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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特有植物 区系的特征和地理分布

(一 )广西特有植物的科
、

属
、

种构成

就迄今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

广西有维 管 束 植 物7 2 1 7种 ( 包括 种
一

卜 等 级 )
,

隶属于 2 8)

科 1 7 7 8 属 L ` ’ 。

其中特有 属10 个
,

它们是
:

辛 代: 属 ( 5 1、 勿
,

含 1 种
,

金 莲 木 科 )
,

异

裂菊属 ( H et er 。
川

e对 :
,

含 3 利
:

,

菊科 ) 和属于苦芭苔科的单座住苔 属 ( M et eb rl’ g gs 沁
,

含 2 种 )
,

回果芭苔属 ( G 夕 r o g y n e 含 i 科
:
)

,

瑶 山 首苔属 ( D a y a o s h a o i a
,

含 1 种 )
,

密叶花苔属 ( B 。石 P h y ?ll :阴
,

1 种 )
,

异片改苔属 ( 月 lI os it 夕阴 a ,

含 1 种 )
,

裂 檐 芭 苔 属

( 多c h i s l o l o b o s ,

含 i 种 )
,

长檐芭苔 属 ( D o l`e h o t o卿 a
,

含 i 币{
,
)

,

异裂芭苔属 ( P S e u d O

e h i r i 了a
,

含 i 种 )
。

特有 于!
,了店4个 ( 包括 1 又{{三利

: ,

8 2变利
,

和 8 变巧比)
,

隶属于 3 0 6 属
.

2 17科
,

。̀ I’ j
` 一

}j ti植物 I天系总种数沟 1 0
.

3 9石; 准特 了J
`

种 1 6 1个 ( 包括 4
`

}l三种 2 3变币}
`
和 1 变型 )

,

隶属于

1 0 2属
,

5 7科
,

;
叻

` 一

西植物区系总种数的 2
.

2 %
。

特有和准特 有
一

相加共 9 05 种 占 广 西植物区

系总种数的 1 2
.

5 %
。

( 二 ) 地 理 分 布

从地带性的角度看
,

广西的 9 05 种特有植物 ( 包括准特有
,

下 同 ) 中分布于 北 热带的有

:38 2种
,

占特有植物总种数的 3 7
.

13 % ; 分布于南亚热带的有 2 9 8种
,

占 3 8
.

0 1%
; 分布于中亚

热带的有 2 1 0种
,

占2 3
.

2 0 % , 无具体分布地点的有 1 5种
。

这表明广西的特有植物的地带性分

布 与广西植物区系的地带性是 以热带

—
亚热带分布为 主是一致的

。

山 于了` 西 齐地自然历 史和现代 自然条件的不同
,

人们经济活动程度的不同
,

对各地植物

右.I学研究的深浅不同
,

因而特有植物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

广
一

西的特有植物有如下 几个分布

甲
尹

心
,

它们恰 }合也是广 西植物区系比较密集的地区
:

( 1 ) 桂西南分布中心
,

包括龙州
、

宁

明
、

大新
、

靖西
、

那坡和扶绥部份一带的石灰岩山地
.

计有特有种 3 36 个
,

是典 型的古热带

成份
。

( 2 ) 桂南分布中心
,

包括十万大山
、

大古山
、

钦州地 区大部和博白县的南部
,

计有

4 (3个特有种
,

勺1 一分布中心一样是典型的古热带成份
,

了日含有一些 热 带

—
亚 热 带的种

类
。

以 {: 两个分布中心因其地理位置是广西最南
,

囚而是厂
`

西执带杭物的萃荟中心
。

在这两

个中心中具有相当多的区系特征性的特有植物
。

这 些特征性的特有 位物不但反映这两个中心

同属于古热带植物 区系这一性质
,

而月
.

也反映了这 两个中心土壤 华质 的 不 同
。

金果瓜馥木

( F `s : i s t i g m a e “ p r e o , i t e n s )
、

、

生: 思瓜敌木 ( F
.

s h a o g t: e e ,: : 。 )
、

J“ l了吓瓜馥木 ( F
.

左二 a n 夕
-

“ 。: n s若s )
、

木瓣瓜馥木 ( F
,

x 夕10 夕e t a l u 阴 )
、

瘦果琼楠 ( B e i l s e 几阴 i e d i a o u r i e a t a )
、

宁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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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 ( B
.

” f打 n g l in go n: 1 5 )
、

隐时 ;琼楠 ( B
.

o b: e or i泞 e :。 ia)
、 _

!:思琼楠 ( B
.

: h n ags ie ns蓄 ; )
、

{思本称烤 : ( }了。 n:。才 t` od e, d r o 、 s 儿a , 夕 s i e n s e )
、

毛加;嘉赐树 ( C a : e a r i a 口 Io o e r a t a )
、

矢豆

一

序天料才: ( I j o , , , a l f u m b r 。 。 ` s 。 p a l“ , , , )
、

才。}z、,卜天料木 ( B
.

o a b̀ a 。
f

o l i。 二 )
、

辛 、1 1
一

妇芝今 (仃
o p e a

c h` n e n s i、 )
、

)
`一 `

西藤黄 ( G a r e ` n i a k o a , 9 5`。 n s ` s )
、

尖叶藤黄 ( G
.

。 。 b f
a l e a t a ) 等户

:

于
一

{
·

万大 Ll[
、

大青山 一带
,

可视为桂南分布中心的特征种
。

桂西南分布中心是以喜钙的特有
,

植物

为特征乖{
, 。

例如
:

擎天树 ( P a r a : h o r e a e h i n e ” 5 1: 。 a r
.

k切 a n g : ` e n s `: )
、

金丝李 ( G a r e i耐 a

户a u e i儿 e r o i s )
、 , }才国澄 ]

` 一

花 ( 0 0 0 p h e a e h f ” e n s落s )
、

肥牛树 ( C e p h a l o功 a p p a s i n e 。 。`。 )
、

规木 ( B “ r r e t `o d o n d r o n h s i e n m 。 二 E x e e o t r o d e 月 d r o n h “ e n川 u
)

、

凹脉马兜铃 ( 月 r i s才0 10
-

e h i a `。 : 户r e s : i 。 。 r 。 i a )
、

弄岗通城虎 ( A
.

10 。 g g a , g e : : 15 ) 等
。

世界产 ! I,茶科金花茶组

( C a m e l l i a s e c t
.

C而r y s a n r几a C人a。 g ) 起至物已报 i亘白勺有 2 2种
,

卜仁中我 国 J办 2 0 尹}
: ,

浮导有 1 8

种
,

全部仅
; j

` 一

西 详 三。

金花茶组有两个分布中心
,

一 个在扶绥
,

另
一

个在夕附!佬
,

前
一

片有 7

种
,

后者有 9 种
“ ’ ,

防城亦有金花茶分石
J
一

。

这 也就是说桂西南
、

木炎南是金花茶的 分布中心
,

计有 1 7种
, :片我国金花茶特有种数的 94

.

连%
。

它们之中分布于石山的有 1 1种
,

分 布于
_

认妇的

有 6 种
。

因 此
, , l

丁以认为金花茶组植物是杜西南
、

比南两个分布中心 的 特 初 种
。

( 3 ) 桂

`! ,
、

桂东分布 l !卜白
,

包括 )
、 一

西 仁! !部
、

尔部的 J“ 大地 区而 以 九虑山
、

段明山为
!

{! 心 卜
。

卞分布

中心位
一

于南引
;

热带向中
_

、

}E热带的过渡地 区
,

是广少L!植物区系 f自核 心
’ ,

计有 1 5牙个特有种
,

其区系成份属 华南植物区系
`

“ ’ ` 了。

( 4 ) 仕北
、

桂东 比分布 } { ,心
,

包括越城岭
、

都庞岭
、

大

苗山
、

几万山等人山
,

计有 2 10 个特
一

育种
,

_

续基 水成 价属 `脚卜价物区系
, :尔含有

一

相当的华南植

物区系成份
。

( 污 ) 仕西
、

仕西 }匕分布 ; 1; 心
,

包括广西西 部 )1jJ }七部地区
,

以 川林
、

隆林
、

凌云
、

乐业
、

凤山
、

_

尔咬
、

河池等地为中心 计有 1 39 个特有种
, _

仁要是属滇黔桂 植 物区系

成份
、

( 三 ) 区 系 特 征

1
.

区系成份丰富
,

具有古老性和相对的年青性

J一西早古生代 一般为地槽阶段
。

一

早古生代末
,

晚古生代初广西普遍发生了强烈的加里东

运动
,

使广西地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结束了广西和相邻地区的早古生代地槽 沉积
,

形 成了

早古生代褶皱带和褶皱基底
。

这次运动
,

) 一泛地区并伴随有大量的花 岗六侵入
、

区域变质和

混合岩化作川
。

在加 甩东运动之后
,

进入了地台型沉积
。

加里东运动使广西的海水退出 ( 钦

州
、

玉林
.

地区除外 )
,

地层褶皱成山
,

形 成了桂北的越城岭
、

九万山
,

桂东的 大瑶山
,

桂东

南的云开 夕
、
山

,

桂中的大明山等
。

早泥盆世
,

海水 由西南方浸入广西
,

早 占生代地层褶皱形

成的基底构造控制了晚古生代的沉积环境和变化
,

如当时的越城岭
、

大瑶山
、

石开大山等地

区
,

地层褶皱为复背斜隆起区
,

地势较高
,

周围的海陆交替化 明显
,

沉积厚度较小
。

桂中地

区为复向斜
,

地势较低
,

为深海沉手(区
,

沉积厚度较大
。 r! , 三叠 世末

,

印支运动 汗始
,

广西

的海相沉积全部结束
。

中生代后期的燕山运动
,

使 )
` 一

西已形成的 仁要山 地
.

进 一 步 有岩 浆浸

人
,

继续抬升
。

从沉积建造特征看
,

j
` 一

西可分为两大沉积地区
,

山桂西南的靖西
、

德保县至

桂西的南月一带为过渡带
。

以西地区过渡为地台沉积相区
,

岩相稳定
,

以碳酸岩建造为主
。

以东地区为地槽沉积
, `
产古 ’

L几代地裸发有完全
,

以砂岩
、

贝岩为主的类复式建造为主
。

该地

区由于沉积环境的变化
,

不同地区的沉积特征不 同
。

如桂北位于江南古闭南缘 从元古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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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志留世连续沉积
,

下古生界厚度小
,

寒武纪
一

早期沉积了较多的炭质页岩
。

在桂东的大瑶 山

砚桂中的大明山一带
,

主要 分布为寒武系
,

夕于性为砂页 粉
,

夹 少量炭质
、

硅质
、

细砾石
。

在

桂南和桂东南地区
,

早古生代 地层沉积比较完全
, ’

赶性除砂
、

页岩外
,

页岩增多变厚
,

夹砂

砾岩层
,

志留系夹碳酸岩较多 t “ 了 。

在广西地区漫长的地史时期中
,

尽 管苍海桑田
、

气候更迁
,

但是广西植物区系则一直在

较稳定的境环下衍繁
、

发展
。

由于第四 纪冰川时期广西植物没有直接受到冰川 的 破 坏 性袭

击
,

因而孕育着丰富的植物区系
,

丰富的特有现象
。

如前所述
,

广西特有属 10 个
,

在全国仅

次于云南 ( 15 个 ) 仁’ ” 〕 ,

居第二位 ; 特有种9临个
,

可见其丰富程度
。

在这 些特 有 成份中含

有不少的孑遗成价
。

例如
:

第三纪 残遗植物银杉 ( C川八。 夕。 ar 口 y r o 夕八夕11 。 )
,

自 1 9 5 5 年被

发现于广西北部的花坪林区和 四川 南川金佛山林区以后
,

近年来相继在湖南西南的罗汉洞
,

尔南部罗霄 山脉的八而山
,

贵州北部的道真沙河林区和桐梓白著林区
.

四川金佛 山以南的百

枝山以 及广西中偏东的大瑶山等地被发现
” } 。

现知广西大瑶山是其分布的 南 界
。

起源古老的

山杆 属 ( K et eI o rl’ a ) 我国有 1 1种
,

其中 9 种为 我国特有
,

3 种为广西特有
,

占我国特有种
一

致的 i / 3
。

矩鳞油杉 ( K
、

0 6 10 : g 。 ) 分布于桂西的田阳
,

黄枝油衫 ( K
.

e a lC a r e a ) 分布

J
二

桂北 斤延伸至贵州
,

柔毛 油杉 ( K
.

户。 b es c 二 : ) 分布于桂北至湖南
。

从该 属 现 代地理分

布情况 来否
,

黔南
、

杜 比地区为该属种类投集中的
.

池方
,

形 成了该属的现代地 理 分 布 中心

, } 。

被子植物 也有不少的 产
,
’

老哎份
。

例如 : 单性木 狡嘱 ( K o er l’a ) 含 2 种
,

分 布
二

于东亚
、

、 ” 西特有 1 种
,

即细蕊术 竺 ( K
.

沁 tP 魏 tr io 胭 ! is ) 产罗城 j二万山
。

植栗属 ( 尸训 ie as 沁 ) 有

8 种
,

分布 于越南北部
、

云南和广西
。

广西特有 l 种
,

广西檀栗 ( 尸
,

畏二 a o g : `e 心沁 ) 产 龙

州
。

山茉莉属 ( H
“ 。 d朋 d or ” ) 有 5 种

,

分布于中南半岛和我国 西 南部
,

我国有 3 种
,

其中

)“ 西山茉莉 ( H
.

才。 脚 e 。 考0 5 。 。 ) 为广西特有
,

产大瑶山
。

细子龙属 ( 月。 e s `o d e n d r o n
) 有 3

种
,

分布于越南北部
、

我国海南及西南部
,

广西特有 2 种
,

即龙州细子龙 ( A
.

`。 et gr ` f ol `
-

.〕la 才u用 ) 和田林细子龙 ( A
.

才f e o
l f
o e ” s f。 ) 后者分布至贵州 南部

。

滇 桐 属 ( C
r a i夕泣a ) 仅 2

种
,

滇桐 ( C
.

y 。。 。 a o e : : f s ) 和桂滇桐 ( C
.

秃叨 a o g s i e ” 5 15 )
,

前者为广西和滇东南共同特有
,

后者为广西特有
,

产 田林
。

金莲木科 ( O
c 人。 a c e a e ) 是 古热带的残遗植物

,

只有 1 属即辛木

属
,

为广西特有属
,

近年来广东亦发现该属植物
。

山茶科也是比较古老的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

为科
,

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是它的分布巾心 ( 张宏达
,

1 9 81 )
。

该科在广西有丰富的种类
,

其中为广西特有的种类有 70 个
。

l
一

白茶属 ( C 。 切 eI 八a ) 是 比较原始的种系
,

我国南部及西南部

不仅是它的现代分布中心
,

也是它的起源中心 ( 张宏达
,

1 9 8 1 )
。

广西山 茶 属 植 物特有 50

种
,

占该属广西的种数 ( 约 75 种 ) 的 66 %
。

樟科琼楠属 ( B盯 l sc h m坛 d ia ) 国产 35 种
,

广西

沈 1时朴
,

其中 5 种为广西特有
,

绝大部份分布于桂西南热带地区
。

广西特有植物不但含有一定的古老成份
,

而且含有相当的进化的成份
。

由于广西处于多

个区系交汇的位置
,

而且无特有科
,

特有属也不算多 ( 按所 占 J
’ 一

西总属数的比例算 )
,

但是

却有9朽个特有种
,

隶属于 1 17 科
、

3 06 属
,

所含特有种较多 的 科 有
:

;少茂 苔 科 ( 含 12 属 74

冲 )
,

山 茶科 ( 7 属 7 0科
`
)

、

才仁鹃花科 ( 1 属 3 8种 )
、

苏麻科 ( 5 属 3 3乖{
,
)

、

竹亚科 ( 1 2属

32种 )
、

榨科 ( 7 属 2 9种 )
、

姜科 ( 4 属 2 9种 )
、

百合科 ( 苏属 2 5种 )
、

夹竹桃科 ( 1 0属2 2

种 )
、

茜草科 ( 8 属 21 种 )
、

蝶形 花科 ( 1 0属 2 0种
、

械树科 ( 1 属 18 种 )
、

野牡丹科 ( 7 属

仁7种 )
、

五加科 ( 4 属 2 5种 )
、

大载科 ( 7 属 1 4手!
,
)

、

报春花科 ( 1 属 1 3种 )
、

鼠李科 ( 5



西 才汽 物 9 卷

属 1 4种 )
、

才: 犀科 ( 6属12 种 )
。

虽然种的划分有一定的人为因素
,

但是有这样丰富的特有

杯汇物
,

丘雪淡 }lJJ 广西的柏物处于强烈的分化之 。{!
。

片趁苔科是泛热带分布的较大的 ;注步科
,

介
-

要 )伏
、

{ 我国华南和西南一带石灰丫{山地
,

据认为介梦件苔科的起源地石1演化中心
、

在泣东南一黔

南一杜西南热书川 J地
’ 了 { 。

广西 1 0个特 有 属
! }!

,

有 8 个是属于苦芭苔科
,

除单 座 芭 苔 属

( 万 el eb : 19那 i a) 含 2 种外
,

其余为单种属
,

很可能它们都是新的特有属
。

]
` 一

西 苦芭苔科特

有种7 4个
,

树各科之首位
。

半茹造苔属 ( lI
e o i boe

a
) 含 2 1种

,

均产 我 国
,

1 9种为我国特产

叭
,

广
。

西有 1 2种 ( 其 巾变种 2 )
,

其 中特有种 5 个 ( 其中变种 1 )
,

可见广西该属种类之丰

宫
,

而广西南部和西南部所在的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北部湾地区是木属分布区的最大变异中心
} “

`

“ ,

其特有的种类
,

既有原始的
,

也有进化的
。

圆唇芭苔属 ( G y or cll “ l。 : ) 是新特有属
,

有 3 种 2 变种
,

其 2 种和 1 变种为广西特有
。

冷杉属 ( 刃 b i es ) 是一个 起源古老的的属
,

我

国特有 1 9不中
,

J
` 一

西特有 2 利
` ,

即元宝山冷杉 ( 月
.

y o a o 6a o s h a n e o s i s ) 和 资源冷 杉 ( A
.

: `

乡`。 a : e n : i 、 ) 后者分布至湖南
。

广西的这两利
,

冷杉是川滇冷杉 ( 刀
.

f o , r e s t i i )
、
奋今杉 ( A

.

加b洲 )
、

一街比 争杉 ( 刀
.

d 。 l a 。 。厂 ) 向东形成间断的地理什代
“

是新特有种
` 。 1 ,

它们

分布的 海拔高冷 已降至 2 0 0 0米左丫
、 。

2
.

成份复杂
、

分布交错混杂

)
、 `

两
.

她跨 ! } ,亚热带
、

南亚热带和北热
… {
梦

,

而 月处于多个杭物区系 之
、 }

一

八。位 1介
.

匀} }
_

仁地形

复杂
、

了
I
一

义硬岩地形的 )
` 一

泛发有
,

!周而不 f以具有 仁宫的特
一

r丁柏物
,

向且
_

其区系成价 也很复杂
、

分布交错混杂
。

按其区系成价划分 广 U叮的 9 05 个特 自种 分 ,{ J
J
几

古热带北部乃 地 区 的有 3 82

个
.

分布
二

于泛
一

1匕极位物区 中国一 日 仁森 {下植 物 亚 1丈的 华: ! ,地区的有 1 5 0个
,

华 南 地 区的有

2 1 9个
,

衫每黔桂地 区的有 1 3 9个 ( 另外 1 5个特有种分布地点不详 )
。

分布于 化部夸 !也区的种类

以典型的热带种类为其特 征
,

有极强的热 冷性
。

例如
,

龙脑香科
,

广西特有 3 种 ( 隶属于 3

个属 )
,

I了{I片百! !卜上戈垒 ( 万 o P e a c 人i 、 e n s 艺“ )
、

广西 、 ,

了梅 ( 厂a t i e a g o a ” 夕* i e n : 若: )
、

擎 天树

( P a r a从 o r e a
以 i n e ” 5 15 V a r

.

k二 a n口 s ` e n s i s )
,

后 者 分 布至云南 仁“ : 。

藤 的科 !j一竹 子属

( C a r e f耐 a )
,

我国产 1 0种
,

J一西特有 3 种
,

它们是广西藤 公
;`

犷( G
.

儿二 a n 习“ i 。 。 5 1 5 )
、

尖叶

藤黄 ( ( ;
.

: 。 b了
。 cI at a ) 和金丝李 ( G

.

夕训 ic ” er “ 2’s )
,

后者和云南共有
。 一

): 风子科 L11桂花

属 ( B 。 。 : 川 t i o d o d r 。 : ) 原记录有 3 种
,

生产印度
、

东南亚和我国热带地 区
,

广西近 年 发现

i 种
, _

T几几勺才; 籁考: ( B
.

s h a n g s i e n s e )
。

姜科山姜属 ( 月 l户i o i a )
,

我国有 4 6不中
,
J
、 一

西有 2 2种
,

其 , }: 1 0为 )
`一

砰玩特了]
` .

1`}丁香姜 ( 1/
.

c o r ` a 。 〔 l r ` o d o r a ) 狄叶 z上]姜 ( 且
.

g r a , n `。￡f o
l`
。 ) 桂南山姜

( 刀
.

刀。 ` n a n o n : i : )
、
卞。,了西 。! J姜 ( 月

.

j `n 口二 i e n s i s )
、

多花山姜 ( 刀
.

力0 1夕 a : t h a )
、

矮 山姜

( 月
.

了; : 110 , z
、 ,

: 。, )
、 1

}穗 山姜 (月
.

: t r o b i l i f o r 宇,: i : )
、

光 陆卜球穗 山姜 又刀
.

: t r o b丁l i f
o r 才, , 1 5 v a r

,

g l a b r a )
、

}勺
卜

}̀ l } ! l 泣 (
·

健
.

b a 。 : b “ s i f
o l i a ) 和注穗 : I , 2

一

( 刀
.

夕i n n a n e n o i s ) 前 8 利
,

只分布于北

部湾地区
,

后两神 , }`
,

竹叶山姜还 见 于贵州 侧穗 山姜则只 产于大孺山
。

j
` 一

西
.

比部湾地区的

特有种中
,

除热带成份外还渗 人不少的热带一亚热带成价
。

如 天料 水崛 ( 11 。 二 al i 、 阴 ) 分

布于热带至亚热带地 区
,

我困有 12种
,

其中广西特有 2 种
,

短 件天 料术 (I I
.

b : 。 。 i : e夕。知巾 )

和柳叶天川
一

术 ( 11
.

: 。 bl’ ae f
o ilI 之二 ) 分别产于防城 和龙州

。

五加科少“ 布温带和热带地区
。

此

科广西特丫J
’

1 5种
.

叮! 3 属
,

卞地 区特有 1 0种 ( ’厂{ 3 属 )
。

术他汉还有一 些
、

止热带一温带成份
,

如杜鹃花忧 ( 刀h次10 d二d : 。 。 )
,

特有 7 种
,

大部份 )合 :

于海拔较高的地方
。

分布于华南 地区

的有 4 个特丫丁械 即辛木属 ( 与广东共介 )
,

孺 山芦井属
、

异裂位答属和异裂菊属
,

后两属
。五分布下什 ! ,叭何热带 沙 ! K ;

有 2 1 9个特有种
,

绝大部种世隶属 犷那 此 执 带一! { 执
·

班̀ : 分 布 的



3 J彭〕 庙益新等
: J

一

酉待有植物的研究 ( 纹元

属
,

亦即是华南植物区系的典型成份
。

如樟科有 6 属 12 种
,

山茶科有 9 属28 种
,

称猴桃科有

2 属 9 种
。

冬青科广西特有 14 种
,

分布于华南地区的有 8 种
。

以上所列举的都是华南植物区

系 的 特 征 科
,

其中的木本类型是华南植物区 系森林植被中主要的建群种类或 主 要 组 成种

炎
。

分布于华中地区的种类是一些 亚热带一温带的成份
。

如
,

械 属 ( 刀 ce
r ) 广西特有 19 种

,

分 布 于 本 地区的有 14 种
。

杜鹃花属广西特有 38 种
,

木地区有 3 0种
。

由于广西北部
,

东北部

位置偏北
,

海拔较高 ( 1 0 0 0一 2 0 0 0米 )
,

所以越往北
,

就含越多的华中区系成份
。

广西特产

均两种冷杉
,

仅分布于桂北
。

虎耳草科广西特有 3 种
,

全产于桂北
。

从
_

!二彻所列举的材料可

以吞出广西特有植物分布的南北之间的差异
,

越往南其热带性越显强烈
。

3
。

石灰岩山地的特有化发展

石灰岩山地在广西广泛分布
,

其面积占广西总面积的 近一半
,

主要集中分布于桂西南
、

注西和桂西北
。

石灰岩山地由于特殊的生境条件
,

如基质特殊
、

丹夜温差大
、

岩层漏水现象

“ 重
、

地表水缺乏
、

土层浅薄
、

山体陡峭
、

环境封闭等
,

起
一

J
一 种 “ 隔离

”
作川

。

了: 火宕山

地的 “ 隔离 ” 作用促进 了石灰岩山地植物区 系的特有化发展
。

那些比较能适应石灰岩山地生

境条件的植物
,

在石灰岩地区得以发展
、

分化
、

形成新的物种
。

义由于
“
隔离

’ 夕

作川
,

使得

相当一部份新形 成的物种局限于石灰岩地区
,

而不能或很难扩散到邻近的 山 匕区
,

这种现象

在苦芭苔科 中表现明显
,

该科主产于我国西南和华南的石灰岩山地
。

如前已述
,

广西 10 个特

有属中除辛木属和瑶山芭苔属外
,

其余 8
一

个芳范价科的属都是石灰岩山地的特有属
。

)
` 一

西苦

汽苔科有 74 个特有种
,

居广西各科之 首不方
,

绝 村韶 ;然
,

究其原因
, ,

于能石灰岩山地的 “ 隔离
”

乍用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

裤柱芭苔属 ( C h i : i at ) 有 1 20 多种
,

我国约有了7 种 ( 特有 65 种 )
,

匀西藏南部
、

广西
、

广东
、

台湾向北分布到四川东部
、

湖北西部及浙江西部
,

有约半数 ( 3 8

种 ) 分布于广西 〔 ` 2 〕 ,
一

其中21 种仅分布于石灰岩山地
。

苦首苔科各属的分布 中心和变异中心
一

卫多在石灰岩地区
。

吊石芭苔属 ( L y : i o n 。扭 : ) 的最大变异中心处在桂
、

滇
、

黔岩 溶 地 区

( 王文采
,

1 9 8 3 )
。

广西特有的菊科异裂 菊 属 ( H e 才。 r o P l e 二 f s ) 有 3 种
,

即 小 花 异 裂 菊

( 11
.

川 i e r o c e p h a
l a )

、

绢叶异裂菊 ( H
.

s e r i e o p h y l l
a ) 和异裂菊 ( H

.

。 。 r n o n f o i d
e s )

,

全部产于石灰岩石山
。

前二者产于阳朔
,

最后者产于龙州
。

亚麻科的青篱柴属 ( 几
:
lP’ t万 a

)

有 2 种
,

全产石灰岩山地
,

广西全产
,

其中米 念笆 ( T
.

o v
ol’ d ea ) 为广西特有

。

茜草科螺序

草属 ( SP 汁 a id cl i : )有13 种
,

我国产 12 种
,

广西产 8 种
,

其中 7 种为广西特有
,

产于石灰岩

山地
。

山茶科一般在石灰岩山地较为贫乏
,

但在石灰岩山地特有化发展却极其明显
。

特有的

18 种金花茶中有 1 3种产于石灰岩山地 仁“ 〕
。

广西特有植物中石灰岩山地 的专有种 ( E那 I。 : i 。 e )

种适宜种 ( P r e
j

e r e n t ) 11
一

有 2 5 9种
,

归 6 6不
泛

卜
,

1 2 2属
,

占广 西特有种数的 2 5
.

6%
。

如果把刃l̀

些随遇种 ( I n d l’f f er en t ) 也算人内的话
,

所 占的百分比会更高
。

三
、

广西特有植物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

桂南和桂西南 在本地区 内既有土山又包含有石灰岩山
。

本地区 南与越南东京地区相连
,

西与滇南相接
,

东南隔海与海南岛相望
,

处于热带北缘
,

气候温暖而较湿润
,

尤其是桂南
。

本地区在植物区系上属北部湾地区
。

中生代三叠纪印支运动以后
,

大部份成为相对稳定的陆

地
,

为植物的发展尤其是被子杭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环境条件
。

各种植物在这块古老的陆

地上生生 岔息
、

繁衍不已
,

形 戍 仁富繁复 的位物种类
。

衣地区西部即桂西南的石灰岩山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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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植 物 0卷

“ 隔离 ” 作用
,

加之人为 附胜不严重
,

位物帕 以
`

}:.存的森休环晓保右

化发展极其明显
,

孕育了丰宙的特有植物
。

位 」几滩
\

地 区稍偏西的寿岗

得相 价完好
,

因而特有

自然保七
,

I犬不l!印度支刀件
( 主要是东京地区 ) 两地 有

’

5了3属
,

加纂的 于}j似性指标为 8 8 % l “ 可见内 地 关系的密切
。共

本地区和越南北部两地共有的特有种不少
。

例如
,

友毛果拎 ( 方。 : 少。 、 。 g o t r i o h o
ca

r P a)
、

长尾窄 1, }
一

拎 ( E “ r 少 a : t e n o夕h少 l l a 、
,

a l: e a o d a r a )
、

斑
.

2仆锦香 r; ; ( 尸h少l l a g a t h : s : e o r P f o
-

角 夕r ; o i d e s )
、

肥牛树 ( C e P h a l o n ; a P夕a 、 i ,`。 n : : : )
、

毛银 }11
一

巴豆 ( C r o z〔 , ; : e 。 : e a r i l l o墓d ` s

/
o r阴

.

力了j、
) : “ : )

、

毛果鱼藤 ( D e r r f : e r i o c a r夕a )
、

夕旧跳了堆花 ( G o 。 : p ll o : t : 。 ,、 a l e p 一o d口。
)

等
。

吴征锰教授在《云南热带亚热带地 区植物区系研究的初步报告 》 ( 植物分类学报 6 ( 2 ) :

1 92
,

1 9 5 7 ) 中指出
:

东亚第三纪热带植物区系的迁移路 线 从 东 京一云 南 东部出发
,

其 中

一路则经 J一西
、

广东
、

海南向形成这一带分布较多的特有种
。

才;地区和海 南植 {}勿区系的联系

极为密切
。

弄 岗与海南共有5 3 4)2 喊
,

属的相似性指标为 8 1
.

7%
,

两地共有种 6峨7种
。

过去被认

为是海南特有属的海南锻 ( 万 a i n a o i a ) 不l一卷花丹 ( S c o r夕i o t h夕 r s u : ) 了卜:广西南六J̀有分布 仁` 3 J 。

广西发现有卷花丹 ( 5
.

二 a n i h o : r i e r u s ) 不r l
_

J几思卷花 J」
1

( 5
.

: h a o g s z e e o s i : )
_

,、亏
一

丁

行产十万大

山
,

为广西特有
。

本地区 和海南的联系还体现在两地共有的特有种 J
_ 。

两地共有的特有种有

3 0多个
, ’

自们是
:

单果阿 芳 ( 刀 IP加
n s e a o o n `〕夕夕 n a )

、

海南 J
` l叮芳 ( 刀

.

人a i o a : e n 。 `s )
、

肢

水暗罗 ( P o l夕a l r h i a 。 。 。 : o r a l i : )
、

宁每南手店罗 ( I
J

.

j a 、 i )
、

海南汉圣J
`

一
`

花 ( O r 之功人。 a h a i 。 a ” e 。 -

s f s )
、

长 {̀
·

} }
! }翻洲 : 健毛了 ( 了、 、 o l i r : e a o b l o o g i f

o l i a )
、

崖 楠 ( P h o e b e 夕。 `。 7: : i : )
、

海南风

吹楠 ( 万 o r : f i o ld i a 几a i : a ,: e 、 之 i 。 )
、

密花轮环藤 ( C 夕e l e a d o n s f f l
o ,

,

a )
、

海南轮环藤 ( C
.

h a i o a n e , 5 15 )
、

i每南 马兜铃 (
`

花r i : t o l o e h i a 八。 i ,: a n o n : 1 5 )
、

一

长书互L妇 }}: l比乏 ( 了丁e l i e i a 10 ” 9 1
-

p e t i o l a r a )
、 、每南红棍} ( 月 n 。 。 : 了。 a 人a i n a n o n : i : )

、

绿 },卜一l ]蜡土英 ( 百了a o o c 〔, r 力,、 。 : 夕 l o e : r r `:

v a r
.

v i r i d e : e e 。 : )
、

海南苹婆 ( S r e r e “ l i a 人a i n a : 。 n ; 1 5 )
,

喜光花 ( 月 e t o j , h ` l u 。 : e r r ` 11艺
a -

,: a )
、

全 n卜核实 ( D r 夕了, e 才e : i n t o g r i f
o l i a )

、

海 南 核 实 ( D
.

h a i n a n e 。 : i : )
、

粗齿野桐

( M
a l l o t u : g ,

·

o o s e d e n才a t u : )
、

海南血桐 ( M a e a r a n夕a h e小 s
l
e夕 a o a )

、

粉 fl卜负藤 ( D e r r i s

夕Ia
u e a )

、

海南拷 ( C a s t a n o夕 s i s h a i n a n e n s i s )
、

海南榕 ( F i c u : h a i n a n e n : 15 )
、

棱枝冬

青 ( I l e x a ;了g o l a t a )
、

海南杜鹃花 ( R h o d o d e ” d r o n h a公。 a n e n s e )
、

毛脉紫金牛 ( 月 r d i￡ i a

p u b i v e n u l a )
、

狭叶紫金牛 ( 月
.

f i l i f
o r 阴公s )

、

红杜仲藤 ( P a r a ba r i 。 。 c h u n i a n 、 。 : )
、

海

南李榄 ( L ”̀ o e i e r a 万人a f n a n e 。 5 15 )
、

小 T}卜球兰 ( 汀 。 夕a d a s 夕a n t h a )
、

海南水 I引花 ( A d `” a

h a ` n a n e ” s f s )
、

海南 吊石花芍 ( L y s i o n o r “ : h a i儿 a o e n s i s )
、

粉 叶 沿 阶 草 ( O夕h i o p o g o n

e
h`

n g ` 1 v a r
.

g l
a u e i f

o
l i

u s )
、

翅子藤 ( L o e s e n e r i e l l a o e r r ` l l i
a o a ) 等

,

这表明二者的联系

是相当紧密的
。

本地区和滇南的联系也是主要通过那些热带性很强的种属相联系的
。

例如
,

两地共同特有单种属长穗花属 ( S 才y r 。夕h yt o n)
。 `

卫大树 ( 尸ar as h o r e a c h万。 e 。 。 i 。 ) 产云南南

部
,

士专变种擎天树 ( P
.

c 人i n e 。 。 i : v a : : 几二 a n g : : e n : 15 ) 为两地共 l司特有
。

坡华属 (H
o P e a )

-

国产 4 矛1
, ,
了,

`

干南产 2 乖}
, ,

才又地区十 ) J少、 2 1一z
`

泣 i 种
,

另 1 乖卜一沈海南
。

还有舰 木 属 ( 百 % e e n才r o d e n -

d r o 。 )
、

t l ! j勺
一

J
二

属 ( G a r e i o i a )
、

力毛京桐属 ( D e u t二 i a n t人“ : )
、

桩 栗属 ( P a v i o a “ i a ) 等均

为两地共有
。

两地共有的特有种 仃
:

广西瓜馥木 ( F i “ : is t i少。 “ k叨 “ ”
gs ie 哪 i “ )

、

木 瓣瓜馥

木 ( F
.

x 夕10户e 才a l u 。 ; )
、

茸毛赤腿 ( T h l a d i a n t h a e o r d i f
o
l i

a
)

、

竹叶枷木 ( S c h i川 a b a m石“ 5 1-

f
o !` a )

、

人 [卜卜竹
’
l丁树 ( C a r a l l i a g a r e i 、 i a e

f
o l i a )

、

规木 ( B o r r e t i o d e o d r o o h s `e ” 阴“ 二

百 x e e 。了r o d e n d r o n h : i e , ,。 : u )
、

万千{边苹婆 ( S t e r c o l i a 力i n b i e n e n : 15 )
、

大仆 }桃 乃
、

; ( L o r o P e -

t a l “ , , , : u b C a z〕 i t a l “ ? ,: )
、

!王全边 ; ’ , {
`

{ ( C 夕
c l o白a Za n o了

, : : : 夕 a e h少10 , n a 、 a l
.

。 ; 。乙; 、 , ?: e ” ; 15 )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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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待有植物的研究 ( 续完 ) 20了

花胡颓子 ( l E a a eg ” 。 5g r ` f f` , h“ v a r
.

P a o e ` f l
o , a )

、

毛扁茹藤 ( P
r ` s , i m e r a s e才。 l

o s a )
、

大果木五加 ( D e o d r o P a o a 二 。 a e r o e a r P o s
)

、

药用萝芙木 ( R a 、 。 o
lf `

a o e r 考̀ e ` l l a考a

o f f ` e i o a
l`

s )
、

薄叶山橙 ( M
o l o d`。 “ s 才e ” 。 ` e a “ d a考“ s )

、

球穗山姜 ( A I夕̀
。 ` a s公r o b` l公f

o r -

。 15 )
、

华夏蒲桃 ( S y 之 y g ` u o e a r h a y e ” s 。 ) 等
。

桂中东 本地区包括桂中大明山和稍偏东的大瑶山等广大土山地区
,

区内零星分布一些

石灰岩石山
。

本地区东部与广东相连
,

植物区系属华南植物区系
。

三叠纪印支运动使本地区

大部分上升为陆地
,

以后经历了燕 山造山运动
,

进一步有岩浆侵入
,

继续抬升
。

随后的喜马拉

准运动和第四纪冰川的影响极轻
。

成为较为稳定的 陆地
。

本 地 区特 有 属 2 个
,

即辛木属

( S i n i a ) 仅含 i 种
,

合柱金莲木 ( S `
。 ` a r 人o d o l e “ e a

) 和广东共有
,

瑶山芭苔 属 ( D a 少a o
-

硒an ia ) , 本地区特种 1 59 个
。

本地区植物区系与粤西关系密切
。

据报道粤西黑石顶保护 区和

大瑶山林区两地共有科 1 40 个
,

共有属 4 94 个
,

属的相似性指标为 8 3
.

3 % [ “ 〕 ,
一

可见 两 地关系

之密切
。

本地区和粤西两地共有的特有种不少
,

主要是通过那些热带一亚热带分 布 的 成 份

韭行联系
。

主要种类如
:

瑶山金耳环 ( A s a r 。 。 i n s i g n e
)

、

山慈菇 ( A
.

: a g i t才a r i o i d e s )
、

六月石笔木 ( T
u 宕e h e r i a h e x a lo e “

l a
r i a )

、

华南绷;猴桃 ( A c t i n `d i a g l a o e o p h y l l a )
、

两广

称猴桃 ( A
.

Ii
a n g g u a o g e o s i s )

、

瑶山越桔 ( 厂a e e i n i u o y a o s 人a ” i c u 。 )
、

膜 叶娃儿藤 ( T夕10
-

夕h o r a 阴 e m b r a n a e e a )
、

异形玉叶金花 ( M
u : a e n d a a n o 阴 a l a )

、

广西玉叶金花 ( M
.

壳切 a
-

,夕s i e n s i s )
、

两广线叶爵床 ( R o s t e l l u l a r i a l i n e a r i j
o l i a )

、

偏穗姜 ( P l a g i o s r a c h夕5 a u s t r o
-

a i n e n s i s )
、

瑶山山槟榔 ( P i n a , o a : i n i i )
、

两广冬青 ( I l
e x a o s r r o 一。 i n e o s i s )

、

信 宜润

楠 ( M
a e h i l

u s 叨 a n夕 e h i a n a )
、

芳搞润楠 ( M
.

s a u v e o l e , s )
、

尖夸厚 皮香 ( T e r n s t r o e m i a

l u r e f l
o r a )

、

圆叶豺皮樟 ( L i r s e a r o r u o d i f o l i a )
、

广西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寿叨 a n a s i e n -

: 15 )
、

伞叶排草 ( L夕 s i m a c h `a 一r i e n r a l o 派d e s )
、

广西新 木姜 ( N e o
l i t

s e a k二。 ” 9 5 ` e n s i s )
、

抖脉暗罗 ( P o
l y

a l r h i a p l a g i o ” e u r a )
、

广西八角枫 ( 刀 l a n g i 。 解 k二 a n g s i e n s e
)

、

刺毛柏拉

才、 ( B l a s 一u s : e * u l o s u s
)

、

多花肥 肉草 ( F o r d i o P h少 t o ” 阴 。
It落f l

o r u m )
、

信宜杜鹃 ( R h o
-

d o d e n d r o n
f
a i r h a e )

、

多曹红山茶 ( C a 阴 e l l f
a 阴 u l t i p e r u la r a ) 等

。

桂北
、

桂东北 本地区位于南岭之南
,

东接广东
、

北面和湖南相邻
,

以连绵的山地为其

地貌特征
。

本地区大地构造上位于江南古陆边缘地区
,

岩层古老
、

成陆较早
,

主 要 由 寒武

纪
、

震旦纪的地层组成
。

印支
、

燕山
、

喜山运动之后成为现代的地貌
,

因而保存有不少孑遗

植物
。

如前面已提到过的古老属如银杉属
、

冷杉属
、

油杉属以及穗花杉属
、

铁杉属
、

红豆杉

属
、

建柏属在本地区都有分布
。

本地区是广西裸子植 物最丰富的地区
。

本地区植 物区系大体

上属华中植物区系的南缘
,

或华南一华中过渡地带
。

中西部和湘西南植物区系有着较密切的

关系
。

位于本地区的花坪林区和粤北乳源五指山两地共有科为 1 51 个
,

共有属 3 57 个
,

属的相

似性指标为 6 7
.

6 %
。

可见两地植物区系关的密切程度
。

本地区和广东北部共有的特有种主要

关
`
:

薄警海桐 ( P i r t o : p o r u 川 l e p 才o s e p a
l
。。 : )

、

小叶野海棠 ( B r a d i a 二 i e r o p h y l l
a )

、

岩谷

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 o ” r u p i口 a l l e c u
l
a t 。 1n )

、

流苏乌饭树 ( 犷a e e i n i u ,二 f i m b r i e a ly x )
、

充叶

树{ ( 月 e e r
l
u e i d u m )

、

疏花沿阶草 ( O p h i o夕0 9 0 , s p a r s i f l
o r u s )

、

小叶半枫荷 ( S e m i l f q
u ` -

d ` , m b a r c a才h a y e n s i s v a r
.

p a r o i f o l`
a
)

、

大叶蚊母树 ( D i s t y l i o m o a e r o p h y l l
u。 ) 等

。

与湘南
、

湘西南共有的特有种有
:

资源冷杉
、

柔 毛 油杉 ( K et e
l
e er l’a p u b e s c e n :

)
、

银杉
、

龙胜钓樟 ( L `
n d e r a l u n g s h e n g e , 5 15 ) 绿粤连蕊茶 ( C a川 e

l l`
a v i r i d i e a l y 二 )

、

隐 脉红山茶

( C
.

e r乡,

p t o n e u r a )
、

临桂石楠 ( P h o t i n i a c h i h s i n `a n a )
、

小 f}卜樟 f卜于械 ( 月 e o r c i n n a从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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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li o mv a r

.

脚 i c r o p h y l lo m)
、

湘桂新木姜子 ( N e o li i s e a h s 落a ng k切 e i e s n` : )
、

头巾杜鹃
、

( 左h o d o d e nd r o 。 。 i t r i f
o r , ,: a )

、

广福卞1: 月鸟 ( R
.

左二
, a n刀f

u e o s e )
、

厚 It }水j:鹃 ( R p a c h y
-

P h夕11。 。 )
、

岁汉松叶
l

石饭树 ( l
·

a c e i n i u 。 : 夕 o d o e a r户 o i d e u 。 )
、

苗山柿 ( D i o : p y r o : , ` a o -

s h a n f e a )
、

湘树书{
;
( I少

.

二 i u n口 g u i e n s i: )
、

疏 花帝菊 ( 尸。 r t介
, a e 《〕 r 介,m b o s a )

、

f ,
){尔

一

卜锦香
一

草

( P人夕 l l a g a t h i s 夕 l a 夕 i o P e t a l a )
、

}乙 l果猫;猴桃 ( 月 e t i o i d i a “ l o b o : a )
、

J包 劣 } i ! 怪夕过 路黄

( L y s : 阴 a e h i a 。 ` e l a o P夕 r o i d 。 : 、 a r
,

a 阴户l e 二 i e a o l i : ) 等
。 `

桂西
、

桂西北 术步也区西靠 : 训仃
、

两北与黔 南相接
,

处 于云贵高原向广 西 盯陕 ;生渡的梯

级斜坡地带
。

大地构造上属杨子台地与华南台块的西段毗邻
,

除 百色
、

隆林
、

西林
、

田东
、

凌云
、

乐业等地有少数土山 l
_

LI地外
,

止
一

七余为广人的石灰岩山地
。

由于地处东
、

P叮
、

南
、

北相

交错的地理位件
,

加 卜石灰岩山地的特有化发展 不但植物种类 仁富
,

而 门特有种类也多
,

计有 1 3 9种特有种
。

本地区植物区系属位黔桂植 物区 系
,

和 滇东南
、

南黔
、

黔东南有极密切 的

联系
。

据统计贵州南部的佑公滩植物区系
“
汀~ 西组

_

水河流域植物区系 ( 即 津
、
地区植物区系的

核心部价 ) 共有属 3 4 5个
,

属的相似性指标为 77 % ( 廖国胜
,

] 9 8 6 )
,

一

可见 两地 的 密切程度
。

本地区和滇东南
、

黔南
、

黔东南共有的特有 种属 不少
。

如
:

蒜 谈、 果属 ( M
o al 、 沁 )

、

茶条木

属 ( D el a v a y a )
、

金 凤 藤 比 ( D o l i c力。力。 za ] u
, n )

、

朱 全J
_

j告苔 ltJ落 ( C a l e a r e o b o o a )
、

滇桐属

( C , a ` g i a ) 等
。

利
,

类有
:

全 凤 藤 ( D o l i 。 h o夕 e t a l u 。 凡: 。 a n月 s ` e 。 : i :
,

丰干
、

黔 )
、

蒜头 果

( M
a
l
a o i a o l e i f

e r a )
、

茶条 牛
、

(刀。 l a o a 介a t o r o 。 a r 力a )
、

十! ;真桐 ( C r a i g i a 人
: 、 a n 夕: i e n s :̀ )

、

朱红首苔 ( C a l。 a r e o b o e a e o 。 e i 。 e 。 )
、

细 口}
1

; 、 }幸松 ( 尸i o u ; 夕 u o n a n e o s i : v o r
.

t e o u i j
o l i a )

、

葫芦 `11
一

马 兜铃 (刁 r i s t o l o e h i o c 、 e “ r b i r o i d e : 、 、

殊砂住 (
了

J
、

了2: b e r o : a )
、 !`七l日仁已果 藤 ( C a P P a r , “

e h派。夕i a o a ,

桂
、

滇 )
、

桂楠 ( P h o e b e k二 ( , n g : i e , ,: i “
,

丰l
一 、

黔 )
、

米稿 ( C i n n a 0 0 0 u , n 州云夕口
,

桂
, 、汽 )

、

岩摊 ( C
.

s a % a t i l e
,

卞L
、

滇 )
、

屏过之卞! ( C
.

P i o g b i e n e o s e )
、

J
’ 一

西茶 ( C a 协 e
l l`

a

k叨 a n夕s i e 。 : 15
,

桂
、

滇 )
、

五室茶 ( C
.

g “ i柳 u e l o e 、 l a r i s
.

粗
、

滇 )
、

毛丝连蕊茶 ( C
.

才r f
-

e h a ” d r a
,

桂
、

滇 )
、

密花翔;猴桃 ( A e t f n f d `a r u
f
o t r f e h a v a r

.

9 10 巾e r a t a
,

羊仁
、

黔 )
、

殊 毛

水冬哥 ( S a u r a u i a o i n i a r a
,

卞l
、

i ,“ )
、

聚 枣{{
于

水 东 哥 ( 5
.

才h夕 r : `f l o ,
·

a )
、

;
`

汇立 锦 香了扩
,

( P h夕l l a g a t h i : e r o e t a
,

布{:
、

了姿
`

冬)
、

小花
, , }

一

)戊乡!
_

( P
.

f o r d i f v a r
.

” ,落c r a o l h a ,

水!:
、

黔 )
、

长

梗崖豆藤 ( M I l l e 才i a l o n 夕i P o d 。 n c o l a t a )
、

} l {林细子 龙 ( A 。 : e s ￡o d e n d r o n 君i e n l i n 。 粉 5 15
,

桂
、

黔 )
,

黔桂械 ( 月 e e r e人1n g i i
,

水}
、

黔 )
、

J
“ 一 `

西掌叶树 ( B r a s s a i o p s ` s 几二 a n g : i e n s `s
,

桂
、

黔 )
、

尖苞柏那参 ( B
.

“ P i n i b r a e 才e a t a
,

主l互
、

黔 )
、

月长果木五加 ( D e n d r o p a o a 、 i n f l时
。 。 ,

桂
、

黔 )
、

毛帘子藤 ( P o t t s i a p u 6 e s e e o s )
、

黄花恋岩 花 ( E e h i n a e a n t h u 、 f l a 砂汀 l o r 。 。 ,

桂
、

黔 )
、

毛冠唇花 ( M i e r o r o o n a 明 0 1115 )
、

近穗状冠唇花 ( M
.

s 。 b s p i e a r a ) 等
。

特有现象在认 识不同植物区系以及亦在于决 定或表明其 区系特有的 程 脸
_

r } , 是特别有川

的 〔 ` ” 1 。

我们是抱 沂这种的 目的对广西植物区系的特有现象加以研究的
,

显然这是一个极为

初步的研究报告
。

山于受到周围地区植物区系资料 I沟限制和我们对植物区系 理 论 的认识钓

限
,

员然尽
一

r 报大的努力
,

但我们所列出的特有属
、

特有种
、

准特有种恐亦难于保证百分之

百的准确
,

说是打{对的
、

旧山
、

水
_

之如能对研究广西植物区 系有所神益
,

汉
一

起到抛砖弓!
一

}匕乙匕曰曰
I、!

J\

的作 川 则作者的心愿已足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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