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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广西喀斯特植物保育与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 国 科 学 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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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种多样性编目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 该研究结合最新分子系统学研究成果以及近年

来发表的新资料， 对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和地理分布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苦苣苔科

植物共有 ４４ 属 ６７１ 种（含种下单位， 下同）， 其中特有属 １１ 个；特有种 ５７３ 种， 占总种数的 ８５．３９％。 种数最

多的 １０ 个属依次为广义报春苣苔属（１８０ 种）、广义马铃苣苔属（１２２ 种）、石蝴蝶属（３９ 种）、半蒴苣苔属（３９
种）、芒毛苣苔属（３８ 种）、长蒴苣苔属（３５ 种）、石山苣苔属（３１ 种）、吊石苣苔属（３１ 种）、蛛毛苣苔属（２８ 种）、
汉克苣苔属（２２ 种）。 在地理分布上， 种数排名前 １０ 的省份（区）有广西（２６０ 种，３３ 属）、云南（２３６ 种，３０
属）、贵州（９６ 种，２８ 属）、广东（９３ 种，１７ 属）、四川（８５ 种，２１ 属）、湖南（５８ 种，１３ 属）、西藏（３９ 种，９ 属）、湖北

（２９ 种，１５ 属）、福建（２６ 种，１３ 属）、江西（２５ 种，９ 属）。 含中国特有苦苣苔科植物的属中排前 １０ 位的分别为

广义报春苣苔属（１７８ 种）、广义马铃苣苔属（１１９ 种）、石蝴蝶属（３７ 种）、半蒴苣苔属（３５ 种）、石山苣苔属（３０
种）、长蒴苣苔属（２９ 种）、吊石苣苔属（２３ 种）、蛛毛苣苔属（１９ 种）、芒毛苣苔属（１９ 种）、汉克苣苔属（１１ 种）。
这表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是苦苣苔科植物的一个分布中心，特别是石灰岩地区有着高度的物种多样性和特有

性，广义报春苣苔属、广义马铃苣苔属、石蝴蝶属、半蒴苣苔属、石山苣苔属、吊石苣苔属等为我国典型的优势

属。 此外，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还对我国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调查、分类学和系统发育研究、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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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属于核心真双子叶植

物中菊类分支的唇形目 （ Ｌａｍｉａｌｅｓ） （ ＡＰＧ ＩＶ，
２０１６）。 该科目前全世界约有 １５０ 属、３ ５００余种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南部、
非洲、欧洲南部、大洋洲、南美洲至墨西哥等热带至

温带地区，有非洲紫罗兰（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ｉａ ｉｏｎａｎｔｈａ）、大
岩桐（Ｓｉｎｎｉｎｇｉ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和喜荫花（Ｅｐｉｓｃｉａ ｃｕｐｒｅａｔａ）
等世界著名的园艺花卉。 中国是苦苣苔科植物的

主要分布区之一，但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相关研究

却起步较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王文采先生带领中国

苦苣苔科植物研究团队对该科陆续开展了系统的

分类学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植物志》 （第 ６９ 卷）
（王文采， １９９０）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第 １８ 卷）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最后一次系统而

全面修订的是李振宇和王印政（２００５）编著的《中国

苦苣苔科植物》。 该专著的出版对我国苦苣苔科植

物随后十多年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掀

起了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研究的热潮。 作者以苦苣

苔等为关键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ｐｄ．ｎｓｆｃ．ｇｏｖ．ｃｎ）上进行查询，搜索到关于苦苣苔科

植物研究受资助项目 ２０ 余项。 近十多年随着植物

学家和植物爱好者对苦苣苔科植物的关注度不断

提高，新类群和新记录的文章被大量发表。
近年来，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

发展，研究人员在苦苣苔科植物的系统发育重建方

面也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文（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ａ， ｂ， ２０１３； Ｐｕｇｌｉ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ａ， ｂ， ｃ； 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基于最新的苦苣苔科分子系统学

研究进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苦苣苔科植物分

类系统，该科共包含三个亚科，即 Ｓａｎａｎｇｏｉｄｅａｅ、大
岩桐亚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ｏｉｄｅａｅ） 和苦苣苔亚科 （ Ｄｉｄｙｍｏ⁃
ｃａｒｐｏｉｄｅａｅ）。 其中，新增的 Ｓａｎａｎｇｏｉｄｅａｅ 亚科仅包

含一个分布于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地的单型属

Ｓａｎａｎｇｏ；大岩桐亚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ｏｉｄｅａｅ）因增加了来自

东亚地区的单型属台闽苣苔属（Ｔｉｔａｎｏｔｒｉｃｈｕｍ），而
不再笼统地称为“新世界苦苣苔类”，该亚科包括 ５
个族 １２ 个亚族，约 ７４ 属、１ ２００ 余种；苦苣苔亚科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ｏｉｄｅａｅ）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旧世界苦

苣苔类”，该亚科包括尖舌苣苔族（Ｅｐｉｔｈｅｍａｔｅａｅ）和
芒毛苣苔族（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ｏｒｅａｅ）２ 个族 １４ 个亚族，约 ７５
属、２ ３００余种。

对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研究在近十多年经历

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不管是在系统发育方面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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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方面都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整合

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新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物种多样

性编目，将对我国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全面认识和

可持续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将对旧世界的苦苣

苔科植物乃至全世界苦苣苔科植物的研究起到重

要的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植物志》 （第 ６９ 卷） （王文采，
１９９０）、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第 １８ 卷）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和《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李振宇和王印政， ２００５）
等志书记载的苦苣苔科物种为本底资料，全面收集

了近些年报道的有关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新类群和

新记录的文献。 以该科最新的分子系统学研究成果

为分类依据， 使用 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中的 Ｅｘｃｅｌ 来进

行数据整理，完成最新的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物种多

样性编目，统计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属种数目， 分析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特点。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物种数量的变化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全面系统的整理首推 １９９０
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６９ 卷），共收录 ５６ 属，４１３
种 （王文采， １９９０）；随后 １９９８ 年出版的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８ 卷）共收录 ５６ 属，４４２ 种，其中裂檐苣苔属

（Ｓｃｈｉｓｔｏｌｏｂｏｓ）被并入后蕊苣苔属（Ｏｐｉｔｈａｎｄｒａ），并发

表了弥勒苣苔属 （ Ｐａｒａｉｓｏｍｅｔｒｕｍ）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共收录

５８ 属，５２０ 种（含 ５７ 个种下单位），在原有属不变的

情况下又新增加了文采苣苔属（Ｗｅｎｔｓａｉｂｏｅａ）和方鼎

苣苔 属 （ Ｐａｒａｌａｇａｒｏｓｏｌｅｎ ） （ 李 振 宇 和 王 印 政，
２００５）。 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我国苦苣苔植物新类

群出现了激增，发表了新属 ２ 个，即凹柱苣苔属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和光叶苣苔属（Ｇｌａ⁃
ｂｒｅｌｌａ） （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发表新类群 １５１ 个，特
别是在广义报春苣苔属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 ７６ 个新类

群）、广义石山苣苔属（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２０ 个）、广义马

铃苣苔属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１３ 个）、石蝴蝶属 （Ｐｅｔｒｏ⁃
ｃｏｓｍｅａ） （１１ 个）、半蒴苣苔属（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８ 个）和

蛛毛苣苔属（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７ 个）等 ６ 个属发表的新类

群较多。 作者将近些年发表的新类群进行梳理汇

总，根据最新的苦苣苔科研究资料统计，截止 ２０１６
年底，我国共记录有苦苣苔科植物 ４４ 属，６７１ 种（含
种下单位，以下同）。
２．２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属的变化和物种组成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首先对中国的苦苣苔科植物

系统进行了调整，将原先的唇柱苣苔属（Ｃｈｉｒｉｔａ）进
行了处理，并建立广义的报春苣苔属和广义石山苣

苔属等；随后 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ｂ） 和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ａ， ｂ）对旧世界的苦苣苔科植物系统进行了较

大的调整，特别是对中国特有的一些单种属和寡种

属进行了处理和归并，并建立广义马铃苣苔属等。
基于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发表的最新世界苦苣苔科植

物分类系统，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在《得与失： 苦苣苔

科新的属级界定与分类系统———中国该科植物之

变迁》一文中对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系统变化

进行了详实的讨论，各属的详情请参见该文，本文

不再赘述。 根据目前最新的苦苣苔科植物分类系

统，中国共分布有 ４４ 属，其中种类最为丰富的是广

义报春苣苔属，共有 １８０ 种，占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总

数的 ２６．８３％；其次是广义马铃苣苔属，共有 １２２ 种，
占 １８．３５％。 这两个属为中国苦苣苔科的大属，种类

均超过 １００ 种；其余超过 ２０ 种的有石蝴蝶属（３９
种 ）、 半 蒴 苣 苔 属 （ ３９ 种 ）、 芒 毛 苣 苔 属

（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 （ ３８ 种 ）、 长 蒴 苣 苔 属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 ３５ 种）、吊石苣苔属 （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３１ 种）、广义石山苣苔属 （ ３１ 种）、蛛毛苣苔属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 ２８ 种）、汉克苣苔属 （Ｈｅｎｃｋｅｌｉａ） （ ２２
种）等，具体情况见表 １。
２．３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地理分布

据最新资料统计，我国 ３４ 个省（区、市）中共有

２６ 个记录到苦苣苔科植物的分布，目前还有新疆、
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天津、上海和澳门等 ８
个省（区、市）暂时没有记录到。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

种类最丰富的是广西，共有 ２６０ 种，占中国苦苣苔科

植物总种数的 ３８．７５％，隶属 ３３ 个属，占中国苦苣苔

科植物总属数的 ７５．００％。 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分

别是云南（２３６ 种，３０ 属）、贵州（９６ 种，２８ 属）、广东

（９３ 种，１７ 属）、四川（８５ 种，２１ 属）。 另外，湖南、西
藏、 湖北、 福建和江西等省（区）的种类也都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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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属中种数和特有种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属名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中国总种数
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中国特有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ＥＳ）

占中国该属
总数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ｅｎｕｓ

（％）

占中国特有种
总数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报春苣苔属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 １８０ ２６．８３ １７８ ９８．８９ ３１．０６

马铃苣苔属 Ｏｒ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１２２ １８．１８ １１９ ９７．５４ ２０．７７

石蝴蝶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３９ ５．８１ ３７ ９４．８７ ６．４６

半蒴苣苔属 Ｈｅｍｉｂｏｅａ ３９ ５．８１ ３５ ８９．７４ ６．１１

芒毛苣苔属 Ａｅｓｃｈｙｎａｎｔｈｕｓ ３８ ５．６６ １９ ５０．００ ３．３２

长蒴苣苔属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３５ ５．２２ ２９ ８２．８６ ５．０６

石山苣苔属 Ｐｅｔｒｏｃｏｄｏｎ ３１ ４．６２ ３０ ９６．７７ ５．４１

吊石苣苔属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３１ ４．６２ ２３ ７４．１９ ４．０１

蛛毛苣苔属 Ｐａｒａｂｏｅａ ２８ ４．１７ １９ ６７．８６ ３．３２

汉克苣苔属 Ｈｅｎｃｋｅｌｉａ ２２ ３．２８ １１ ５０．００ １．９２

紫花苣苔属 Ｌｏｘｏｓｔｉｇｍａ １１ １．６４ ８ ７２．７３ １．４０

异叶苣苔属 Ｗｈｙｔｏｃｋｉａ ９ １．３４ 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

漏斗苣苔属 Ｒａｐｈｉｏｃａｒｐｕｓ ８ １．１９ 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

线柱苣苔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７ １．０４ ４ ５７．１４ ０．７０

短筒苣苔属 Ｂｏｅｉｃａ ７ １．０４ ３ ４２．８６ ０．５２

圆唇苣苔属 Ｇｙｒ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６ ０．８９ 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

喜鹊苣苔属 Ｏｒｎｉｔｈｏｂｏｅａ ６ ０．８９ １ １６．６７ ０．１７

横蒴苣苔属 Ｂｅｃｃａｒｉｎｄａ ６ ０．８９ ５ ８３．３３ ０．８７

大苞苣苔属 Ａｎｎａ ４ ０．６０ ３ ７５．００ ０．５２

双片苣苔属 Ｄｉｄｙｍｏｓｔｉｇｍａ ３ ０．４５ 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２

光叶苣苔属 Ｇｌａｂｒｅｌｌａ ３ ０．４５ 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２

珊瑚苣苔属 Ｃｏｒａｌｌｏｄｉｓｃｕｓ ３ ０．４５ １ ３３．３３ ０．１７

勾序苣苔属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ｒｉｔａ ３ ０．４５ １ ３３．３３ ０．１７

奇柱苣苔属 Ｄｅｉｎｏｓｔｉｇｍａ ２ ０．３０ 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５

异唇苣苔属 Ａｌｌ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２ ０．３０ 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５

凹柱苣苔属 Ｌｉｔｏｓｔｉｇｍａ ２ ０．３０ 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５

长冠苣苔属 Ｒｈａｂｄｏｔｈａｍｎｏｐｓｉｓ ２ ０．３０ 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５

异裂苣苔属 Ｐｓｅｕｄｏｃｈｉｒｉｔａ ２ ０．３０ １ ５０．００ ０．１７

尖舌苣苔属 Ｒｈｙｎｃｈ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２ ０．３０ １ ５０．００ ０．１７

羚角苣苔属 Ｄｏｒｃｏｃｅｒａｓ ２ ０．３０ １ ５０．００ ０．１７

十字苣苔属 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ｈｅｒａ ２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盾座苣苔属 Ｅｐｉｔｈｅｍａ ２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异片苣苔属 Ａｌｌｏｓｔｉｇｍａ １ ０．１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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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属名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中国总种数
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中国特有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ＥＳ）

占中国该属
总数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ｅｎｕｓ

（％）

占中国特有种
总数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筒花苣苔属 Ｂｒｉｇｇｓｉｏｐｓｉｓ １ ０．１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扁蒴苣苔属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ｔｈｅ １ ０．１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丹氏苣苔属 Ｄａｍｒｏｎｇｉａ １ ０．１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圆果苣苔属 Ｇｙｒｏｇｙｎｅ １ ０．１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盾叶苣苔属 Ｍｅｔａ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１ ０．１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苦苣苔属 Ｃｏｎａｎｄｒｏｎ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浆果苣苔属 Ｃｙｒｔａｎｄｒａ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细蒴苣苔属 Ｌｅｐｔｏｂｏｅａ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米氏苣苔属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ｉａ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堇叶苣苔属 Ｐｌａｔｙｓｔｅｍｍａ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台闽苣苔属 Ｔｉｔａｎ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 种。 在省（区、市）特有种的水平上，广西的地区

特有种仍然位居第一，共有 １６０ 种，占广西苦苣苔科

植物总数的 ６１．５４％；其次为云南，共有 １１２ 种，占云

南苦苣苔科植物总数的 ４７．４６％，另外广东（４５ 种）、
贵州（３６ 种）、四川（２６ 种）、湖南（２１ 种）、西藏（１０
种）、海南（８ 种）、重庆（６ 种）等地区的特有种都超

过了 ５ 种，地区特有种的比例都在 ２５％以上（表 ２）。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特有现象非常显著，该科

共有中国特有属 １１ 个，即异唇苣苔属（Ａｌｌ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异 片 苣 苔 属 （ Ａｌｌｏｓｔｉｇｍａ ）、 筒 花 苣 苔 属

（Ｂｒｉｇｇｓｉｏｐｓｉｓ）、扁蒴苣苔属（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ｔｈｅ）、双片苣苔

属（Ｄｉｄｙｍｏｓｔｉｇｍａ）、光叶苣苔属、圆果苣苔属（Ｇｙｒｏ⁃
ｇｙｎｅ）、凹柱苣苔属、盾叶苣苔属（Ｍｅｔａ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
长冠苣苔属（Ｒｈａｂｄｏｔｈａｍｎｏｐｓｉｓ）、异叶苣苔属（Ｗｈｙ⁃
ｔｏｃｋｉａ）等。 该科共有中国特有种共有 ５７３ 种，特有

率高达 ８５．３９％，特别是在我国南部和西南部的石灰

岩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狭域种和地方特有种。 其中，
广义报春苣苔属含有的中国特有种最多，共 １７８ 种，
占该科植物中国特有种总数的 ３１．０６％；其次是广义

马铃苣苔属，共有 １１９ 种，占该科植物中国特有种总

数的 ２０．７７％；另外石蝴蝶属（３７ 种）、半蒴苣苔属

（３５ 种）、石山苣苔属（３０ 种）、长蒴苣苔属（２９ 种）、
吊石苣苔属（２３ 种）、芒毛苣苔属（１９ 种）、蛛毛苣苔

属（１９ 种）、汉克苣苔属（１１ 种）等属含有的中国特

有种数都超过了 １０ 种（表 １）。

３　 讨论

３．１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资源调查

中国拥有丰富的野生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约占

世界苦苣苔科植物总种数的 ２０％、总属数的 ３０％，
是世界苦苣苔科植物的重要分布中心之一。 中国

南部和西南部的石灰岩地区是我国苦苣苔科植物

的多样化分布中心和特有中心（李振宇， １９９６），该
地区不但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热点地

区，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该地区

对中国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从近年来苦苣苔科植物不断涌现的

新类群来看，我国苦苣苔科植物野生资源的调查还

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喀斯特地貌十分发育的

滇黔桂喀斯特地区，另外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湖北

西部、重庆等地的岩溶区域也应当加强该科植物的

野外调查工作。
３．２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学和系统发育研究

从我国近些年发表的苦苣苔科植物分类学研

究文献来分析，目前主要集中于新类群的发表，真正

３２２１１０ 期 许为斌等：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表 ２　 中国各省（区、市）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ｉｔｙ）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占中国属数
百分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中国种数
百分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本地区特有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ＥＳ）

占本地区总种数
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３３ ７５．００ ２６０ ３８．７５ １６０ ６１．５４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３０ ６８．１８ ２３６ ３５．１７ １１２ ４７．４６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２８ ６３．６４ ９６ １４．３１ ３６ ３７．５０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７ ３８．６４ ９３ １３．８６ ４５ ４８．３９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１ ４７．７３ ８５ １２．６７ ２６ ３０．５９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３ ２９．５５ ５８ ８．６４ ２１ ３６．２１

西藏 Ｔｉｂｅｔ ９ ２０．４５ ３９ ５．８１ １０ ２５．６４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１５ ３４．０９ ２９ ４．３２ ３ １０．３４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１３ ２９．５５ ２６ ３．８７ ６ ２３．０８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９ ２０．４５ ２５ ３．７３ ４ １６．００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１１ ２５．００ ２０ ２．９８ ８ ４０．００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１ ２５．００ ２０ ２．９８ ６ ３０．００

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１２ ２７．２７ １５ ２．２４ ４ ２６．６７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９ ２０．４５ １５ ２．２４ ４ ２６．６７

安徽 Ａｎｈｕｉ ８ １８．１８ １０ １．４９ １ １０．００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４ ９．０９ ８ １．１９ １ １２．５０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５ １１．３６ ６ ０．８９ ２ ３３．３３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４ ９．０９ ４ ０．６０ ０ ０．００

香港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３ ６．８２ ３ ０．４５ ０ ０．００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２ ４．５５ ２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 ４．５５ ２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２ ４．５５ ２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 ２．２７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１ ２．２７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 ２．２７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１ ２．２７ １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意义上的分类学修订的文献和专著少见（李振宇和

王印政， ２００５； 韦毅刚， ２０１０； 邱志敬和刘正宇，
２０１５）。 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经典分类学倾斜

支持，近几年植物学家对我国种类丰富的广义报春

苣苔属、广义马铃苣苔属、广义石山苣苔属、石蝴蝶

属、半蒴苣苔属、蛛毛苣苔属等属都开展了分类学

和系统学的研究，希望不久就有一些文献或专著出

版将我国种类丰富的属进行系统的修订，另外也可

以基于这些研究基础好的属对世界该属植物开展

系统的修订。
近些年欧洲学者对旧世界的苦苣苔科植物的

分子系统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４２２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ａ， ｂ， ２０１３； Ｐｕｇｌｉ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ａ， ｂ， ｃ）。 其中，包含了大量来自我国特有

的苦苣苔科植物，另外我国的植物学家也对中国苦

苣苔科植物的分类系统展开了研究（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目前基于分子系统学的研究结果，我国的

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系统被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将原有的 ５８ 属合并到现在的 ４４ 属。 虽然国内外学

者对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系统开展了较多的

研究，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Ｍö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例如，部分属的取样不具代表

性，使用的基因或片段少，获得的支持率较低等。
基于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可以加大各类群的取样

代表性，运用组学的大数据，在旧世界苦苣苔亚科

的框架下，甚至在世界苦苣苔科植物的大框架下开

展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系统发育研究，这样势必对

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系统有着更加深入的认

识，也将为世界苦苣苔科植物的系统发育研究提供

重要的数据支持。
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研究近些年主要集中于

新类群的发表和分子系统学的研究，在苦苣苔科植

物的细胞学方面也开展了一些研究（李振宇和王印

政， ２００５；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Ｋ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但是

仍有大量种类的染色体数目没有被报道，更谈不上

这些种类的核型研究。 另外，在我国苦苣苔科植物

传粉生物学方面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研究的不

够深入（谭英等， ２０１０）。 我国的苦苣苔科植物有着

高度的特有性和多样性，特别是花形态有着高度特

化类型，这些特殊的花形态很有可能和传粉生物学

有着重要的联系，这有待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３．３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绝大部分都是我国特有的

物种，从笔者对华南和西南地区苦苣苔科植物的野

外调查来看，大部分苦苣苔科植物分布范围局限，
少数种类仅知一两个分布点，而且分布点的生境面

临巨大的威胁。 例如，在对中国被子植物濒危等级

的评估中，广西百色产的圆果苣苔（Ｇｙｒｏｇｙｎｅ ｓｕｂａｅ⁃
ｑｕｉｆｏｌｉａ）就被评估为灭绝的等级，另外还有 ７３ 种受

威胁（覃海宁等， ２０１７）。 我国苦苣苔科植物的保护

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不然一些种类将要面临巨大

的灭绝风险。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保育应该采取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育相结合的方法，以就地保护为

主，迁地保育为辅的指导原则来开展。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野生资源虽然丰富，但是我

国在苦苣苔科植物的有效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开展

的工作还较少。 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对该

科的研究不多，仅对一部分物种做过植物化学成分

的分析（李振宇和王印政， ２００５），真正以苦苣苔科

植物为主打成分的药品或者保健品极少见。 笔者

在野外调查时，经常见到当地村民采集苦苣苔科植

物作为中草药来使用，可见苦苣苔科植物有着巨大

的药用挖掘潜力，可能是将来寻找新药的重要药源

植物类群。 观赏花卉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虽然南美

洲和非洲的一些种类已经成为世界上赫赫有名的

观赏花卉，但是我国的苦苣苔科植物的选育工作开

展的较少，还没有培育出一些观赏价值高，栽培管

理容易的品种供商用推广，花卉选育还有着很大的

发展空间和开发潜力（李振宇和王印政， ２００５）。 我

国的园艺工作者可以深入挖掘我国苦苣苔科植物

的观赏资源，选育出一些优良的品种供室内栽培观

赏、假山造景，垂直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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