为丰富，在该植物区系

组成中占绝对优势，仅其 １ 科所含属数和种数分

别占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１０． ４５％和 １１． ２０％。 含

１０ ～ １９ 的属有 ７ 科，依次是蔷薇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１８ ／ ４６）、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 １４ ／ ４１）、唇形

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 １２ ／ ２７）、百合科 （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 １６ ／
２２）、伞形科（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 １９）、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１２ ／ １９）和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１１ ／ １７）。 这 ７
科占总科数的 ７．６９％，其属数共计 ９４ 个，占总属数

的 ２８．０６％，其种数占总种数的 ３０．５６％。 含 ６ ～ ９
属的科有 ８ 个，其属数共计 ５６ 个，占总属数的

１６．７２％，其种数占总种数的 １８．２４％，依次是虎耳

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 ８ ／ ２３）、蓼科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６ ／ １８）、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６ ／ １６）、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 ７ ／ １４）、忍冬科 （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６ ／ １４）、龙胆科 （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 ８ ／ １３）、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８ ／ ９）、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 ７ ／ ７）。 含

２ ～ ５ 属的科共有 ３１ 科，占总科数的 ３４．０７％，其属

数共计 ８７ 个，占总属数的 ２５．９７％，其种共计 １６４
个，占总种数的 ２６．２４％。 区域单属科有 ４３ 科，占
总科数的 ４７． ２５％，其属共计 ４３ 个，占总属数的

１２．８４％，其种数占总种数的 ９．６０％。 综上表明，在
科级水平，含 ２ ～ ５ 属的寡属科和含 １ 属的单属科

在本区药用植物区系中占主体，但物种种类集中

趋向于少数科内，优势科明显。
２．１．２ 药用种子植物属的组成 　 从色季拉山药用

种子植物属内种的组成（表 ２）可以看出，含 １０ 种

以上的属有 ３ 个，占总属数的 ０． ９０％，种共计 ３５
个，占总种数的 ５． ６０％，有小檗属 （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 １２
种）、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１２ 种）、委陵菜属（Ｐｏｔｅｎ⁃
ｔｉｌｌａ）（１１ 种）。 含 ６ ～ １０ 种的属共有 １９ 个，占总属

数的 ５．６７％，种共计 ９７ 个，占总种数的 １５．５２％，有
香青属（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９ 种）、马先蒿属（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９ 种）、虎耳草属 （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 ７ 种）、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６ 种）等。 含 ２ ～ ５ 种的寡种属有 ９８ 个，
占总属数的 ２９．２５％，种共计 ２７８ 个，占总种数的

４４．４８％，有毛茛属（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５ 种）、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５ 种）、獐牙菜属（ Ｓｗｅｒｔｉａ） （ ４ 种）、五
加属（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 （３ 种）等。 单种属有 ２１５ 个，
占该区总属数的 ６４．１８％，占总种数的 ３４．４０％，如
落叶松属（Ｌａｒｉｘ）、升麻属（Ａｃｔａｅａ）、曼陀罗属（Ｄａ⁃

３１４４ 期 拦继酒等： 西藏色季拉山药用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表 １　 色季拉山药用植物科内属种数目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ｒｇｙ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级别
Ｇｒａｄ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属 Ｇｅｎｕ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大科 Ｐｌｕｒｉｍｏｔｙｐｉｃ （ ＞２０） ２ ２．２０ ５５ １６．４２ ９６ １５．３６

较大科 Ｐｌｕｒｏｔｙｐｉｃ （１０～ １９） ７ ７．６９ ９４ ２８．０６ １９１ ３０．５６

中等科 Ｍｅｓｏｔｙｐｉｃ （６～ ９） ８ ８．７９ ５６ １６．７２ １１４ １８．２４

寡属科 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ｃ （２～ ５） ３１ ３４．０７ ８７ ２５．９７ １６４ ２６．２４

区域单属科 Ｍｏｎｏｔｙｐｉｃ （１） ４３ ４７．２５ ４３ １２．８４ ６０ ９．６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１ １００ ３３５ １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

表 ２　 色季拉山药用种子属内种的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ｒｇｙ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级别
Ｇｒａｄｅ

属 Ｇｅｎｕ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大属 Ｌａｒ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 （ ＞１０） ３ ０．９０ ３５ ５．６０

中等属 Ｍｉｄｄｌｅ⁃ｓｉｚｅ ｇｅｎｅｒａ （６～ ９） １９ ５．６７ ９７ １５．５２

寡种属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 （２～ ５） ９８ ２９．２５ ２７８ ４４．４８

区域单种属 Ｍｏｎｏｔｙｐｉｃ ｇｅｎｕｓ （１） ２１５ ６４．１８ ２１５ ３４．４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３５ １００ ６２５ １００

ｔｕｒａ）等。 该山区的单种属在区系中所占比例大，
且含 ２ ～ ５ 种的寡种属的种占优势，５ 种以下的属

占绝对优势多数，说明本山区内植物属组成的丰

富性和复杂性，反映为高原高山较为严酷特殊的

生境，限制了本区大多数属内物种的分化发展。
２．２ 药用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分布

２．２．１ 科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世界种子植物科的

分布区类型系统（吴征镒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吴征镒，
２００３；李锡文，１９９６），色季拉山药用种子植物 ９１
科可划分为 ７ 个分布区及 ５ 变型（表 ３）。 从科的

分布区组成来看，（１）世界分布科最多，有 ４０ 科，
占总科数的 ４３．９６％，有蔷薇科、桔梗科（Ｃａｍｐａｎｕ⁃
ｌａｃｅａｅ）、菊科等。 （２）热带分布（２－７ 类型）有 ２５
科，占该区非世界分布科数的 ４９．０２％，其中泛热

带分布最多，有荨麻科、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等 １９ 个科；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分布 其 次，有 木 通 科 （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五 加 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泡花树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ｃｅａｅ）４ 科；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

间断分布有 ２ 个，即鸢尾科 （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 和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３）温带分布（ ８ － １４ 类型）有

２６ 科，占该区非世界分布科数的 ５０．９８％，其中北

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最多，有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
ａｅ）、杨柳科 （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桦木科 （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等

１５ 科；北温带分布有 ４ 科，即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列
当科（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杜
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东亚分布有 ２ 科，即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和旌节花科（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ａｃｅａｅ）；欧亚

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有 １ 科，即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
ｄａｃｅａｅ）；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智利间

断分布有 １ 科，即马桑科（Ｃｏｒｉａｒｉａｃｅａｅ）；东亚和北

美分布有 １ 科，即五味子科（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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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带分布有 １ 科，即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以及欧

亚与南部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有 １
科，即川续断科（Ｄｉｐｓａｃａｃｅａｅ）。 从科级水平来看，
分布区类型较为多样，温带科 ２６ 个，热带科 ２５
个，数目相当，世界分布科最多，由此可以判断出

该区域处于热带向温带过渡阶段，并与多种分布

区类型有较广泛的联系。
２．２．２ 属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中国种子植物属的

分布区类型系统（吴征镒，１９９１；吴征镒等，２０１１），
将色季拉山药用种子植物分为 １３ 个分布区类型

及 １３ 个变型（表 ３）。 世界分布 ４６ 属，占总属数的

１３．７３％，如繁缕属（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酸模属（Ｒｕｍｅｘ）、银
莲花属（ Ａｎｅｍｏｎｅ）等，这些植物以草本和灌木为

主，有少部分藤本。
热带分布（２－７ 类型）共计 ６ 个类型及 ３ 个变

型属，共计 ５２ 属。 其中，（１）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最多，共计 ２１ 属，占热带属的 ４０．３８％ ，如艾麻属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花椒属（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凤仙花属（ Ｉｍ⁃
ｐａｔｉｅｎｓ）等。 （２）占第二位的是旧世界热带 １０ 属，
如楼梯草属（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八角枫属（Ａｌａｎｇｉｕｍ）、杜
茎山属（Ｍａｅｓａ）等。 （３）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及其

变型分布有 ８ 个属，如水麻属（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假楼

梯草属（ Ｌｅｃａｎｔｈｕｓ）、杠柳属（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土沉香属

（Ｅｘｃｏｅｃａｒｉａ）、 香 茶 菜 属 （ Ｒａｂｄｏｓｉａ）、 紫 金 标 属

（Ｃｅｒａｔｏｓｔｉｇｍａ）、鸟足兰属 （ Ｓａｔｙｒｉｕｍ）、常春藤属

（Ｈｅｄｅｒａ）。 （４）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５
属，有木姜子属（ Ｌｉｔｓｅａ）、苦木属（Ｐｉｃｒａｓｍａ）、雀梅

藤属（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泡花树属（Ｍｅｌｉｏｓｍａ）、白珠树属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５）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

布及其变型 ５ 属，有小苦荬属（ Ｉｘｅｒｉｄｉｕｍ）、贝母兰

属（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ｅ）、蛇莓属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和石椒草属

（Ｂｏｅｎｎ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ｉａ）、赤瓟属 （ Ｔｈｌａｄｉａｎｔｈａ）。 （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有 ３ 属，包括蛇菰属

（Ｂａｌａｎｏｐｈｏｒａ）、 天 麻 属 （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 阔 蕊 兰 属

（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
温带分布（８－１４ 类型）共有 ２３６ 属，占该区非世

界属数的 ８１．６６％，在色季拉山植物区系中占绝对优

势，是反映色季拉山地理成分的主要标志。 其中，（１）
温带性质的属中，最多的是北温带分布型及其 ４ 个变

型共计 １１０ 属，占该区非世界分布属的 ３８．０６％，占本

区温带属的 ４６．６１％。 （２）占第二位的是东亚分布有

４０ 属，其中有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２３ 属，占东亚的

５７．５０％，如八角莲属（Ｄｙｓｏｓｍａ）、桃儿七属（Ｓｉｎｏｐｏｄｏ⁃
ｐｈｙｌｌｕｍ）、波棱瓜属（Ｈｅｒｐｅｔｏｓｐｅｒｍｕｍ）、高山豆属（Ｔｉ⁃
ｂｅｔｉａ）等。 （３）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共计 ４９ 属，
占该区非世界分布属的 １６．９６％，占本区温带属的

２０．７６％。 （４）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及其变型有 ２９
属，如十大功劳属（Ｍａｈｏｎｉａ）、木兰属（Ｍａｇｎｏｌｉａ）、胡
枝子属（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等。 （５）温带亚洲分布，有 ６ 个属，
除锦鸡儿属（Ｃａｒａｇａｎａ）有 ２ 种，其余的是单种属。
（６）中亚至喜马拉雅和华西南分布有角蒿属（ Ｉｎｃａｒ⁃
ｖｉｌｌｅａ）和假百合属（Ｎｏｔｈｏｌｉｒｉｏｎ）２ 个。

中国特有属分布仅有羌活属（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１
个，占该区非世界属数的 ０．３５％，主要分布于中国－喜
马拉雅地区，是高寒高山特化的属，是证实该植物区

系年轻性的一个标志。
２．２．３ 种的分布区类型 　 色季拉山有药用种子植物

６２５ 种，可划分为 １０ 个分布型和 ７ 个变型（表 ３），同
时结合药效进行如下分析（中国植物志编委会，１９８０；
肖培根，２００１；刘永新，２０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药典委员会，１９７７；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１９７５；江
苏新医学院，１９７７）。

世界分布型有 ８ 种， 可按药效分为 ５ 类。 其中：
清热药 ４ 种， 有繁缕 （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小眼子菜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ｐｕｓｉｌｌｕｓ） 等； 祛风湿药、安神药、化痰止

咳平喘、解表药各 １ 种。
热带分布类型（２－７ 类型）共计 １２ 种，大多是草

本药用植物，可按药效分为 ８ 类。 其中：清热药 ３ 种，
有小花琉璃草（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淡红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等；祛风湿药 ３ 种，有爪哇唐松

草（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ｍ）和铜钱叶白珠（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ｏｉｄｅｓ）等；化痰止咳平喘药、解表药、平肝熄

风药、止血药、活血化瘀药、其他药各 １ 种。
温带分布类型 （８－１４ 类型） 共有 ４２９ 种， 占该

区系总种数的 ６８．６４％。 其中， 东亚分布最多， 有 ２６３
种， 包括 １４ （ＳＨ） 型 ２３１ 种。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共有 ４４ 种，占总种数的

７．０４％，大多数植物是草本，可按药效分为 １１ 类。 其

中：清热药 ２４ 种，有山蓼 （Ｏｘｙｒｉａ ｄｉｇｙｎａ）、珠芽

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等；祛风湿药３种，有路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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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色季拉山药用种子植物科、属、种区系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ｒｇｙ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０ — ４６ — ８ —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９ ２０．８８ ２０ ５．９７ — —
２－２．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 Ｃ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２．２０ １ ０．３０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４．４０ ５ １．４９ — —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 — １０ ２．９９ — —
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 — ３ ０．９０ — —

６． 热带美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 — ７ ２．０９ ５ ０．８０

６－２ 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Ｅ． Ａｆｒ． ｏｒ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１ ０．３０ — —

７．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 — ４ １．１９ ７ １．１２

７－１． 爪哇（或苏门达腊）、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西南
Ｊａｖａ（ｏｒ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Ｓ，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 — １ ０．３０ — —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４ ４．４０ ７５ ２２．３９ ３６ ５．７６
８－２． 北极－高山分布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 — ４ １．１９ ３ ０．４８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全温带”

Ｎ． Ｔｅｍｐ． ＆ Ｓ． Ｔｅｍｐ．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Ｐ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５ １６．４８ ２８ ８．３６ ５ ０．８０

８－５． 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Ｔｅｍｐ．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１０ ２ ０．６０ — —

８－６． 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智利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Ｅ．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 Ｍｅｘｉｃｏ⁃Ｃｈｉｌ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１０ １ ０．３０ — —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１０ ２８ ８．３６ ２ ０．３２

９－１．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Ｍｅｘｉｃｏ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１ ０．３０ — —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 １．１０ ４３ １２．８４ ４５ ７．２０

１０－１． 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 Ａｓｉａ （ｏｒ Ｃ． Ａｓｉａ） ＆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１ ０．３０ １ ０．１６

１０－２．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２ ０．６０ — —

１０－３． 欧亚与南部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 ａｌａ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１０ ３ ０．９０ — —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 — ６ １．７９ ４７ ７．５２
１２．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 — — — １ ０．１６
１２－３．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Ｔｅｍｐ．⁃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 — — １ ０．１６

１３－２．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华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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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ｕｍ ａｌｅｐｐｉｃｕｍ）、水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等；
活血药 ３ 种，有北水苦荬（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ａｎａｇａｌｌｉｓ⁃ａｑｕａｔｉ⁃
ｃａ）、白花酢酱草 （Ｏｘａｌｉａ ａｃｅｔｏｓｅｌｌａ） 等；补虚药 ３
种，有蕨麻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轮叶马先

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等；利水渗湿药 ３ 种，有
萹蓄（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小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ｂｕｆｏ⁃
ｎｉｕｓ）等；解表药、理气药各 ２ 种；化痰止咳平喘药、
泻下药、解毒杀虫止痒药、其他药各 １ 种。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有 ２ 种，可按药效分为 ２
类。 其中：清 热 药 １ 种，有 珠 光 香 青 （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ｃｅａ）；祛风湿药 １ 种，有水葫芦苗（Ｈａｌｅｒ⁃
ｐｅｓｔｅｓ ｃｙｍｂａｌａｒｉａ）。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共有 ４６ 种，占总种

数的 ７．３６％，可按药效分为 １２ 类。 其中：清热药

１６ 种，有宝盖草 （ Ｌａｍｉｕｍ ａｍｐｌｅｘｉｃａｕｌｅ）、附地菜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等；补虚药 ７ 种，有手参

（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ｃｏｎｏｐｓｅａ）、 轮 叶 黄 精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等；止血药 ４ 种；活血化瘀药、解表药、
利水渗湿药各 ３ 种；理气药、安神药、化湿药、祛风

湿药各 ２ 种；收涩药、其他药各 １ 种。
温带亚洲分布有 ４７ 种，可按药效分为 １２ 类。

其中：清热药 １９ 种，有漆姑草（Ｓａｇｉ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车
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等；补虚药、止血药、其他药

各 ４ 种；化痰止咳平喘药、祛风湿药、解表药各 ３
种；平肝熄风药、活血化瘀药各 ２ 种；温理药、攻毒

杀虫止痒药、 泻下药各 １ 种。
地中海、中亚分布有 ２７ 种，１２ 型及变型分布 ２

种，１３－２ 型分布 ２１ 种、１３－３ 分布有 ４ 种，可按药效

分为 １１ 类。 其中：清热药 １０ 种，有川滇柴胡（Ｂｕｐ⁃
ｌｅｕｒｕｍ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ｉ）、华西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ｗｅｂｂｉａｎａ ）等；
祛风湿药 ４ 种，有多穗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雅致山蚂蝗（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等；利水渗湿药有 ３
种，解表药、温理药各 ２ 种；拔毒化腐生肌药、补虚

药、理气药、安神药、收涩药、止血药各 １ 种。
东亚分布有 ２６３ 种，占总种数的 ４２．０８％，占温

带分布种的 ６１．３１％，１４ 型分布有 ３２ 种，１４（ ＳＨ）
型分布有 ２３１ 种，在该研究区系中占有绝对的优

势，有乔木、灌木、最多的是草本植物，可按药效分

为 １８ 类。 其中：清热药 ９５ 种，有多茎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ｌｅ）、窄叶红景天（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等；祛

风湿药 ３０ 种，有西藏红杉（Ｌａｒｉｘ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ａｎａ）、展喙

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ｎｏｖｏｌｕｒｉｄｕｍ）等；补虚药 ２６ 种，有垫

状雪灵芝（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ｐｕｌｖｉｎａｔａ）、大萼党参（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ｌｙｘ）等；活血化瘀药 ２０ 种；利水渗湿药 １５
种；温理药 １４ 种；其他药 １２ 种；解表药 １１ 种；泻下

药、化痰平喘药、理气药各 ７ 种；攻毒杀虫止痒药、
止血药各 ４ 种；消食药、收涩药、平肝熄风药各 ３
种；化湿药、驱虫药各 １ 种。

中国 特 有 种 分 布 有 １７６ 个， 占 总 种 数 的

２８．１６％。 按地理特点划分为 ５ 类：
（１）西藏特有 ２１ 种，可按药效分为 ７ 类。 其

中：清热药 １４ 种，有堇花唐松草（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ｄｉｆｆｕｓｉ⁃
ｆｌｏｒｕｍ）、红枝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ｌａｄａ）等；理气药

２ 种，有大花黄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ｕｄｌｏｗｉｉ）和牡丹叶当

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ｐａｅ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化痰止咳药、活血化瘀

药、解表药、利水渗湿药、祛风湿药各 １ 种。
（２）西南特有 ７０ 种，可按药效分为 １１ 类。 其

中：清热药 ３５ 种，有光梗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ｓ）、独龙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ｔａｒｏｎｅｎｓｉｓ）等；解
表药 ８ 种，有丽江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ｒｏｃｋｉｉ）、川滇高

山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等；活血化瘀药 ７ 种，有
坚杆火绒草 （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金脉鸢尾

（ Ｉｒｉｓ ｃｈｒｙｓｏｇｒａｐｈｅｓ）等；补虚药 ５ 种；消食药 ４ 种；
祛风湿药 ３ 种；安神药、温理药、理气药各 ２ 种；利
水渗湿药、其他药各 １ 种。

（３）西南－西北有 ５５ 种，可按药效分为 １０ 类。
其中： 清 热 药 ２２ 种， 有 狭 瓣 虎 耳 草 （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ｐｓｅｕｄｏｈｉｒｃｕｌｕｓ）、抱茎獐牙菜（ Ｓｗｅｒｔ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ａ）；
祛风湿药 １０ 种，有白花刺参（Ｍｏｒｉｎａ ａｌｂａ）、高山

松（Ｐｉｎｕｓ ｄｅｎｓａｔａ）等；解表药，补虚药、活血化瘀药

各 ５ 种；化痰止咳平喘药、理气药、温理药各 ２ 种；
利水渗湿药、收涩药各 １ 种。

（４）西南－西北－华中有 ２９ 种，可按药效分为 １２
类。 其中：清热药 ６ 种，有陇塞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ｔａｎｇｕ⁃
ｔｉｃａ）、筋骨草（Ａｊｕｇａ ｃｉｌｉａｔｅ）等；补虚药 ６ 种，有管花

鹿药 （Ｍａｉ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 华中悬钩子 （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ｉａｎｕｓ）等；祛风湿药 ５ 种，有鹿衔草（Ｐｙｒｏｌａ
ｄｅｃｏｒａｔａ）、南方六道木（Ａｂｅｌｉａ ｄｉｅｌｓｉｉ）等；理气药，活
血化瘀药、解表药各 ２ 种；拔毒化腐生肌药、利水渗

湿药、收涩药、开窍药、止血药、泻下药各 １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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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西南－华南有 １ 种，即利水渗湿药，纤细雀

梅藤（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色季拉山区药用种子植物资源丰富

经统计，共有药用种子植物 ９１ 科 ３３５ 属 ６２５
种，分别占西藏种子植物科、属、种的 ５５． ４９％，
２９．２６％和 １１． ８０％。 其中，裸子植物 ２ 科 ４ 属 ９
种，被子植物 ８９ 科 ３３１ 属 ６１６ 种。 被子植物中双

子叶植物有 ７８ 科 ２４５ 属 ４６８ 种，分别占本区药用

种子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８５． ７１％、 ７３． １３％ 和

７４．８８％，最为丰富。 其次是单子叶植物，有 １１ 科

８６ 属 １４８ 种， 分 别 占 本 区 药 用 种 子 植 物 的

１２．０９％，２５．６７％和 ２３．６８％。 根据种 ／属系数，表示

种系的分化程度，系数越大则种系分化程度越高，
反之亦然（吴征镒等，２００６）。 该山区种 ／属系数为

１．８７，说明本区种属分化程度低，物种群落建立较

晚，与该山区的年轻地史相符合。
３．２ 色季拉山区药用种子植物优势科明显，寡种属

和单种属占优势，同时表现出很低的特有性

菊科、兰科、蔷薇科、毛茛科等 ９ 个科为本区

的优势科，这些大科在该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仅
这 ９ 科包含的属共计 １４９ 个，种共计 ２８７ 个，各占

总属数和总种属的 ４４．４８％和 ４５．９２％。 就属的组

成来说，没有明显优势的属出现，含 １ ～ ５ 种的小型

属多，共 ３１３ 属，含 ４９３ 种，分别占总属数和总种

数的 ９３．４３％和 ７８．８８％。 上述数据可说明该区系

属的组成复杂，物种的年轻性较高。 该山区特有

性较低，没有中国特有科分布，特有属分布仅 １
个，中国特有分布种 １７６ 个，占总种数的 ２８．１６％，
说明该区系植物的年轻性及其较强的特化性质。
３．３ 色季拉山区药用种子植物区系具有鲜明的温

带性质，同时深受热带植物区系的影响

从科、属、种的数目及其区系分析来看，科的

分布型，世界分布最多，有 ４０ 科，但世界分布的 ４０
科其下的属、种多数具有温带性质。 虽然本山区

有 ２５ 个热带科，与 ２６ 个温带科数目相当，但没有

诸如龙脑香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之类的典型热带

科，这里分布的都是延伸到亚热带乃至温带的泛

热带科，如马兜铃科 （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的细辛属

（Ａｓａｒｕｍ）、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的天南星属（Ａｒｉｓａｅ⁃
ｍａ）和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的盐肢木属（Ｒｈｕｓ）
分布型均属于 ８ 型。 属的分布型：温带分布属有

２３６ 个，占总属数的 ７０．４５％，温带成分中占绝对优

势的是北温带成分（７５ 属，占总属数的 ２２．３９％），
许多温带属在本山区有高度的分化，如杜鹃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小檗属、马先蒿属。 种的分布型：
温带分布类型种共有 ４２９ 种，占该区系总种数的

６８．６４％，在本地占主导地位。 青藏高原起源于热

带－亚热带气候的古地中海，后期受喜马拉雅造山

运动隆升影响，为温带成分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条

件，温带成分得到极大的发展 （孙航和李志敏，
２００３）。 可见，处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色季拉山药

用种子植物区系现在具有鲜明的温带性质，同时

在地质历史上深受热带植物区系的影响。
３．４ 色季拉山区药用植物资源功效较丰富

依据刘永新（２０１１）的分类方法，将色季拉山

药用种子植物资源的药效划分为 ２１ 类。 其中：清
热药最多，有 ２４９ 种，占总种数的 ３９．８４％；其次是

祛风湿药 ６６ 种，占总种数的 １０．５６％；第三位是补

虚药 ５７ 种，占总种数的 ９．１２％。 就每一个分布区

类型来说，其所含药用植物种类也分别具有较多

样的药用功效，如东亚分布型的 ２６３ 种药用植物，
按药效可分为清热药、祛风湿药、补虚药和活血化

瘀药等 １８ 类。 该山区内分布有许多药用价值高

的名贵药用植物，也有些被列入濒危保护的药用

植物，而在现实的需求下，如果不注重合理的开发

利用，多是对药用植物无计划地肆意采挖，加之在

特殊的高原自然环境下，许多药用植物是多年生，
生物量积累相对缓慢，遭到采集后恢复生长繁衍

周期较长。 此外，有很多植物的药用部位为全株

或根部，或者即使不是根部入药植物，采集者为了

方便，采集时亦多采取整株连根拔掉，导致对药用

植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种群数量出现急剧下降

的趋势。 因此，需要及时调整药用资源的利用方

式，如大力发展药用资源人工栽培繁育，逐步减少

直至杜绝直接采挖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使野生药

用植物资源能得到有效保护，重要高原特色药用

植物基因库能得以永续维持。

８１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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