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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广布于除两极和极端沙漠地区外的各种陆地生态系统ꎬ包括 ５ 个亚科 ８００
多属 ２８ ０００ 多种ꎮ 东南亚地区兰科植物种数约占世界的 １ / ３ꎬ是兰科植物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ꎮ 通过
查阅文献及书籍等资料ꎬ该文系统整理了东南亚兰科植物物种种类及其扩散演化历史ꎬ并对其生活习性和
传粉系统进行了归类ꎮ 结果表明:(１)东南亚兰科植物 ８ ８５５ 种ꎬ分属 ５ 亚科 １７ 族 ２６ 亚族 ２４０ 属ꎻ(２)主要
生活型为附生的有 １２７ 属 ６ ０００ 种以上ꎬ地生 ９７ 属 ２ ０００ 种以上ꎬ腐生 １３ 属约 １００ 种ꎬ藤本 ４ 属 ４０ 余种ꎻ
(３)根据整理出的东南亚 ７９ 个属的兰科植物传粉系统发现ꎬ有 ４４ 个属含有自动自交的物种ꎬ具报酬物的传
粉系统有花粉(仅见于拟兰亚科)、芳香类物质(仅见于香荚兰亚科)和花蜜(５ 个亚科均有)等报酬物类型ꎮ
欺骗性传粉系统广泛存在于各个亚科ꎬ包括食源性欺骗、性拟态、繁殖地拟态和信息素拟态等类型ꎮ 东南亚
兰科植物在物种、生活习性及传粉系统都展现出极高的多样性ꎬ对这些生物学特点的总结将为兰科植物的
保育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本底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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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广布于除两极和极端
沙漠地区外的各种陆地生态系统ꎬ是被子植物中与
菊科并列的最大科ꎬ有 ８００ 多属 ２８ ０００ 多种ꎬ约占
世界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１０％(Ｊｏｐｐ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目前的研究显示ꎬ兰科植物可能起源于早白垩纪的
澳大利亚地区ꎬ此时非洲、印度和马达加斯加已与
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分离ꎬ而澳大利亚和南美洲通过
南极洲相连 (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６)ꎮ 约 ９０
Ｍｙａ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时ꎬ兰科植物从澳大利亚地
区穿越南极洲向新热带区扩散ꎬ逐渐分化出五个亚
科ꎬ包括拟兰亚科 (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ｏｉｄｅａｅ)、香荚兰亚科
(Ｖａｎｉｌｌｏｉｄｅａｅ)、杓兰亚科(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ｏｉｄｅａｅ)、兰亚科
( Ｏｒｃｈ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 和 树 兰 亚 科 (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 )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三大热带雨林分布区之一
和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ꎬ以约占全球陆地
５％的面积分布着全球 ２０％ ~ ２５％ 的高等植物
(Ｂｒｏｏｋ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Ｂｕｅｒｋ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东南亚
地区兰科植物预计超过 １０ ０００ 种ꎬ约占世界兰科植
物的 １ / ３ꎬ是世界上兰科植物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ꎮ
现有研究显示ꎬ历史上兰科植物的长距离扩散速率
相对其他植物类群较低ꎬ从而限制了物种在跨洋大
洲间的基因交流ꎬ加剧了物种在独立大陆板块内的
分化(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复杂的地质历
史ꎬ如大陆板块碰撞和连接、陆地隆起形成高山、火
山喷发、海平面的反复波动等条件下ꎬ加剧了这一
区域物种分化和多样性的提高 (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Ｇ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５ )ꎮ 此外ꎬ兰科植物多
样的 花 部 特 征 和 传 粉 系 统 ( Ｃｏｚｚｏｌｉｎｏꎬ ２００５ꎻ
Ｓｃｈｉｅｓｔ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Ｒａｍíｒｅ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附生习性及与
之相关的景天酸代谢途径(ＣＡＭꎬ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ｎ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ｐａｔｈｗａｙ ) ( Ｇｒａｖｅｎｄｅ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Ｓｉｌｖｅ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等ꎬ都被认为驱动了兰科植物的
物种形成和分化ꎮ 因此ꎬ对东南亚地区兰科植物的
物种多样性、生活习性及其传粉系统方面的总结有
助于了解这一地区兰科植物的特点ꎬ对于兰科植物
的保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ꎮ

根据地块历史及植物区系属性ꎬ东南亚地区包
括以下 ４ 大区域(谭珂等ꎬ ２０２０)ꎮ (１)印度－缅甸
区:主要包括中南半岛、海南岛、云南南部、广西西
南部及广东南部沿海ꎻ(２)巽他区:主要包括马来半
岛、婆罗洲、苏门答腊岛等ꎻ(３)华莱士区:主要由苏
拉威西岛、爪哇岛、小巽他群岛、马鲁古群岛等组
成ꎻ(４)菲律宾群岛:包括吕宋岛、米沙鄢和棉兰岛

等７ ０００多个大小岛屿ꎮ 该文根据 Ｋｅｗ Ｇａｒｄｅｎ 的世
界植 物 名 录 (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ｃｓ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ｅｗ. ｏｒｇ / )公布的兰
科植物物种数及分布信息ꎬ 以及 ＧＢＩＦ (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ｂｉｆ.
ｏｒｇ / )收集兰科植物的分布地点信息ꎬ并查阅书籍或
文献 ( Ｐｒｉｄｇｅ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７ꎬ １９９９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０１４ꎻ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Ｃｈａｓ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６ꎻ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Ｇｒｏｕｐ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获取兰科的分类系统、
物种多样性和物种系统发育位置ꎬ对东南亚区域内
的兰科植物名录进行整理和分析ꎬ并对其生活习性
和传粉生物学进行概述ꎮ 兰科植物的起源由于缺
乏化石证据ꎬ不同作者基于不同的证据ꎬ在起源时
间和地点等方面都有不同观点ꎬ为保证统一性ꎬ本
文采用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６)的研究成果作为
科属之间的起源断代参考ꎮ

１　 东南亚兰科植物起源及其多样性

本文共整理出东南亚兰科植物 ８ ８５５ 种ꎬ分属
５ 亚科 １７ 族 ２６ 亚族 ２４０ 属ꎮ 东南亚地区的兰科
植物表现出极强的地域特有性ꎬ有 １１８ 个属下所
有种在东南亚地区均有分布ꎬ有 １９７ 属的种类占
全球分布种数在 ５０％以上(表 １)ꎮ
１.１ 拟兰亚科(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ｏｉｄｅａｅ)

拟兰亚科是兰科的基部类群ꎬ９０ Ｍｙａ 时最早
于澳大利亚地区从兰科祖先类群中分化出来ꎮ 在
２５ Ｍｙａ 时ꎬ由澳大利亚通过新几内亚并穿过华莱
士线到达东南亚地区(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是世界拟兰亚科的分布多样性中心ꎬ有 ２
属 １４ 种ꎬ主要分布于婆罗洲中部和北部、中南半
岛西部、马来半岛南部和苏门答腊岛ꎮ

该亚科全球分布有 ２ 属 １７ 种ꎬ主要分布于东
南亚、日本和澳大利亚北部的湿润地区ꎮ 其中拟
兰属 (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ａ) 世界分布有 ８ 种ꎬ除深圳拟兰
(Ａ.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ｉｃａ)和 Ａ. ｆｏｇａｎｇｉｃａ 外ꎬ其余 ６ 种在东
南亚地区均有分布ꎻ三蕊兰属(Ｎｅｕｗｉｅｄｉａ)世界分
布 ９ 种ꎬ除麻栗坡三蕊兰(Ｎ. ｍａｌｉｐｏｅｎｓｉｓ)外ꎬ其余
８ 种在东南亚均有分布(表 １)ꎮ
１.２ 香荚兰亚科(Ｖａｎｉｌｌｏｉｄｅａｅ)

香荚兰亚科起源于 ８４ Ｍｙａ 时的新热带区ꎬ其
下的朱兰族( Ｐｏｇｏｎｉｅａｅ)于 ４４ Ｍｙａ 从新热带区向
北美洲扩散ꎬ分化出 Ｃｌｅｉｓｔｅｓｉｏｐｓｉｓ、Ｉｓｏｔｒｉａ 和朱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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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ｇｏｎｉａ)ꎬ随后这些类群于 １１ Ｍｙａ 向欧亚大陆扩
散ꎻ本亚科香荚兰族( Ｖａｎｉｌｌｅａｅ)自新热带区起源
后ꎬ于 ６４ ~ ５９ Ｍｙａ 通过长距离扩散穿越太平洋到
达新 喀 里 多 尼 亚ꎬ 分 化 出 Ｃｌｅｍａｔｅｐｉｓｔｅｐｈｉｕｍ 和
Ｅｒｉａｘｉｓꎻ 而 Ｐｓｅｕｄｏｖａｎｉｌｌａ 和肉果兰属(Ｃｙｒｔｏｓｉａ)于
６１ Ｍｙａ 从新热带区长距离扩散至澳大利亚和东南
亚地区ꎻ随后ꎬ肉果兰属进一步扩散到东亚地区ꎬ
Ｐｓｅｕｄｏｖａｎｉｌｌａ 又于 ３１ ~ ６ Ｍｙａ 扩散至波纳佩和斐济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香荚兰属( Ｖａｎｉｌｌａ)于 ６１
Ｍｙａ 自新热带区分化形成ꎬ于 ２６ ~ １８ Ｍｙａ 扩散至
非洲ꎬ于 １３ Ｍｙａ 自非洲扩散至印度洋区域又于
１２ ~ ４ Ｍｙａ 自 新 热 带 区 扩 散 至 加 勒 比 海 区 域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是世界香荚兰亚科分布中心之一ꎬ共
有 ２ 族 ７ 属 ５９ 种(表 １)ꎬ主要分布在马来半岛、婆
罗洲北部和菲律宾中部ꎮ
１.３ 杓兰亚科(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ｏｉｄｅａｅ)

杓 兰 亚 科 包 括 ５ 属ꎬ 包 括 杓 兰 属
(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 兜 兰 属 (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
Ｍｅｘｉｐｅｄｉｕｍ、Ｐｈｒａｇｍｉｐｅｄｉｕｍ 和 Ｓｅｌｅｎｉｐｅｄｉｕｍꎮ 该 亚
科物种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温带至热带地区及
南北美洲地区ꎬ其中杓兰属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
温带和亚热带地区ꎬ有些种类延伸到北美热带地
区ꎻＭｅｘｉｐｅｄｉｕｍ、 Ｐｈｒａｇｍｉｐｅｄｉｕｍ 和 Ｓｅｌｅｎｉｐｅｄｉｕｍ 则
主要集中在新热带区ꎻ兜兰属主要集中在旧热
带区ꎮ

目前的研究表明ꎬ大陆分裂及随后的冰期气
候变冷导致了该亚科物种的不连续分布ꎬ杓兰属
是该亚科的基部类群ꎬ于 ７６ Ｍｙａ 左右在新热带区
分化形成并长距离扩散至欧亚大陆ꎬ少量到达东
南亚ꎬ随后又扩散返回北美洲数次ꎮ Ｓｅｌｅｎｉｐｅｄｉｕｍ、
Ｐｈｒａｇｍｉｐｅｄｉｕｍ 和 Ｍｅｘｉｐｅｄｉｕｍ、分别于约 ３１、２８、２１
Ｍｙａ 分化形成ꎮ 兜兰属于 ４６ Ｍｙａ 经历了长距离扩
散ꎬ可能的扩散路线为新热带区—穿越白令陆
桥—东亚—东南亚ꎬ并在东南亚地区分化出众多
种类(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杓兰亚科有 ２ 属ꎬ包括兜兰属和杓兰属ꎮ
兜兰属世界分布有 １３０ 多种ꎬ东南亚是兜兰属的世
界多样性中心ꎬ有 １１６ 种ꎬ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部至
越南中部、婆罗洲中部和菲律宾中部ꎮ 杓兰属全球
分布有 ５１ 种ꎬ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和亚高山带至
美洲中部ꎬ东南亚分布仅 ４ 种(表 １)ꎮ
１.４ 兰亚科(Ｏｒｃｈ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兰亚科是兰科中物种数量仅次于树兰亚科的
类群ꎬ于 ６４ Ｍｙａ 在新热带区与树兰亚科分化开来ꎬ
包 括 银 钟 兰 族 ( Ｃｏｄｏｎｏｒｃｈｉｄｅａｅ )、 盔 唇 兰 族
(Ｃｒａｎｉｃｈｉｄｅａｅ)、双尾兰族(Ｄｉｕｒｉｄｅａｅ)和红门兰族
(Ｏｒｃｈｉｄｅａｅ)ꎮ 该亚科中的兰族沿新热带区—非
洲—欧亚大陆的路线扩散ꎬ最后到达日本和北美
洲ꎻ银钟兰族仅在南美洲分布ꎻ双尾兰族沿新热带

区—澳大利亚—东南亚、新西兰和新喀里多尼亚
的路线扩散ꎻ盔唇兰族的物种主要在新热带区分
化形成ꎬ一部分扩散至北美地区ꎬ如盔唇兰属
(Ｃｒａｎｉｃｈｉｓ)和绶草属(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ꎬ另一部分向澳
大利亚和太平洋区域扩散ꎬ如 Ｐａｃｈｙｐｌｅｃｔｒｏｎ、翅柱
兰属 (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及它们的近缘类群 (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分布有兰亚科共 ３ 族 １２ 亚族 ５３ 属
８２４ 种(表 １)ꎮ
１.４.１ 盔唇兰族(Ｃｒａｎｉｃｈｉｄｅａｅ) 　 含 ３ 个亚族ꎬ２８
属 ３９５ 种ꎮ ①斑叶兰亚族 ( Ｇｏｏｄｙｅｒｉｎａｅ)ꎬ ２５ 属
３８１ 种ꎬ 包 括 斑 叶 兰 属 (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 线 柱 兰 属
(Ｚｅｕｘｉｎｅ)、 齿 唇 兰 属 ( Ｏｄｏｎ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二 尾 兰 属
(Ｖｒｙｄａｇｚｙｎｅａ)、金线兰属 (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叉柱兰
属(Ｃｈｅｉｒｏｓｔｙｌｉｓ)、菱兰属 ( Ｒｈｏｍｂｏｄａ)、钳唇兰属
(Ｅｒｙｔｈｒｏｄｅｓ)、 鳔 唇 兰 属 ( Ｃｙｓｔｏｒｃｈｉｓ)、 翻 唇 兰 属
(Ｈｅｔａｅｒｉａ)等ꎮ ②翅柱兰亚族(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ｌｉｄｉｎａｅ)ꎬ仅
含 翅 柱 兰 属 (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 ８ 种ꎮ ③ 绶 草 亚 族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ｉｎａｅ)ꎬ仅含绶草属(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和肥根兰
属(Ｐｅｌｅｘｉａ)２ 属 ６ 种ꎮ
１.４.２ 双尾兰族(Ｄｉｕｒｉｄｅａｅ) 　 含 ７ 个亚族ꎬ９ 属 １３８
种ꎮ ①针花兰亚族(Ａｃｉａｎｔｈｉｎａｅ)ꎬ２ 属 １０５ 种ꎮ ②
裂 缘 兰 亚 族 ( Ｃａｌａｄｅｎｉｉｎａｅ )ꎬ 仅 含 裂 缘 兰 属
(Ｃａｌａｄｅｎｉａ)２ 种ꎮ ③隐柱兰亚族(Ｃｒｙｐｔｏｓｔｙｌｉｄｉｎａｅ)ꎬ
仅含隐柱兰属(Ｃｒｙｐｔｏｓｔｙｌｉｓ) １９ 种ꎮ ④双尾兰亚族
(Ｄｉｕｒｉｄｉｎａｅ)ꎬ仅含双尾兰属(Ｄｉｕｒｉｓ) １ 种ꎮ ⑤槌唇
兰亚族(Ｄｒａｋａｅｉｎａｅ)ꎬ仅含 Ａｒｔｈ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３ 种ꎮ ⑥葱叶
兰亚族(Ｐｒａｓ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ꎬ仅含葱叶兰属(Ｍｉｃｒｏｔｉｓ) ２
种ꎮ ⑦太阳兰亚族(Ｔｈｅｌｙｍｉｔｒｉｎａｅ)ꎬ仅 Ｔｈｅｌｙｍｉｔｒａ 和
胡须兰属(Ｃａｌｏｃｈｉｌｕｓ)共 ４ 种ꎮ
１.４.３ 红门兰族(Ｏｒｃｈｉｄｅａｅ) 　 含 ２ 个亚族ꎬ１６ 属
３０６ 种ꎮ ①凤仙兰亚族(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ｉｎａｅ)ꎬ仅含双袋
兰属(Ｄｉｓｐｅｒｉｓ)１ 种ꎮ ②红门兰亚族(Ｏｒｃｈｉｄｉｎａｅ)ꎬ
１５ 属 ３０５ 种ꎬ包括玉凤花属(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阔蕊兰
属(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舌唇兰属(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苞叶兰属
(Ｂｒａｃｈｙｃｏｒｙｔｈｉｓ)、角盘兰属(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等ꎮ
１.５ 树兰亚科(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

树兰亚科是兰科中的最大亚科ꎬ与兰亚科于
６４ Ｍｙａ 时 分 化 形 成ꎮ 基 部 类 群 鸟 巢 兰 族
(Ｎｅｏｔｔｉｅａｅ)最先从新热带区扩散至欧亚大陆、东南
亚和北美洲ꎬ目前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温带和亚
热带 地 区ꎬ 个 别 种 类 扩 散 到 热 带 高 山 地 区
(Ｐｒｉｄｇｅ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Ｚｈｏｕ ＆
Ｊｉｎꎬ ２０１８ )ꎮ 箬 叶 兰 族 ( Ｓｏｂｒａｌｉｅａｅ )、 垂 帽 兰 族
( Ｔｒｉｐｈｏｒｅａｅ )、 竹 茎 兰 族 ( Ｔｒｏｐｉｄｅａｅ )、 芋 兰 族
(Ｎｅｒｖｉｌｅａｅ)也由祖先类群从新热带区长距离扩散
至 东 南 亚 地 区 分 化 形 成ꎮ 现 存 的 树 兰 族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ｅａｅ)的大部分类群均为祖先类群于 ３０
Ｍｙａ 从东南亚回迁至新热带区后逐渐分化形成ꎬ
包括布袋兰亚族( Ｃａｌｙｐｓｉｎａｅ)的 Ｃｏｅｌｉａ、禾叶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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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Ａｇｒｏ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拟白及亚族(Ｂｌｅｔｉｉｎａｅ)、蕾丽
兰亚族(Ｌａｅｌｉｉｎａｅ)、腋花兰亚族(Ｐｌｅｕｒｏｔｈａｌｌｉｄｉｎａｅ)、
蔺叶 兰 亚 族 ( Ｐｏｎｅｒｉｎａｅ ) 及 不 包 括 兰 亚 族
(Ｃｙｍｂｉｄｉｎａｅ)外的兰族( Ｃｙｍｂｉｄｅａｅ)类群ꎻ而兰亚
族一枝于 １７ Ｍｙａ 时从东南亚开始扩散ꎬ分别到达
澳大利亚、太平洋海域和欧亚大陆地区ꎻ禾叶兰亚
族(Ａｇｒｏ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中的 Ｅａｒｉｎａ 于 ３０ Ｍｙａ 从东南
亚扩散至太平洋区域ꎻ布袋兰亚族中的大部分类
群于 ３２ Ｍｙａ 扩散至北美洲地区ꎬ随后从北美洲扩
散回 欧 亚 大 陆 和 东 南 亚 地 区 (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龙嘴兰族(Ａｒｅｔｈｕｓｅａｅ)于 １５ Ｍｙａ 从东南
亚长距离扩散至北美洲ꎬ随后又扩散回东南亚地
区ꎮ 万 代 兰 族 ( Ｖａｎｄｅａｅ ) 中 的 彗 星 兰 亚 族
(Ａｎｇｒａｅｃｉｎａｅ)是由祖先类群于 ２１ Ｍｙａ 从东南亚长
距离扩散类群至非洲分化而形成(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ꎮ 吻 兰 族 ( Ｃｏｌｌａｂｉｅａｅ )、 柄 唇 兰 族
(Ｐｏｄｏｃｈｉｌｅａｅ)、沼兰族(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中的石斛亚族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ｉｎａｅ)也发生过多次较长距离的扩散ꎬ从
东南亚扩散至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海域(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树兰亚科共 １２ 族 １４ 亚族 １７６ 属７ ８３８
种(表 １)ꎮ
１.５.１ 鸟 巢 兰 族 ( Ｎｅｏｔｔｉｅａｅ ) 　 含 无 叶 兰 属
( Ａｐｈｙｌｌｏｒｃｈｉｓ )、 鸟 巢 兰 属 ( Ｎｅｏｔｔｉａ )、 头 蕊 兰 属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和 火 烧 兰 属 (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共 ４ 属
３２ 种ꎮ
１.５.２ 竹 茎 兰 族 ( Ｔｒｏｐｉｄｉｅａｅ ) 　 含 竹 茎 兰 属
(Ｔｒｏｐｉｄｉａ)、管花兰属 ( Ｃｏｒｙｍｂｏｒｋｉｓ) 和甜薯兰属
(Ｋａｌｉｍａｎｔａｎｏｒｃｈｉｓ)共 ３ 属 ２４ 种ꎮ
１.５.３ 天 麻 族 (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ｅａｅ ) 　 含 天 麻 属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双唇兰属 (Ｄｉｄｙｍｏｐｌｅｘｉｓ)、锚柱兰属
(Ｄｉｄｙｍｏｐｌｅｘｉｅｌｌａ)和拟锚柱兰属(Ｄｉｄｙｍｏｐｌｅｘｉｏｐｓｉｓ)
共 ４ 属 ５４ 种ꎮ
１.５.４ 芋兰族 (Ｎｅｒｖｉｌｉｅａｅ) 　 含 ２ 个亚族ꎬ３ 属 ３８
种ꎮ 包括①芋兰亚族 ( Ｎｅｒｖｉｌｉｉｎａｅ):仅含芋兰属
(Ｎｅｒｖｉｌｉａ)３５ 种ꎮ ②虎舌兰亚族( Ｅｐｉｐｏｇｉｉｎａｅ):虎
舌兰属(Ｅｐｉｐｏｇｉｕｍ)和肉药兰属( Ｓｔｅｒｅｏｓａｎｄｒａ)共 ２
属 ３ 种ꎮ
１.５. ５ 泰 兰 族 ( Ｔｈａｉｅａｅ) 　 仅 含 单 种 属 泰 兰 属
(Ｔｈａｉａ)１ 种ꎮ
１.５.６ 龙嘴兰族 (Ａｒｅｔｈｕｓｅａｅ) 　 含①龙嘴兰亚族
(Ａｒｅｔｈｕｓｉｎａｅ):包括筒瓣兰属( Ａｎｔｈｏｇｏｎｉｕｍ)和竹
叶兰属 (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 共 ２ 属 ２ 种ꎮ ②贝母兰亚族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ｉｎａｅ):包括足柱兰属(Ｄｅｎｄｒｏｃｈｉｌｕｍ)、贝
母兰属(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ｅ)种、球序兰属(Ｇｌｏｍｅｒａ)、石仙
桃属(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Ｃｈｅｌｏｎｉｓｔｅｌｅ 等共 ２２ 属 ７６４ 种ꎮ
１.５.７ 沼兰族 (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 　 含 ２ 个亚族ꎬ１０ 属
３ ６９１种ꎮ ①石斛亚族(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ｉｎａｅ):包括兰科中
最大的两个属ꎬ石豆兰属(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和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 共 ２ 属 ３ ０４２ 种ꎮ ② 沼 兰 亚 族

(Ｍａｌａｘｉｄｉｎａｅ):包括沼兰属(Ｃｒｅｐｉｄｉｕｍ)、鸢尾兰属
( 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 羊 耳 蒜 属 ( Ｌｉｐａｒｉｓ )、 覆 苞 兰 属
(Ｓｔｉｃｈｏｒｋｉｓ)、原沼兰属(Ｍａｌａｘｉｓ)等共 ８ 属 ７８５ 种ꎮ
１.５.８ 兰族(Ｃｙｍｂｉｄｉｅａｅ) 　 含 ２ 个亚族ꎬ１０ 属 １５３
种ꎮ ① 兰 亚 族 ( Ｃｙｍｂｉｄｉｉｎａｅ ): 包 括 兰 属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合 萼 兰 属 ( Ａｃｒｉｏｐｓｉｓ)、 斑 被 兰 属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盒足兰属( Ｔｈｅｃｏｐｕｓ)、紫舌兰
属(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ｓ)和盒柱兰属(Ｔｈｅｃｏｓｔｅｌｅ)共 ６ 属
８８ 种ꎮ ② 美 冠 兰 亚 族 ( Ｅｕｌｏｐｈｉｉｎａｅ ): 包 括
Ｃｌａｄｅｒｉａ、 双 足 兰 属 ( Ｄｉｐｏｄｉｕｍ )、 美 冠 兰 属
(Ｅｕｌｏｐｈｉａ)和地宝兰属(Ｇｅｏｄｏｒｕｍ)共 ４ 属 ７４ 种ꎮ
１.５.９ 树兰族(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ｅａｅ) 　 含 ３ 个亚族ꎬ６ 属 １３８
种ꎮ ① 腋 花 兰 亚 族 ( Ｐｌｅｕｒｏｔｈａｌｌｉｄｉｎａｅ ): 包 括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ｉｄｉｕｍ 仅 １ 种ꎮ ②布袋兰亚族(Ｃａｌｙｐｓｉｎａｅ):
包括杜鹃兰属(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山兰属(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筒距
兰属(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ａ)和宽距兰属(Ｙｏａｎｉａ)共 ４ 属 ８ 种ꎮ ③
禾叶 兰 亚 族 ( Ａｇｒｏ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 ): 仅 含 禾 叶 兰 属
(Ａｇｒｏ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１２９ 种ꎮ
１.５.１０ 吻 兰 族 ( Ｃｏｌｌａｂｉｅａｅ ) 　 包 括 虾 脊 兰 属
(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 鹤 顶 兰 属 ( Ｐｈａｉｕｓ )、 苞 舌 兰 属
(Ｓｐａｔｈｏｇｌｏｔｔｉｓ)、卷舌兰属 (Ｐｌｏｃｏｇｌｏｔｔｉｓ)、带唇兰属
(Ｔａｉｎｉａ)等共 １９ 属 ３６６ 种ꎮ
１.５.１１ 柄 唇 兰 族 ( Ｐｏｄｏｃｈｉｌｅａｅ ) 　 包 括 馥 兰 属
(Ｐｈｒｅａｔｉａ)、 牛 齿 兰 属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 牛 角 兰 属
(Ｃｅｒａｔｏｓｔｙｌｉｓ)、毛兰属(Ｅｒｉａ)、苹兰属(Ｐｉｎａｌｉａ)、毛
鞘兰属(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ｓｉａ)、柄唇兰属(Ｐｏｄｏｃｈｉｌｕｓ)、八雄
兰属 (Ｏｃｔａｒｒｈｅｎａ)、拟毛兰属(Ｍｙｃａｒａｎｔｈｅｓ)、拟石
斛属(Ｏｘｙ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等共 ２６ 属１ ２７７种ꎮ
１.５.１２ 万代兰族(Ｖａｎｄｅａｅ) 　 含 ３ 个亚族ꎬ６９ 属
１ ３４８种ꎮ ①仙梨兰亚族(Ａｄｒｏｒｈｉｚｉｎａｅ):仅含白苇
兰 属 ( Ｂｒｏｍｈｅａｄｉａ ) ２８ 种ꎮ ② 多 穗 兰 亚 族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ｉｎａｅ):仅含 多 穗 兰 属 (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ａ) １
种ꎮ ③指甲兰亚族 ( Ａｅｒｉｄｉｎａｅ):包括带叶兰属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白点兰属 ( Ｔ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隔距
兰属(Ｃｌｅｉｓｏｓｔｏｍａ)、蝴蝶兰属(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毛舌
兰属(Ｔｒｉｃｈｏｇｌｏｔｔｉｓ)、寄树兰属(Ｒｏｂｉｑｕｅｔｉａ)、万代兰
属(Ｖａｎｄａ)、钗子股属(Ｌｕｉｓｉａ)等共 ６７ 属１ ３１９种ꎮ

２　 东南亚兰科植物的生活习性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ꎬ被子植物生活习性的多
样性决定着植物类群的物种多样性、种群扩张程
度及其在种群中的优势度 ( Ｒｉｃｋｌｅｆｓ ＆ Ｒｅｎｎｅｒꎬ
１９９４ꎻ Ｔｉｆｆｎｅｙ ＆ Ｍａｚｅｒꎬ １９９５)ꎮ 兰科植物的生活
习性多样ꎬ大约 ２ / ３ 的兰科植物都属于附生类ꎬ其
次是地生类ꎬ少数属于腐生类ꎬ极少数种类具有攀
援藤本的习性( Ｓｏｓ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大部分分布于
温带的兰科植物都是地生习性ꎬ而热带地区具有
最高的物种多样性ꎬ而且 ８０％以上的种类都是附
生习性(Ｓｏｓ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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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东南亚兰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属
Ｇｅｎｕｓ

东南亚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全球
物种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东南亚物
种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属
Ｇｅｎｕｓ

东南亚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全球物种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东南亚
物种数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拟兰亚科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ｏｉｄｅａｅ

拟兰属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ａ

６ ８ ７５.００ 双尾兰族
Ｄｉｕｒｉｄｅａｅ

针花兰亚族
Ａｃｉａｎｔｈｉｎａｅ

铠兰属
Ｃｏｒｙｂａｓ

９４ １３２ ７１.２１

三蕊兰属
Ｎｅｕｗｉｅｄｉａ

８ ９ ８８.８９ 指柱兰属
Ｓｔｉｇｍａｔｏ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０ ０ ２ １４ １７ ８２.３５ 裂缘兰亚族
Ｃａｌａｄｅｎｉｉｎａｅ

裂缘兰属
Ｃａｌａｄｅｎｉａ

２ ２６７ ０.７５

香荚兰亚科
Ｖａｎｉｌｌｏｉｄｅａｅ

朱兰族
Ｐｏｇｏｎｉｅａｅ

朱兰属
Ｐｏｇｏｎｉａ

２ ５ ４０.００ 隐柱兰亚族
Ｃｒｙｐｔｏｓｔｙｌｉｄｉｎａｅ

隐柱兰属
Ｃｒｙｐｔｏｓｔｙｌｉｓ

１９ ２３ ８２.６１

香荚兰族
Ｖａｎｉｌｌｅａｅ

肉果兰属
Ｃｙｒｔｏｓｉａ

５ ５ １００.００ 双尾兰亚族
Ｄｉｕｒｉｄｉｎａｅ

双尾兰属
Ｄｉｕｒｉｓ

１ ７１ １.４１

倒吊兰属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ｃｈｉｓ

１ ２ ５０.００ 槌唇兰亚族
Ｄｒａｋａｅｉｎａｅ

Ａｒｔｈ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３ １５ ２０.００

山珊瑚属
Ｇａｌｅｏｌａ

３ ６ ５０.００ 葱叶兰亚族
Ｐｒａｓ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

葱叶兰属
Ｍｉｃｒｏｔｉｓ

２ １９ １０.５３

盂兰属
Ｌｅｃａｎｏｒｃｈｉｓ

１１ ２０ ５５.００ 太阳兰亚族
Ｔｈｅｌｙｍｉｔｒｉｎａｅ

胡须兰属
Ｃａｌｏｃｈｉｌｕｓ

１ ２７ ３.７０

Ｐｓｅｕｄｏｖａｎｉｌｌａ ６ ８ ７５.００ Ｔｈｅｌｙｍｉｔｒａ ３ １１０ ２.７３

香荚兰属
Ｖａｎｉｌｌａ

３１ １０５ ２９.５２ 红门兰族
Ｏｒｃｈｉｄｅａｅ

凤仙兰亚族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ｉｎａｅ

双袋兰属
Ｄｉｓｐｅｒｉｓ

１ ７８ １.２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 ０ ７ ５９ １５１ ３９.０７ 红门兰亚族
Ｏｒｃｈｉｄｉｎａｅ

苞叶兰属
Ｂｒａｃｈｙｃｏｒｙｔｈｉｓ

８ ３６ ２２.２２

杓兰亚科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ｏｉｄｅａｅ

杓兰属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４ ５１ ７.８４ 合柱兰属
Ｄｉｐｌｏｍｅｒｉｓ

１ ３ ３３.３３

兜兰属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１１６ １３８ ８４.０６ 盔花兰属
Ｇａｌｅａｒｉｓ

２ １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０ ０ ２ １２０ １８９ ６３.４９ 手参属
Ｇｙｍｎａｄｅｎｉａ

１ ２３ ４.３５

兰亚科
Ｏｒｃｈ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盔唇兰族
Ｃｒａｎｉｃｈｉｄｅａｅ

斑叶兰亚族
Ｇｏｏｄｙｅｒｉｎａｅ

金线兰属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３８ ４３ ８８.３７ 玉凤花属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１５６ ８３５ １８.６８

叉柱兰属
Ｃｈｅｉ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３１ ５３ ５８.４９ 舌喙兰属
Ｈｅｍｉｐｉｌｉａ

３ １３ ２３.０８

鳔唇兰属
Ｃｙｓｔｏｒｃｈｉｓ

２０ ２１ ９５.２４ 角盘兰属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７ １９ ３６.８４

Ｄｏｓｓｉｎｉａ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白蝶兰属
Ｐｅｃｔｅｉｌｉｓ

７ ８ ８７.５０

钳唇兰属
Ｅｒｙｔｈｒｏｄｅｓ

２２ ２６ ８４.６２ 阔蕊兰属
Ｐｅｒｉｓｔｙｌｕｓ

６９ １０３ ６６.９９

Ｅｕｒｙｃｅｎｔｒｕｍ ４ ７ ５７.１４ 舌唇兰属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

２６ １３６ １９.１２

斑叶兰属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５０ ９８ ５１.０２ 小红门兰属
Ｐｏｎｅｒｏｒｃｈｉｓ

５ ５５ ９.０９

爬兰属
Ｈｅｒｐｙｓｍ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鸟足兰属
Ｓａｔｙｒｉｕｍ

１ ８６ １.１６

翻唇兰属
Ｈｅｔａｅｒｉａ

２１ ２９ ７２.４１ 林荫兰属
Ｓｉｌｖｏｒｃｈｉｓ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袋唇兰属
Ｈｙｌｏｐｈｉｌａ

４ ７ ５７.１４ 毛轴兰属
Ｓｉｒｉｎｄｈｏｒｎｉａ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旗唇兰属
Ｋｕｈｌ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ａ

２ ９ ２２.２２ 长喙兰属
Ｔｓａｉｏｒｃｈ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Ｌｅｐｉｄｏｇｙｎｅ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 １２ ５３ ８２４ ２９４０ ２８.０３

血叶兰属
Ｌｕｄｉｓｉａ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树兰亚科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
ｄｅａｅ

鸟巢兰族
Ｎｅｏｔｔｉｅａｅ

无叶兰属
Ａｐｈｙｌｌｏｒｃｈｉｓ

１７ ２２ ７７.２７

笼纹兰属
Ｍａｃｏｄｅｓ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０ 头蕊兰属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５ １９ ２６.３２

全唇兰属
Ｍｙｒｍｅｃｈｉｓ

８ １７ ４７.０６ 火烧兰属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４ ４９ ８.１６

齿唇兰属
Ｏｄｏｎ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４２ ４２ １００.００ 鸟巢兰属
Ｎｅｏｔｔｉａ

６ ６４ ９.３８

Ｏｒｃｈｉｐｅｄｕｍ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竹茎兰族
Ｔｒｏｐｉｄｉｅａｅ

管花兰属
Ｃｏｒｙｍｂｏｒｋｉｓ

１ ６ １６.６７

Ｐａｐｕａｅ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竹茎兰属
Ｔｒｏｐｉｄｉａ

２２ ３１ ７０.９７

Ｐｌａｔｙｌｅｐｉｓ ６ １７ ３５.２９ Ｋａｌｉｍａｎｔａｎｏｒｃｈ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菱兰属
Ｒｈｏｍｂｏｄａ

１８ ２２ ８１.８２ 天麻族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ｅａｅ

锚柱兰属
Ｄｉｄｙｍｏｐｌｅｘｉｅｌｌａ

８ ８ １００.００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ｎ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双唇兰属
Ｄｉｄｙｍｏｐｌｅｘｉｓ

１２ １７ ７０.５９

二尾兰属
Ｖｒｙｄａｇｚｙｎｅａ

３９ ３９ １００.００ 天麻属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３３ ６０ ５５.００

线柱兰属
Ｚｅｕｘｉｎｅ

５０ ７４ ６７.５７ 拟锚柱兰属
Ｄｉｄｙｍｏｐｌｅｘｉｏｐｓ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Ｂｉｄｏｕｐｉａ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芋兰族
Ｎｅｒｖｉｌｉｅａｅ

芋兰亚族
Ｎｅｒｖｉｌｉｉｎａｅ

芋兰属
Ｎｅｒｖｉｌｉａ

３５ ６７ ５２.２４

Ｋｉｐａｎｄｉｏｒｃｈｉｓ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虎舌兰亚族
Ｅｐｉｐｏｇｉｉｎａｅ

虎舌兰属
Ｅｐｉｐｏｇｉｕｍ

２ ３ ６６.６７

翅柱兰亚族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ｌｉｄｉｎａｅ

翅柱兰属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６ ２１１ ２.８４ 肉药兰属
Ｓｔｅｒｅｏｓａｎｄｒ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绶草亚族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ｉｎａｅ

肥根兰属
Ｐｅｌｅｘｉａ

１ ７７ １.３０ 泰兰族
Ｔｈａｉｅａｅ

泰兰属
Ｔｈａ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绶草属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５ ３４ １４.７１ 龙嘴兰族
Ａｒｅｔｈｕｓｅａｅ

龙嘴兰亚族
Ａｒｅｔｈｕｓｉｎａｅ

筒瓣兰属
Ａｎｔｈｏｇｏｎｉｕｍ

１ ９ 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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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属
Ｇｅｎｕｓ

东南亚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全球
物种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东南亚物
种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属
Ｇｅｎｕｓ

东南亚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全球物种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东南亚
物种数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竹叶兰属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

１ ２ ５０.００ 地宝兰属
Ｇｅｏｄｏｒｕｍ

７ １２ ５８.３３

贝母兰亚族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ｉｎａｅ

Ａｇｌｏｓｓ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ａ １１ １３ ８４.６２ 树兰族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ｅａｅ

腋花兰亚族
Ｐｌｅｕｒｏｔｈａｌｌｉｄｉｎａｅ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ｉｄｉｕｍ １ ７５ １.３３

白及属
Ｂｌｅｔｉｌｌａ

４ ５ ８０.００ 布袋兰亚族
Ｃａｌｙｐｓｉｎａｅ

杜鹃兰属
Ｃｒｅｍａｓｔｒａ

１ ４ ２５.００

Ｂｒａｃｉｓｅｐａｌｕｍ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山兰属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５ １６ ３１.２５

蜂腰兰属
Ｂｕｌｌｅｙ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筒距兰属
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ａ

１ ７ １４.２９

Ｃｈｅｌｏｎｉｓｔｅｌｅ １４ １４ １００.００ 宽距兰属
Ｙｏａｎｉａ

１ ４ ２５.００

贝母兰属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ｅ

１９１ ２００ ９５.５０ 禾叶兰亚族
Ａｇｒｏ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

禾叶兰属
Ａｇｒｏ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００.００

足柱兰属
Ｄｅｎｄｒｏｃｈｉｌｕｍ

２９３ ２９３ １００.００ 吻兰族
Ｃｏｌｌａｂｉｅａｅ

坛花兰属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ｈｉｐｐｉｕｍ

１１ １３ ８４.６２

Ｄｉｃｋａｓｏｎ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安兰属
Ａｎｉａ

６ １１ ５４.５５

蔗兰属
Ｄｉｌｏｃｈｉａ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０ 虾脊兰属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１７３ ２１６ ８０.０９

Ｅｎｔｏｍｏｐｈｏｂ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黄兰属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ｏｐｓｉｓ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Ｇｅｅｓｉｎｋｏｒｃｈｉｓ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金唇兰属
Ｃｈｒｙｓ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３ ４ ７５.００

球序兰属
Ｇｌｏｍｅｒａ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００.００ 吻兰属
Ｃｏｌｌａｂｉｕｍ

１２ １４ ８５.７１

Ｇｙｎ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密花兰属
Ｄｉｇｌｙｐｈｏｓａ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Ｎａｂａｌｕｉａ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毛梗兰属
Ｅｒｉｏｄｅ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新型兰属
Ｎｅｏｇｙｎ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滇兰属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耳唇兰属
Ｏ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５ ５ １００.００ Ｉｐｓｅａ １ ３ ３３.３３

曲唇兰属
Ｐａｎｉｓｅａ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０ 云叶兰属
Ｎｅｐｈｅｌ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３ １３ １００.００

石仙桃属
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３４ ３４ １００.００ 粉口兰属
Ｐａｃｈｙｓｔｏｍａ

２ ３ ６６.６７

独蒜兰属
Ｐｌｅｉｏｎｅ

１３ ２１ ６１.９０ 鹤顶兰属
Ｐｈａｉｕｓ

３５ ４５ ７７.７８

笋兰属
Ｔｈｕｎｉａ

５ ５ １００.００ Ｐ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小沼兰属
Ｏｂｅｒ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卷舌兰属
Ｐｌｏｃ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３６ ４１ ８７.８０

Ｔｈｕｎｉｏｐｓ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紫茎兰属
Ｒｉｓｌｅｙ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沼兰族
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

石斛亚族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ｉｎａｅ

石豆兰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 ５１０ １ ８６７ ８０.８８ 苞舌兰属
Ｓｐａｔｈ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３７ ４８ ７７.０８

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１ ３９６ １ ５０９ ９２.５１ 带唇兰属
Ｔａｉｎｉａ

２５ ２５ １００.００

沼兰亚族
Ｍａｌａｘｉｄｉｎａｅ

翅蒜兰属
Ａｌａｔｉｌｉｐａｒｉｓ

５ ５ １００.００ Ｄｅｖｏｇｅｌ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沼兰属
Ｃｒｅｐｉｄｉｕｍ

２６５ ２６５ １００.００ 柄唇兰族
Ｐｏｄｏｃｈｉｌｅａｅ

牛齿兰属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００.００

无耳沼兰属
Ｄｉｅｎｉａ

４ ６ ６６.６７ Ａｓｃｉｄｉｅｒｉａ ９ ９ １００.００

套叶兰属
Ｈｉｐｐｅ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０ 藓兰属
Ｂｒｙｏｂｉｕｍ

２６ ２６ １００.００

羊耳蒜属
Ｌｉｐａｒｉｓ

２２９ ４２６ ５３.７６ 美柱兰属
Ｃａｌｌｏｓｔｙｌｉｓ

３ ５ ６０.００

原沼兰属
Ｍａｌａｘｉｓ

１３ １８２ ７.１４ 钟兰属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ｏｒｃｈｉｓ

４ ５ ８０.００

鸢尾兰属
Ｏｂｅｒｏｎｉａ

２３９ ３２３ ７３.９９ 牛角兰属
Ｃｅｒａｔｏｓｔｙｌｉｓ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００.００

覆苞兰属
Ｓｔｉｃｈｏｒｋｉｓ

２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 宿苞兰属
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８ ８ １００.００

兰族
Ｃｙｍｂｉｄｉｅａｅ

兰亚族
Ｃｙｍｂｉｄｉｉｎａｅ

合萼兰属
Ａｃｒｉｏｐｓｉｓ

９ ９ １００.００ Ｄｉｌｏｃｈｉｏｐｓ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兰属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６４ ７１ ９０.１４ Ｅｐｉｂｌａｓｔｕｓ ２３ ２３ １００.００

斑被兰属
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１ １３ ８４.６２ 毛兰属
Ｅｒｉａ

１５２ ２３７ ６４.１４

紫舌兰属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石榴兰属
Ｍｅｄｉｏｃａｌｃａｒ

１６ １７ ９４.１２

盒足兰属
Ｔｈｅｃｏｐｕｓ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拟毛兰属
Ｍｙｃａｒａｎｔｈｅｓ

３７ ３７ １００.００

盒柱兰属
Ｔｈｅｃｏｓｔｅｌｅ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八雄兰属
Ｏｃ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４８ ５２ ９２.３１

美冠兰亚族
Ｅｕｌｏｐｈｉｉｎａｅ

Ｃｌａｄｅｒｉａ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拟石斛属
Ｏｘｙ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３６ ３６ １００.００

双足兰属
Ｄｉｐｏｄｉｕｍ

２７ ２７ １００.００ 馥兰属
Ｐｈｒｅａｔｉａ

１９４ ２１１ ９１.９４

美冠兰属
Ｅｕｌｏｐｈｉａ

３０ ２００ １５.００ 苹兰属
Ｐｉｎａｌｉａ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续表 １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属
Ｇｅｎｕｓ

东南亚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全球
物种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东南亚物
种数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属
Ｇｅｎｕｓ

东南亚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全球物种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东南亚
物种数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Ｐｏａｅｐｈｙｌｌｕｍ ７ ７ １００.００ Ｏｍｏｅａ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柄唇兰属
Ｐｏｄｏｃｈｉｌｕｓ

６３ ６３ １００.００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ｅｌｌ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盾柄兰属
Ｐｏｒｐａｘ

２５ ２５ １００.００ 凤蝶兰属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ｎｔｈｅ

７ １１ ６３.６４

Ｐｓｅｕｄｅｒｉａ １６ ２０ ８０.００ 筒叶蝶兰属
Ｐａｒａ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Ｒｉｄｌｅｙｅｌｌ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钻柱兰属
Ｐｅ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ｉａ

７ ８ ８７.５０

矮柱兰属
Ｔｈｅｌａｓｉｓ

２５ ２６ ９６.１５ 巾唇兰属
Ｐｅｎｎｉｌａｂｉｕｍ

１６ １６ １００.００

毛鞘兰属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ｓｉａ

７５ ７８ ９６.１５ 蝴蝶兰属
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８０ ８０ １００.００

万代兰族
Ｖａｎｄｅａｅ

仙梨兰亚族
Ａｄｒｏｒｈｉｚｉｎａｅ

白苇兰属
Ｂｒｏｍｈｅａｄｉａ

２８ ３０ ９３.３３ Ｐｈｒａｇｍｏｒｃｈｉ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多穗兰亚族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ｉｎａｅ

多穗兰属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ａ

１ ２３４ ０.４３ 鹿角兰属
Ｐｏｍａｔｏｃａｌｐａ

１９ ２５ ７６.００

指甲兰亚族
Ａｅｒｉｄｉｎａｅ

脆兰属
Ａｃａｍｐｅ

５ ８ ６２.５０ 伸轴兰属
Ｐｏｒｒｏｒｈａｃｈｉｓ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Ａｄｅｎｏｎｃｏｓ １７ １７ １００.００ 长足兰属
Ｐｔｅｒｏｃｅｒａｓ

１７ ２７ ６２.９６

指甲兰属
Ａｅｒｉｄｅｓ

２５ ２５ １００.００ 火焰兰属
Ｒ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２０ ２３ ８６.９６

Ａｍｅｓｉｅｌｌａ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Ｒｈｉｎｅｒｒｈｉｚｏｐｓｉｓ ２ ３ ６６.６７

蜘蛛兰属
Ａｒａｃｈｎｉｓ

１５ １５ １００.００ 钻喙兰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ｔｙｌｉｓ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胼胝兰属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ｉａ

７ １１ ６３.６４ 寄树兰属
Ｒｏｂｉｑｕｅｔｉａ

７５ ７５ １００.００

茂物兰属
Ｂｏｇｏｒｉａ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拟囊唇兰属
Ｓａｃｃｏｌａｂｉｏｐｓｉｓ

１２ １４ ８５.７１

短足兰属
Ｂｒａｃｈｙｐｅｚａ

１２ １２ １００.００ 囊唇兰属
Ｓａｃｃｏｌａｂｉｕｍ

８ ８ １００.００

Ｃａｌｙｍｍａｎｔｈｅｒａ ５ ５ １００.００ Ｓａｎｔｏｔｏｍａｓ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Ｃｅｒａｔｏｃｅｎｔｒｏｎ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Ｓａｒｃａｎｔｈｏｐｓｉｓ ７ ７ １００.００

低药兰属
Ｃｈａｍａｅａｎｔｈｕｓ

２ ３ ６６.６７ Ｓａｒｃｏｃｈｉｌｕｓ ６ ２５ ２４.００

异型兰属
Ｃｈｉｌｏｓｃｈｉｓｔａ

１３ ２０ ６５.００ 大喙兰属
Ｓａｒｃｏｇｌｙｐｈｉｓ

１０ １２ ８３.３３

宿唇兰属
Ｃｈｒｏｎｉｏｃｈｉｌｕｓ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肉兰属
Ｓａｒｃｏｐｈｙｔｏｎ

２ ３ ６６.６７

Ｃｌｅｉｓｏｍｅｒｉａ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匙唇兰属
Ｓｃｈｏｅｎｏｒｃｈｉｓ

２２ ２５ ８８.００

隔距兰属
Ｃｌｅｉｓｏｓｔｏｍａ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举喙兰属
Ｓｅｉｄｅｎｆａｄｅｎ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拟隔距兰属
Ｃｌｅｉｓｏｓｔｏｍｏｐｓｉｓ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盖喉兰属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ｉａ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Ｃｒｙｐｔｏｐｙｌｏ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坚唇兰属
Ｓｔｅｒｅｏｃｈｉｌｕｓ

７ ７ １００.００

毛环兰属
Ｄｅｃｅｐｔｏｒ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带叶兰属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２０９ ２０９ １００.００

异花兰属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ｒｃｈｉｓ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０ 白点兰属
Ｔｈｒｉｘｓｐｅｒｍｕｍ

１７７ １７７ １００.００

蛇舌兰属
Ｄｉｐｌｏｐｒｏｒａ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Ｔｒａｃｈｏｍａ １５ １５ １００.００

Ｄｒｙａｄｏｒｃｈｉｓ ５ ５ １００.００ 毛舌兰属
Ｔｒｉｃｈｏｇｌｏｔｔｉｓ

８２ ８２ １００.００

Ｄｙａｋｉａ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Ｔｕｂｅｒｏｌａｂｉｕｍ ８ １１ ７２.７３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ｕｓ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叉喙兰属
Ｕｎｃｉｆｅｒａ

５ ６ ８３.３３

盆距兰属
Ｇａｓｔ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２４ ５６ ４２.８６ 万代兰属
Ｖａｎｄａ

７１ ７３ ９７.２６

火炬兰属
Ｇｒｏｓｏｕｒｄｙａ

２６ ２６ １００.００ 拟万代兰属
Ｖａｎｄｏｐｓｉｓ

４ ４ １００.００

Ｇｕｎｎａｒｅｌｌａ ３ ９ ３３.３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 １４ １７６ ７ ８３８ ９ ８２８ ７９.７５

槽舌兰属
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１１ １４ ７８.５７ 总计
Ｇｒ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１７ ２６ ２４０ ８ ８５５ １３ １２５ ６７.４７

膜花兰属
Ｈｙｍｅｎｏｒｃｈｉｓ

１２ １２ １００.００

Ｊｅｊｅｗｏｏｄｉａ ６ ６ １００.００

钗子股属
Ｌｕｉｓｉａ

３４ ３９ ８７.１８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ａｎｔｈｕｓ ９ ９ １００.００

小囊兰属
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ａ

１８ ２１ ８５.７１

Ｍｉｃｒｏｓａｃｃｕｓ １２ １２ １００.００

　 　 附生习性兰科植物在属水平上的平均物种数
要多于陆生习性的兰科植物 ( Ｇｒａｖｅｎｄｅ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ꎬ并且相对陆生兰科植物的物种形成和分化
速率也更高(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附生习性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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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植物极为重要的进化特征ꎬ影响着兰科植物物
种的生存、形成、扩散和分化ꎮ 主要体现在几大方
面:①附生习性促进了兰科植物的“开疆拓土”和
物种的保持ꎮ 因为在树干和树枝上很少有维管束
植物定植ꎬ附生兰科植物具有极小的竞争压力ꎬ保
证了自己的生态位ꎮ ②附生习性能够保持物种较
高的遗传多样性ꎮ 一是因为在森林内部树木表面
积要远远大于地表ꎬ附生植物相对陆生植物具有
更大的生长和扩散空间ꎻ二是不同树冠内部温湿
度均不相同ꎬ能够促使物种在小尺度上出现不同
的变异和分化ꎮ ③附生习性往往与降雨和湿度有
关ꎬ森林中雾气的沉积和蒸发率随海拔梯度的上
升和地形变化创造出不同的生境条件ꎬ从而在更
大尺度上导致隔离并加速物种的分化ꎮ ④兰科植
物种子可以扩散非常长的距离ꎬ但能够定植下来
的却 很 少ꎬ 促 进 了 物 种 在 不 同 生 境 中 的 分 化
(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附生习性在树兰亚科新近
类群(如树兰族、兰族、龙嘴兰族等)中至少进化过
一次ꎬ发生时间不晚于 ３５ Ｍｙａꎬ而这一习性随后在
部分类群中出现过至少三次的返祖事件ꎬ包括拟
白芨亚族、布袋兰亚族和龙嘴兰亚族ꎻ其他亚科的
部分类群ꎬ如杓兰亚科兜兰属和 Ｐｈｒａｇｍｉｐｅｄｉｕｍꎬ以
及兰亚科双袋兰属和 Ｅｕｒｙｓｔｙｌｅｓ 的一些物种也进化
出了附生习性(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景天 酸 代 谢 途 径 ( ＣＡＭꎬ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ｎ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Ｐａｔｈｗａｙ)与附生习性密切相关ꎮ 附生
兰科植物中一半以上的物种是景天酸代谢途径
(Ｌüｔｔｇｅꎬ ２００４ꎻ Ｇｒａｖｅｎｄｅ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ꎮ Ｃ３光合
代谢途径( Ｃ３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是兰科的祖
先特质ꎬ伴随着几个亚科的平行进化ꎬＣＡＭ 光合代
谢途径在兰科植物中至少独立进化过 １０ 次ꎬ并发
生过几次返祖事件( Ｓｉｌｖｅ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现有研
究表明ꎬＣ３光合代谢途径包含几乎所有参与 ＣＡＭ
光合代谢途径的基因ꎬ后者很可能是由前者经过
调控和表达重组进化而来 (Ｗｅｓｔｅｂｅｒｈ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现有证据表明ꎬ树兰亚科发生了大量 ＣＡＭ
光合代谢途径的辐射分化事件ꎬ可能与 ６５ Ｍｙａ 时
的第三纪物种分化有关( Ｓｉｌｖｅ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而
树兰亚科与兰亚科在距今 ６４ Ｍｙａ 的古新世早期分
化(Ｇｉｖｎｉｓ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这一时期土壤干旱、二氧
化碳浓度下降等剧烈气候变化频繁发生ꎬ这些因
素也促进了具有 ＣＡＭ 光合代谢途径的附生植物
的生存和进化(Ｓｉｌｖｅ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东南亚地区的兰科植物包含了附生、地生、腐
生和藤本四种生活习性(表 ２)ꎮ
２.１ 附生为主的种类

主要生活型为附生的种类有６ ０００种以上ꎬ约
占东南亚兰科植物总数的 ２ / ３ꎮ 它们分属于 １２７
属ꎬ占总属数的 ５２.９２％ꎮ 附生习性为主的属主要
集中在树兰亚科ꎬ种类最为丰富的类群为龙嘴兰

族、柄唇兰族和万代兰族的大部分属ꎻ兰亚科仅有
斑叶兰亚族 Ｋｉｐａｎｄｉｏｒｃｈｉｓ ２ 种为附生ꎻ杓兰亚科兜
兰属的部分种类具有附生习性ꎻ拟兰亚科和香荚
兰亚科没有附生习性为主的属(表 ２)ꎮ
２.２ 地生为主的种类

主要生活型为地生的种类有２ ０００种以上ꎬ约占
东南亚兰科植物总数的 １ / ４ꎮ 它们分属于 ９７ 属ꎬ占
东南亚兰科植物总属数的 ４０.４２％ꎮ 拟兰亚科植物
均为地生ꎻ香荚兰亚科仅有朱兰族朱兰属(Ｐｏｇｏｎｉａ)
和香荚兰族芋兰属(Ｎｅｒｖｉｌｉａ)为地生ꎻ兰亚科是地生
习性最为主要的类群ꎬ大部分属的主要生活习性均
为地生ꎻ树兰亚科在除天麻族和万代兰族的族中均
具有地生为主的属ꎬ其中最为丰富的类群是吻兰族ꎬ
有 １７ 个属的主要生活习性为地生(表 ２)ꎮ
２.３ 腐生为主的种类

主要生活型为腐生的种类约有不足 １００ 种ꎮ
它们分属于 １３ 属ꎬ占总属数的 ５.４２％ꎮ 主要集中
在树兰亚科基部类群ꎬ如天麻族和芋兰族的虎舌
兰亚族ꎻ兰亚科仅有林荫兰属( Ｓｉｌｖｏｒｃｈｉｓ)、鳔唇兰
属(Ｃｙｓｔｏｒｃｈｉｓ)部分种类、齿唇兰属(Ｏｄｏｎ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极少数种类为腐生ꎻ其余 ３ 个亚科没有腐生习性
为主的属(表 ２)ꎮ
２.４ 藤本为主的种类

主要生活型为藤本的种类有 ４０ 多种ꎬ仅见于
香荚兰亚科香荚兰族的倒吊兰属(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ｃｈｉｓ)、山
珊 瑚 属 ( Ｇａｌｅｏｌａ )、 Ｐｓｅｕｄｏｖａｎｉｌｌａ 和 香 荚 兰 属
(Ｖａｎｉｌｌａ)共 ４ 个属(表 １)ꎬ占东南亚兰科植物总属
数的 １.６６％(表 ２)ꎮ

３　 东南亚兰科植物的传粉系统

传粉者对兰科植物的多样性形成和分化起着
重要作用( Ｉｎｄ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所以ꎬ大部分兰科植
物保护中必须首要关注传粉系统及传粉者ꎬ特别
是对于专一化较强的类群ꎬ如欺骗性传粉、长舌花
蜂作为主要传粉者的类群 ( Ｍａｎ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ꎻ
Ｓｗａｒｔｓ ＆ Ｄｉｘｏｎꎬ ２００９)ꎮ 除无融合生殖ꎬ如南方玉
凤花(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ｍａｌｉｎｔａｎａ)(Ｚｈａｎｇ ＆ Ｇａｏꎬ ２０１８)ꎬ
自动 自 花 授 粉ꎬ 如 大 根 槽 舌 兰 ( 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ａｍｅｓｉａｎｕｍ)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和非生物媒介辅助
的自动自花授粉ꎬ如多花脆兰(Ａｃａｍｐｅ ｒｉｇｉｄａ)(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外ꎬ几乎所有兰科植物都是生物媒介
传粉ꎮ 除部分鸟类传粉类群外(Ｍｉｃｈｅｎｅａ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Ｖａｎ ｄｅｒ Ｎｉｅ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兰科植物大部分都
是以昆虫作为传粉者ꎬ其中ꎬ以膜翅目(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蜂类和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蝇类传粉最为常见ꎬ占整个兰
科的 ６０％左右(Ｄｒｅｓｓｌｅｒꎬ １９９３)ꎮ 兰科植物传粉系统
的特化在种间存在着极大的变异ꎬ大约 ６０％的兰科植
物拥有唯一特定的传粉者ꎬ形成了一一对应的特化传
粉关系(Ｔｒｅｍｂｌａｙꎬ １９９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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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东南亚兰科植物属水平的主要生活习性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主要生活习性类型
Ｍａｉｎ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地生
Ｔｅｒｒｅｓ￣
ｔｒｉａｌ

附生
Ｅｐｉｐ
￣ｈｙｔｉｃ

腐生
Ｓａｐｒｏ
￣ｐｈｙｔｉｃ

藤本
Ｖｉｎｅ

总属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亚科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族
Ｔｒｉｂｅ

亚族
Ｓｕｂｔｒｉｂｅ

主要生活习性类型
Ｍａｉｎ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地生
Ｔｅｒｒｅｓ￣
ｔｒｉａｌ

附生
Ｅｐｉｐ￣
ｈｙｔｉｃ

腐生
Ｓａｐｒｏ￣
ｐｈｙｔｉｃ

藤本
Ｖｉｎｅ

总属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拟兰亚科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ｏｉｄｅａｅ

２ ２ 芋兰族
Ｎｅｒｖｉｌｉｅａｅ

芋兰亚族
Ｎｅｒｖｉｌｉｉｎａｅ

１ １

香荚兰亚科
Ｖａｎｉｌｌｏｉｄｅａｅ

朱兰族
Ｐｏｇｏｎｉｅａｅ

１ １ 虎舌兰亚族
Ｅｐｉｐｏｇｉｉｎａｅ

２ ２

香荚兰族
Ｖａｎｉｌｌｅａｅ

１ １ ４ ６ 泰兰族
Ｔｈａｉｅａｅ

１ １

杓兰亚科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ｏｉｄｅａｅ

２ ２ 龙嘴兰族
Ａｒｅｔｈｕｓｅａｅ

龙嘴兰亚族
Ａｒｅｔｈｕｓｉｎａｅ

２ ２

兰亚科
Ｏｒｃｈｉｄｏｉｄｅａｅ

盔唇兰族
Ｃｒａｎｉｃｈｉｄｅａｅ

斑叶兰亚族
Ｇｏｏｄｙｅｒｉｎａｅ

２４ １ ２５ 贝母兰亚族
Ｃｏｅｌｏｇｙｎｉｎａｅ

３ １９ ２２

翅柱兰亚族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ｌｉｄｉｎａｅ

１ １ 沼兰族
Ｍａｌａｘｉｄｅａｅ

沼兰亚族
Ｍａｌａｘｉｄｉｎａｅ

４ ４ ８

绶草亚族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ｉｎａｅ

２ ２ 石斛亚族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ｉｎａｅ

２ ２

针花兰亚族
Ａｃｉａｎｔｈｉｎａｅ

２ ２ 兰族
Ｃｙｍｂｉｄｉｅａｅ

兰亚族
Ｃｙｍｂｉｄｉｉｎａｅ

６ ６

裂缘兰亚族
Ｃａｌａｄｅｎｉｉｎａｅ

１ １ 美冠兰亚族
Ｅｕｌｏｐｈｉｉｎａｅ

３ １ ４

隐柱兰亚族
Ｃｒｙｐｔｏｓｔｙｌｉｄｉｎａｅ

１ １ 树兰族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ｅａｅ

腋花兰亚族
Ｐｌｅｕｒｏｔｈａｌｌｉｄｉｎａｅ

１ １

双尾兰亚族
Ｄｉｕｒｉｄｉｎａｅ

１ １ 布袋兰亚族
Ｃａｌｙｐｓｉｎａｅ

３ １ ４

槌唇兰亚族
Ｄｒａｋａｅｉｎａｅ

１ １ 禾叶兰亚族
Ａｇｒｏ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

１ １

葱叶兰亚族
Ｐｒａｓ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ｅ

１ １ 吻兰族
Ｃｏｌｌａｂｉｅａｅ

１７ １ １ １９

太阳兰亚族
Ｔｈｅｌｙｍｉｔｒｉｎａｅ

２ ２ 柄唇兰族
Ｐｏｄｏｃｈｉｌｅａｅ

１ ２２ ２３

兰族
Ｏｒｃｈｉｄｅａｅ

凤仙兰亚族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ｉｎａｅ

１ １ 万代兰族
Ｖａｎｄｅａｅ

仙梨兰亚族
Ａｄｒｏｒｈｉｚｉｎａｅ

１ １

兰亚族
Ｏｒｃｈｉｄｉｎａｅ

１４ １ １５ 多穗兰亚族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ｉｎａｅ

１ １

树兰亚科
Ｅｐｉｄｅｎｄｒｏｉｄｅａｅ

鸟巢兰族
Ｎｅｏｔｔｉｅａｅ

３ １ ４ 指甲兰亚族
Ａｅｒｉｄｉｎａｅ

６７ ６７

竹茎兰族
Ｔｒｏｐｉｄｉｅａｅ

２ １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６ ２７ ９７ １２７ １１ ５ ２４０

天麻族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ｅａｅ

４ ４

　 　 植物与传粉者间存在互惠互利的关系ꎬ传粉
者为植物提供传粉服务ꎬ而植物以各种各样的报
酬物回馈给传粉者ꎬ如食物、筑巢材料ꎬ甚至是提
供庇护所或产卵地ꎮ 在兰科植物中ꎬ报酬物大多
是花蜜、花粉或脂类等食源性物质ꎬ也有树蜡、树
脂类(昆虫筑巢之用)(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以及
芳香类物质(长舌花蜂所特有ꎬ用于交配吸引异
性) (Ｅｌｔｚ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９)ꎮ 但一些植物却进化出了
不为传粉者提供报酬的特质ꎬ已发现有８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种被子植物的传粉方式是欺骗性传粉系统
(Ｓｃｈｉｅｓｔ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Ｊｅｒｓáｋｏｖá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其中ꎬ兰
科植物是数量最多(６ ０００ ~ ８ ０００ 种ꎬ占到兰科植
物总数的三分之一)、欺骗形式最为多样和欺骗方
式最为特别的一个类群 ( Ｊｅｒｓáｋｏｖá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９)ꎮ 绝大多数的欺骗性兰科植物是通过泛化
食源性欺骗(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ｆｏｏ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方式来达
到传 粉 的 目 的ꎬ 而 另 一 些 则 通 过 贝 氏 花 拟 态
(ｂａｔｅｓｉａｎ ｆｌｏｒａｌ ｍｉｍｉｃｒｙ)系统ꎬ根据拟态对象的不
同可分为食源性拟态( ｆｏｏｄ－ｓｏｕｒｃｅ ｍｉｍｉｃｒｙ)、性拟
态(ｓｅｘｕａｌ ｍｉｍｉｃｒｙ)、栖息地拟态(ｓｈｅｌｔｅｒ ｍｉｍｉｃｒｙ)、
繁殖地拟态(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ｔｅ ｍｉｍｉｃｒｙ)、信息素拟态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ｍｉｍｉｃｒｙ)( Ｊｅｒｓáｋｏｖá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目前对东南亚兰科植物传粉生物学方面的研
究还相对不足ꎬ本文仅从属水平或由其他地区报
道的近缘种或近缘属来探索不同类群兰科植物的
主要传粉者及其传粉系统ꎬ共整理了分布于东南
亚的 ７９ 个属的兰科植物传粉系统(附表 １)ꎮ
３.１ 自花授粉及无融合生殖系统

兰科植物的雌雄蕊集中于合蕊柱上ꎬ雌雄蕊
间的隔离往往通过蕊喙来保证ꎬ进而防止自交的
发生(Ｋｕｒｚｗｅｉ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Ｅｆｉｍｏｖꎬ ２０１１)ꎮ 一般
而言ꎬ蕊喙后方凹陷形成药窝ꎬ前方形成“着粉盘”
或其包囊ꎻ花粉粘合成团块ꎬ与蕊喙相连接ꎮ 但在
大部分自动自交的类群中ꎬ常有蕊喙退化、发育不
完全或裂解的现象ꎬ进而使花粉团和柱头能够突
破隔离ꎬ促使自交授粉的发生(Ｃａｔｌｉｎｇꎬ １９９０)ꎮ 另
外ꎬ还有一些较为特别的类群ꎬ其柱头可通过分泌
大量的水分促使对花粉团的包合ꎬ如 Ｃｙｒ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 Ｃａｔｌｉｎｇꎬ １９９０ꎻ Ｐａｎｓａｒ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花 萼、 雄 蕊 或 花 粉 团 的 运 动 促 使 自 交
(Ｃａｔｌｉｎｇꎬ １９９０ꎻ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花粉团易碎或
液化导致沉降于柱头表面(Ｈａｇｅｒｕｐꎬ １９５２)等ꎮ 自
动自花授粉机制由祖先类群(异花授粉类群)在多
种因素的影响下独立进化而来(Ｈａｐｅｍａｎ ＆ Ｉｎｏｕ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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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ꎬ现 广 泛 出 现 于 兰 科 植 物 多 个 类 群 中
(Ｇａｍｉｓ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甚至在同属、同种内ꎬ也
会出现兼性的传粉方式(既有自动自花授粉机制ꎬ
又依赖传粉者)ꎮ

东南亚地区分布类群有 ４４ 个属都出现了可自
动 自 交 的 物 种ꎬ 如 Ｔｈｅｌｙｍｉｔｒａ、 石 豆 兰 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绶 草 属 (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 头 蕊 兰 属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火 烧 兰 属 (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 风 兰 属
(Ａｎｇｒａｅｃｕｍ) 和美冠兰属 ( Ｅｕｌｏｐｈｉａ) ( Ｇａｍｉｓ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有些物种还出现了闭花受精这种完
全的自花授粉机制ꎬ如香荚兰属 Ｖａｎｉｌｌ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Ｄ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ꎬ 天 麻 属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ｆｌｅｘｉｓｔｙｌｏｉｄｅ(Ｓｕｅｔｓｕｇｕꎬ ２０１４)ꎮ 部分自交类群还依
赖非生物媒介协助ꎬ如脆兰属多花脆兰 ( Ａｃａｍｐｅ
ｒｉｇｉｄａ)授粉完全依赖雨水(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通过
雨滴坠落击打花药ꎬ进而反弹进入柱头完成授粉ꎮ
羊耳蒜属 Ｌｉｐａｒｉｓ ｌｏｅｓｅｌｉｉ、Ｌ. ｋｕｍｏｋｉｒｉ 和 Ｏｅｃｅｏｃｌａｄｅ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借 助 雨 滴 驱 动 授 粉 (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Ｄíａｚ ＆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ꎬ １９８８ )ꎻ 带 叶 兰 属 Ｔａｅｎ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ｉꎬ 隔距兰属 Ｃｌｅｉｓｏｓｔｏｍａ ｐａｒｉｓｈｉｉ 和凤蝶兰属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ｎｔｈｅ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借助风力驱动授粉(Ｖａｎ ｄｅｒ
Ｃｉｎｇｅｌꎬ ２００１)ꎮ

无融合生殖类群出现于少数物种中ꎬ如玉凤
花属南方玉凤花(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ｍａｌｉｎｔａｎａ) ( Ｚｈａｎｇ ＆
Ｇａｏꎬ ２０１８ )ꎬ 翻 唇 兰 属 白 肋 翻 唇 兰 ( Ｈｅｔａｅｒ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丁浩ꎬ ２０１６)和线柱兰属线柱兰(Ｚｅｕｘｉ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ｕｍａｔｉｃａ)(Ｓｕｎꎬ １９９７)ꎮ
３.２ 具报酬物的传粉系统

尽管兰科植物以欺骗性传粉类群而闻名ꎬ但
绝大多数的兰科植物还是具有报酬物ꎮ 在兰科植
物中ꎬ报酬物大多是花蜜、花粉或脂类等食物ꎬ也
有树蜡或树脂类(昆虫筑巢之用)(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以及芳香类物质(长舌花蜂所特有ꎬ用于交
配吸引异性)(Ｅｌｔｚ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９)ꎮ

由于兰科植物的花粉往往集合形成花粉团ꎬ
因此ꎬ以花粉为报酬物的类群在兰科植物中并不
多见ꎬ仅见于基部类群拟兰亚科ꎬ包括三蕊兰属
(Ｎｅｕｗｉｅｄｉａ)和拟兰属( Ａｐｏｓｔａｓｉａ)ꎬ其唇瓣特征进
化并不明显(Ｋｏｃｙａｎ ＆ Ｅｎｄ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花朵均没
有花蜜ꎬ但以花粉作为传粉者报酬ꎮ 三蕊兰属的
主要传粉者为无刺蜂(Ｔｒｉｇｏｎａ ｂｅｅｓ)ꎬ传粉者通过
高频率的翅膀震动使花粉释放出来( Ｊｅｒｓáｋｏｖá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以取得报酬ꎮ 拟兰亚科代表着兰科植
物以花粉作为报酬物的这一祖先特质(Ｂａｔ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ꎮ

以花蜜为报酬物的类群可能最早分化形成于
香荚兰亚科ꎬ这一类群具有无蜜和花蜜两个类群ꎬ
有蜜类群进一步分化形成了杓兰亚科、兰亚科及
树兰亚科类群(Ｒｕｄａｌｌ ＆ Ｂａｔｅｍａ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Ｋｏｃｙ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ꎮ 以花蜜为报酬物是兰科植物中的主

要报酬类型ꎬ广泛分布于兰亚科和树兰亚科ꎬ但这
一特征在不同类群中出现了不断丢失或返祖事件
(Ｃｏｚｚｏｌｉｎ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Ｂａｔ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ꎬ如
Ｄｉｓａ 和 Ａｎａｃａｍｐｔ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Ｃｏｚｚｏｌｉｎ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以树蜡或树脂类为报酬的类群常
见于 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ａ 及其近缘类群ꎬ也见于 Ｒｈｅｔｉｎａｎｔｈａ
ｎｏｔｙｌｉｏｇｌｏｓｓａ 和 Ｈｅｔｅｒｏｔａｘｉｓ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等个别物种
( Ｗｈｉｔｔ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 Ｄａｖｉｅｓ ＆ Ｓｔｐｉｃｚｙｎｓｋａꎬ
２０１２)ꎬ采集此种报酬的昆虫主要为蜂类ꎬ用于筑
巢之用ꎬ包括胡蜂、长舌花蜂、无刺蜂和切叶蜂
(Ａｒｍｂｒｕｓｔｅｒ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７)ꎮ 芳香类报酬仅见于长
舌花蜂为传粉者的类群中ꎬ约有 ６００ 种ꎬ主要分布
于新热带区ꎬ包括 Ｇｏｎｇｏｒａ、Ｎｏｔｙｌｉａ、Ｃａｔａｓｅｔｕｍ 及香
荚 兰 属 等 ( Ｐａｎｓａｒｉｎ ＆ Ｐａｎｓａｒｉ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ｒａｕｔｈ ＆ Ｒａｍíｒｅｚꎬ ２０１６)ꎮ

东南亚地区分布的兰科植物具报酬物的传粉
系统类群有以下特点:拟兰亚科类群主要以花粉
作为报酬物ꎬ传粉者为蜂类ꎬ如三蕊兰属 Ｎｅｕｗｉｅｄｉａ
ｖｅｒａ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Ｎ.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 ｖａｒ.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 Ｋｏｃｙａｎ ＆
Ｅｎｄ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ꎮ 花蜜作为报酬物的类群涉及广
泛ꎬ如血叶兰属( Ｌｕｄｉｓｉａ)、绶草属( Ｓｐｉｒａｎｔｈｅｓ)、葱
叶兰属(Ｍｉｃｒｏｔｉｓ)、舌唇兰属(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鸟巢兰
属(Ｎｅｏｔｔｉａ) 等ꎬ传粉者类群也比较多样ꎬ包括蜂
类、蝶类、蛾类及鸟类等(附表 １)ꎮ 油脂作为报酬
物的类群如双袋兰属 Ｄｉｓｐｅｒｉｓ ｃａｐｅｎｓｉｓꎬ传粉者为蜂
类 ( Ｓｔｅｉｎｅｒꎬ １９８９ꎻ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１９９４ )ꎻ 石 豆 兰 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ｕｍꎬ传粉者为蝇类(Ｖａｎ ｄｅｒ
Ｃｉｎｇｅｌꎬ ２００１)ꎮ 以芳香类物质作为报酬物的见于
香荚兰科的个别物种ꎬ传粉者类群是蜜蜂总科长
舌花蜂科 ( Ａｐｉｄａｅ: Ｅｕｇｌｏｓｓｉｎｉ) 昆虫 ( Ｌｕｂｉｎｓｋ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Ｐａｎｓａｒｉｎ ＆ Ｐａｎｓａｒｉｎꎬ ２０１４)ꎮ
３.３ 欺骗性传粉系统
３.３.１ 食源性欺骗 　 食源性欺骗传粉系统包括泛
化的食源性欺骗和食源性拟态两种ꎮ 泛化食源性
欺骗传粉系统广泛存在于兰科植物中ꎬ约占欺骗
性兰科植物的 ２ / ３ꎮ 在此系统中ꎬ植物没有特定地
模拟报酬植物ꎬ而是本身具有食源植物的花信号ꎬ
以此使传粉者将其与传粉者报酬联系起来ꎬ其传
粉成功依赖于传粉者较差的学习和区分能力ꎮ 传
粉成功且不仅取决于兰科植物自身花信号的质
量ꎬ其分布区域内的其他报酬植物的丰度也对传
粉成功有所影响(Ｃｈｉｔｔｋａ ＆ Ｒａｉｎｅꎬ ２００６)ꎮ 食源性
拟态传粉系统是指兰科植物通过模拟模型植物的
花色和花型来达到欺骗的目的ꎮ 蜂类的行为学实
验研究发现ꎬ当蜂类获得报酬后ꎬ更倾向于访问花
色和花型相似的其他个体ꎬ这就使得拟态的兰花
获得更多的访问(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ꎮ

东南亚分布的兰科植物具有食源性欺骗传粉
系统的种类有:香荚兰亚科朱兰属(Ｐｏｇｏｎｉａ)和香
荚兰属 ( Ｖａｎｉｌｌａ) 的部分种类ꎬ杓兰亚科杓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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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和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的部分种
类ꎬ 兰 亚 科 斑 叶 兰 属 (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 双 尾 兰 属
( Ｄｉｕｒｉｓ )、 盔 花 兰 属 ( Ｇａｌｅａｒｉｓ )、 玉 凤 花 属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舌喙兰属(Ｈｅｍｉｐｉｌｉａ)等的部分种类ꎬ
树 兰 亚 科 头 蕊 兰 属 (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ｅｒａ )、 天 麻 属
(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 芋 兰 属 ( Ｎｅｒｖｉｌｉａ )、 竹 叶 兰 属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 石 豆 兰 属 (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石 斛 属
(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 兰 属 (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 虾 脊 兰 属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 鹤 顶 兰 属 ( Ｐｈａｉｕｓ ) 及 万 代 兰 属
(Ｖａｎｄａ)等的部分种类(附表 １)ꎮ
３.３.２ 性拟态 　 性拟态是目前研究发现的最不可
思议的传粉机制( Ｓｐａｅｔｈ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它是指植
物通过模拟传粉者的雌性个体来吸引雄性ꎬ雄性
传粉者与花进行拟交配(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的过程
中完成传粉( Ｓｃｈｉｅｓｔｌꎬ ２００５)ꎮ 因此ꎬ性欺骗的传
粉者经常是特有的ꎬ并且兰科植物模拟雌性昆虫
性信息的气味只对特定的雄性传粉者具有吸引作
用(Ｓｃｈｉｅｓｔｌꎬ ２００５)ꎮ

东南亚分布的兰科植物性拟态欺骗类群仅见
于 兰 亚 科 翅 柱 兰 属 ( 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ｌｉｓ )、 裂 缘 兰 属
(Ｃａｌａｄｅｎｉａ)、隐柱兰属 ( Ｃｒｙｐｔｏｓｔｙｌｉｓ)、 Ａｒｔｈｒｏｃｈｉｌｕｓ
和胡须兰属(Ｃａｌｏｃｈｉｌｕｓ)的部分种类ꎬ传粉者类群
涉及 膜 翅 目 土 蜂 总 科 ( Ｓｃｏｌｉｏｉｄｅａ )、 胡 蜂 总 科
(Ｖｅｓｐｏｉｄｅａ)、姬蜂总科( 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ｏｉｄｅａ)和双翅目
蕈蚊科(Ｍｙｃｅｔ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蚊科 ( Ｃｕｌｉｃｉｄａｅ) 的昆虫
(附表 １)ꎮ
３.３.３ 繁殖地拟态 　 繁殖地拟态是指兰科植物利
用某些昆虫的产卵行为ꎬ拟态昆虫的繁殖地信息ꎬ
吸引昆虫前来产卵进而实现传粉的目的ꎮ 产卵地
拟态欺骗方式较为复杂ꎬ通常拟态腐败的气味或
者真菌的子实体(Ｕｒｒ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东南亚分布的兰科植物繁殖地拟态类群见于
杓兰亚科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ꎬ兰亚科铠兰属
(Ｃｏｒｙｂａｓ)和鸟足兰属( Ｓａｔｙｒｉｕｍ)ꎬ树兰亚科火烧
兰属 ( Ｅｐｉｐａｃｔｉｓ)、天麻属 (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石豆兰属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山 兰 属 ( Ｏｒｅｏｒｃｈｉｓ)、 钗 子 股 属
(Ｌｕｉｓｉａ)的部分种类ꎬ传粉者类群主要是双翅目蕈
蚊科(Ｍｙｃｅｔ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食蚜蝇科( 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及喜
腐蝇类(附表 １)ꎮ
３.３.４ 信息素拟态 　 信息素拟态是指植物通过拟
态一些与化学信号有关的信息素吸引传粉者传粉
(Ｂｒｏｄ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东南亚分布的兰科植物已报道的信息素拟态
的种类较少ꎬ如杓兰属 Ｃｙｐｒｉｐｅｄｉｕｍ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ꎬ传粉者
为扁足蝇科 ( Ｐｌａｔｙｐｅｚｉｄａｅ) 昆虫ꎻ石斛属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通过模拟蜜蜂报警信息素欺
骗黑盾胡蜂(Ｖｅｓｐ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传粉(附表 １)ꎮ

４　 结语

尽管东南亚地区兰科植还保留着极高的物种

多样性ꎬ并且不断有新物种被发现ꎬ但在历史上也
经历了一段人为采集和破坏的高峰ꎮ 从 １８ 世纪
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ꎬ在缅甸、婆罗洲和新几
内亚等热带雨林地区ꎬ以兜兰属(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蝴蝶兰属(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等
为代表的观赏价值极高的兰科植物遭受到毁灭性
的采集和破坏(Ｋｏｏｐ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ꎮ 这些因素
造成很多野生兰科植物种群逐渐退化或消失ꎬ目
前 全 球 有 超 过 一 半 ( 约 ５６. ５％)ꎬ 含 易 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濒危 (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或极危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三类的兰科植物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Ｇａｌ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兰 科 植 物 的 生 态 学 特 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导致其生存受到一系列
生物与非生物因素的影响ꎬ在生活史的各个阶段
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Ｃｒｉｂ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 Ｓｗａｒｔｓ ＆
Ｄｉｘｏｎꎬ ２００９)ꎮ 兰科植物多为珍稀濒危植物ꎬ尽管
所有的兰科植物都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
际贸易公约» ( ＣＩＴＥＳ)ꎬ占该公约应保护植物在
９０％ 以 上ꎬ 并 得 到 世 界 各 国 的 支 持 和 立 法
(Ｌａｖａｒａｃｋ ＆ Ｄｉｘ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但这也仅仅停留在科
的水平上ꎬ目前没有一种兰科植物被列为 ＩＵＣＮ 保
育计划的特别物种 ( ＩＵＣ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Ｇａｌ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东南亚地区
兰科植物预计超过 １０ ０００ 种ꎬ约占世界兰科植物
的 １ / ３ꎬ是兰科植物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ꎬ也是值
得关注和研究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ꎮ 本文系统
概述了东南亚地区兰科植物的物种多样性、生活
习性及其传粉系统ꎬ尽管在诸多方面不断有新物
种被发现ꎬ本文不能更加细致地进行总结概述ꎬ但
对于东南亚这一兰科植物热点区域的关注以及对
于兰科植物保育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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