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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科 ( E r i c a c o a e ) 为中国植物的第七大科 ! ` J
。

因此
,

它在中国植物地理是中国 植

物区系上都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

杜鹃花科共分五个亚科
:
杜鹃花亚科

、

缠木亚科
、

白珠树

亚科
、

北极果亚科和乌饭树亚科
。

爹决木亚科
、

白珠树亚科和北极果亚科
,

虽然在本科中其种
类不算太多

,

但所含 1。个属
,

故其多样性在本科中麓庙. 指的
。

无疑
,

对这三个亚科在中

国的地理分布及其与其他地区的关系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

国产维木亚科 ( A n d r o m e d a o i d e a e ) 含 7 属 : C a s s a n d r a D
.

D o n , C a s s i o p e D
.

D o n ,

e r a i b i 。 d e n d r o 。 w
.

w
.

s m i t h , E n k i a n t h u s L o u企
. , L e u e o t h 。 。 n

.

n o n , L y o n i a

N u t t
. , p i e r i : D

。

D o n , 白珠树亚科 ( G a u l t h盛 i o i d肖 6…̀)
·

含 2 属宕 G a u l t h e r i a K a l m e x

L
. ,

C h i o g e n e s S a b i s b :
北极果亚科 ( A r b u t o i d e a e

) 含 1属
: A r e t o u : N i e d

. 。

为了说明它们的地理分布
,

略提一下它们各自的分

是必要的 (表 1 )
。

从表 l 可知
,

中国产的各属不权是

显的间断性
。

类戚
;

从
极为百然

而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异同

的类群
,

而且各自也有着明

地桂属 ( C a s s a n d r a D
.

D o n ) 仅含一种 ( C
。 e a l y e u l o t a M明 n e h )

,

产北 温 带
。

中 国

东北亦产
。

岩须属 ( C as s i o p“ D
·

D 。 ” ) 是共极一 高山类型分布的属
。

.

间 断分布于北极地区和喜

马拉雅山区
。

约 20 种
,

中国产 11 种
,

占世界种类的 55 %
。

加拿大 6 种
,

苏联 4 种
,

印度和锡

金各 2 种
,

日本
、

尼泊尔
、

巴基斯坦各 1种
。

中国产这 11 种
,

全分布于四川
、

云南和西藏
,

其分布情况见表 ( 表 2 )
。 一

它们在分布区常成群落
。

一
.

- - - -

一
金叶子属 ( C ar i b i o dc 时 or n W ,理冬 s m it 卜)

,
约 了种

,

产亚淤东南部和南部
。

中 国 5

种
.

( c
.

f o r r e s t i i w
·

W
·

s ” i季五
: C 气 h e n r y i w

·

W
、
丫S嘛功

,
`

c
·

琴卿铭扭他
e n“ Y声

·

H u , C
. s t e l l a t u m ( p i e r r e ) W

·

W
·

s m i t场 C
·

y林牡 arL n e
姗 , W

·

W
. S m i t h ) , 产广东

、

广西
、
云南

、

贵州
。

其中云南乓种
、

广西刁种
、

广东和贵州 备 : 2 种
。

生 于 海 拔 6 00 一 1 5 0 0

( 一 2 7 0 0 ) 米的疏林中
。

l 种
·

( .C
s et ll at u m 成P 主“ 拙矛w

·

伙 尽, i ’ h) 亦分布于越南
、

柬

埔寨
、

泰国
、

缅甸北部
。

吊钟花属 ( E n ik a nt h” s L。 “
·

)
,

共 13 种
,

全部分布于亚州东部
。

中国 9 种
,

占世界种

类的 81
.

8%
。

按省 ( 区 ) 计户 四川 8 种
, 云南 6种

,

广西和湖北各 5 种
,

贵州 4 种「 江西
、

福建
、

湖南
、

广东各 3 种
,

、

浙江 2种
,

安散
、

台湾
、

西藏各 l 种
。

种类最集中的地区是云南

西北部和四川西部
。

其中 2 种 ( E
.

q u i n q u e全l o r u o L o u r .

和 E
. r u b e r p

.

D o p ) 亦分 布 于

越南
。

l 种 ( E
.

d e f l o X u ; ( 肠 r i f f i t h ) s e h n e记。 r ) 亦分布于缅甸北部
、

不丹
、

锡金
、

尼泊

、

吸子
·

t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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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蒸是鲜的级木业科白珠树业科北极果业科及 其各属特征

-~一一 -, , 一 - . - - , -一一 - -一 - -钾 - , 一 . - - . . 甲肠

土 科 征一
万

称
`

属
~ 一

}
- 一 _ ~ 一 特

_ - 下 一 _

社
_ 一

重歌蔽
一

改特

蒲果具于魂汀宿存粤
,

花后花冠脱落
,

花

药顶孔 开裂
;
茹果

室背开裂
。

呛。 , 叼扭。
.丁

、 靡
口

君
.

笼l之花冬联
` 花
麟誉碑前

苞片
;
雄蕊前

;
苑

果壁裂成 2尼 ;
种子小

,

不具翅
。

C a s s i o P e D
.

D o n 花单生
;
花冠钟状 ; 叶鳞片状

,

成四行
。

C r a i b l o d e n d了o n

W W
.

S m

E n k i a n t加
5 L o 让 r

.

L e u e o t h o e D
.

D o n

画铆幻多
.

顶生 ; 花冠钟形; 花梗具苞片或吐恺片淤翼葬携下

弯
;
药果壁裂成一层

;
种子大

,

一侧有翅
.

伞形或伞房花序
,

花梗无苞片
.

种子有翅或有角
。

总状花序
,

腋生 ; 花梗具苞片和小苞片
.

种子具乳头羲寒起
,

。付。弓石月够O日p归心口叫

L y o n i a 入u t t
总状花序

,

腋生
;
花药无芒

,

有时花丝顶端有奢暴巨; 衡纂纂

线明显加凰

P i 己 r i s D
.

D o n 圆雄花序
,

顶生 ; 花药的芒反折
,

种子据屑状
、

浆果认劲累 ; 花药

存 2 一 4 芒 或钝

J
一

Z 、 鹉

C h i o g e n e `

S a l b各 b

单花 ; 普片 4, 花冠 4裂 ; 雄蕊 8
,

花药无芒
,

子房上位或

半下位
;
浆果

,

花托在果时蠢大
.

肉质
。

G如 l t h e r i a

K a l m e x L

花单生
,

或成总状花序或为圆锥花序 ; 菩 县深裂
, 二
花冠瀚;昌

或坛形
: 花药有芒或钝头

;
浆菜状畴果

.

一

。时。心洲。侧妇。片训州。̀O

熟苹赞份
,

!“
占

「 , _ . j

一
卜 _ _

; 4几一含 万禺小 孩 ; 八 cr t o u s 到 里

“ 二
符址间韭科

.

}
_

it 药具 2 屋折的趁 {
_

_ 二

} “ “ 起
·

` 于L ,

“
几

_

} 裂
。 ~

`

一一
. , . . 口如脚` 如神禅碗` , 州

。付,七ō0衬,刀̀可芬曰
ù

ù域澎卫竹

尔东部和印度大吉岭
。

本属三个组 ( 决ct i。 ) 分布格局如图 ( 图
一

)万
尸

木薄芦属 〔 L叫以加
` D

.

oD n) 约 4 4种以上
,

主要产于南美洲
。

、

4 种产东南亚` 中 国

有 3 种
, 飞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
、

东南部和西藏东南部
。

生于海拔 f l3 时 ` 》 2 5时` 言0赶直朱的畜豚

中或沟边杂木林中
。

中国和不丹有 l 种 ( L
.

g r宜ft 主翻 an
“ C

.

打` 亡坛k 。 )
,

越南`北方
一

) 有镬

种 ( L
.

t血鑫i ,
n、 15 P

.

D o p )
。

东亚西部
、

北美
、

南美
,

这种跨洲际的大向幽i蠢布格易是

杜鹃花科中极为罕见 igoJ
-

一
_

`

-

米饭花属 毅L y o in a N以 t
.

)
,

约肠种
,

分布于亚朔}东部至喜马拉雅山
、

北美东部、
_

墨西

哥
,

以及南美北部诸岛
。

中国 6 种
,

分布于西南部至东部
。

一

云南分种全产
:

从b :

耐称攀翻碾脚 {

w
.

S m i t h ) 亡h u n , L
. e o m p t a H a n d 一 M a z z . , I

.

d o y o n e n , i , H合孔 d一 M o Z: . , L
.

角炙七饰 c硅珍
( A nt h

.

) C h ,
,

L
.

vo
a il fo l加 rD “ 。 , L一 v i n o

a H o

dn 一狐二
. 。

本属与马娜禾麓 一

( iP 欲始 氏 伪时 形态上区别甚微
,

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花药有 2个下弯的芒
,

从分布 l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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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岩须属 ( C .s 幻。 p e 0
.

D On ) 在中国的分布表

种

一
一

一
一 ~` -一` 二` ` 一一 ` 滋一一一一 -奋一 -̀ 舀` -

云 南 }四 川 西 藏 海拔 ( 米 )

a b b r e v i a t a H an d一 M已乞2
. …赢 }丽 { 38 0 0一 4 0 0 0

a r g y r o t r i e h a

d e n dt o t i亡h a

T
.

2
.

H s U

H a n d
.

一
M a z z 西部 }东南部

`

东南部

34 0 0 ~ 4 8 0 0

t a` t ì i a t a ( w
a l l

.

) D
.

m y o s u r o id e s
W

.

W
.

D o n 38 0 0一 4 50 0

S尔 1t h 4 0 0 0一 4 500

CCCCC

C

C
.

n a n 扭 T
.

2
.

H启 U

仲扣。 b r ta a W
.

W
.

S m it h

p . e ti n a t a S t a p f

s o l a名 in o id o s升的 k
.

f二名 T n o
m s

四 Iv in a l i . T
.

Z
.

H 吕 u

w ar d i i Mra q
,

e t A i r y 一S h . w

总 计

西北部

西北部

西北部

西北部

西北部

西北部

西北部

西北部

西北部

3 00 0一 43 0 0

32 0 0一 46 0 0

西部 东南部 26 0 0一4 5 0 0

东南部 ! 3 90 0一4 2 0 0

CCCC

9 1 3 }
4

以及间断分布的情况看
,

二属也比较相近
。

马醉木属 ( iP er is D
.

D o n )
,

约 7 种
,

分布于北美东部
、

亚洲东部和苏联东北 部
。

中

国产 6 种
: p

。

f o r m o s a
( W

a l l
.

) D
。

D o n , P
。

e o m P a e t a
W

。

W
.

S m i t h
, p

.

p o l i t a
W

.

W
。

Sm 岌t h e t J
.

F
。

J e f f
. , p

。
。w i n h o o i H e m s l

. , p
.

t a i w a n e n s i s H a y a t a ,

主要分布于

西南部和东部
。

白珠树属 ( G o ul t h er la aK l m ex L
.

)
,

全世界约 10 。种以上
。

环太平洋分布
,

西达喜马

拉雅山西坡至印度南部
。

2 :
种在北美

,
l订种在巴西东部

,

日本 2 种
,

东南亚有 22 种
。

中国产 24

种 s[J
,

云南
、

四川
、

西藏有 2 3种
,

占国产种类的 96 %
。

在云南贡山
、

四川宝兴以 西
、

西 藏

察隅墨脱地区北纬 2 7
0

5一 30
0

2
,

东经9 5
0

2一 103
。

的小面积上生长着 22 种以上的种类
,

占东亚

种类的80 %以上
。

我国横断山脉是亚洲白珠树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
,

也可能是其起源地
。

伏地杜鹃属 ( C h i og en
e s

sa il s b
。

) 是白珠树亚科的寡种属
,

3 种 t“ l ,

间断分布于北美

东部
、

日本和中国西南部
。

中国产 l 种
: C

. s u b o r b i e u l a r i s ( w
.

w
.

s m i t h ) c h i n g ,

分布

于云南西北部
。

北极果属 ( A cr ot us N i e d
。

) 为寡种属
,

6 种
,

主要分布于环北极地区
,

苏联西伯 利亚

东部
、

日本
、

朝鲜 ( 北部 ) 以及北美西北部
。

中国有 2 种
,

红北极果 ( ^
. r u b e r

( R e h d
. e t

w i 15 .

) N a k a i ) 产四川 ( 北部
、

甘肃 ( 南部 ) 映西 ( 太白山 ) , 小叶北极果 (小叶当年枯 )

( A
.

m i e r o p h y l l u s C
.

Y
。

w
u
)

,

分布于云南西北部
,

生于海拔 3 5 0 0米的高山上
。

杜鹃花科这三个亚科中国产如上 1 0属
,

计 65 种
。

种数虽然不多
,

但地理分布上加以分析

是有意思的
。

l
、

这 10 属中的 9属
,

无论它在世界上分布格局如何
,

中国西南部均有分布 ,

2
、

10属中
,

中国与北美共有的大间断分布有 7 属
: A r e t o u s N i e d

. ,
c a s s a n d r a D

.

D o n ,

C h i o 多e n e s S a l i s b , ,

G a u l t h o r i a
K

a lm e x L , , L , u c p t h p已 D , D O n , L y p n i a
N u t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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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e r i s D
.

D o n .

3
、

2 0属中
,

中国与南美共有大间断分布 3 属
: L e u e o t h o 己 D

.

D o n ,

L y o n i a N u t t
. , G a u l t h e r i a K a l m e x L

. 。

4
、

1 0属中
,

中国与日本共有 9 属
: A r e t o u s

N i e d
.
; C a s s a n d r a D

.

D o n ; C a s s i o p e D
。

D o n 书C h i o g e n e s S a l i s b
。

; E n k i a n t h u s L o u r .

,

G a u l t h e r i a K a l m e x L
. ; L e u e o t h o 己 D

.

D o n ; L y o n i a N u t t
。
; P i e r i s D

。

D o n 。

5
、

1 0

属中
,

中国与环北极共有 3 属 , A r e t o u s N i e d
.
; C a s s i o p e D

.

D o n ; C a s s a n d r a D
.

D O n 。

6
、

东亚大陆特有 1属
:

C r a i b i o d e n d r o n
W

.

W
.

Sm i t h
。

依据这个亚科地理分布的上述事实
,

根据植物类群的系统发育 ( 时间 ) 和地理分布 ( 空

间 ) 统一的原理
,

笔者试图扼要说 明这三亚科地理分布上的一些规律
。

这 10 属
,

全世界约 23 5种
,

中国产约 65 种
,

占世界种类的 28 %
。

中国西南部
,

分布着 10 个属中的 9个属的代表种 ( 仅 C a s sa n d ar D
。

D o n 没有分 布 )
,

计 53 种
,

占国产种类的 80 %
,

占世界种类的 22 %
。

这三个亚科分布区内属种最大饱和的地区

同时就是这些亚科属种多样 性特别明显的地方
,

很明显
,

中国西南部是缤木亚科
、

白珠树亚

科和北极果亚科的现代分布中心
。

根据这三个亚科在中国西南部有大量属种存在这一事实
,

可以认为是这三个亚科在当地区定居历史相当长的标志
,

所以
,

中国西南部也可能是其起源

地
。

这与同一科中杜鹃花属起源于康滇古陆 ( 古地中海热带 ) 的论点是不约而同的 [7 1
。

“
任何一类植物现代的分布

,

就是在那一类植物存在的整个时期中地球上出现的地质剧

变及气候变迁的反映
” 。 〔8 1这三个亚科在分布上所形成的两个 ( 东亚一 北美 ) 或三个 (东

亚 一北美
-

一南美 ) 大间断分布区以及许多小间断分布区
,

一方面是由于大陆的变迁
:

欧

亚大陆和北美的分离
,

东南亚岛屿同亚洲大陆的分离
,

以及日本
,

我国台湾
、

海南岛同大陆

分离等等
,

这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 由海洋分割的间断 ; 另一方面
,

在这 10 属中
,

中国与南美

洲共有的属仅 3 属
,

是由于南美洲本来位于古南大陆西部
,

从侏罗纪末就开始与非洲分裂
。

现在两地 区植物区系的联系
,

表明在第三纪以前它们的植物区系曾有共同的 渊 源
。

从 气 候

变化上讲
,

特别是第三纪末和第四纪的冰川作用
,

北半球大部分地区遭受冰盖
,

可能这三个

亚科的大多数植物在这些地区绝灭
,

只有在一些局部
`
植物避难所

’

和冰川影响较小的地区保

存下来
,

因此
,

即使是在它们可能起源地的中国西南部
,

尽管所产属较多
,

达 9 属
,

但种数

确是不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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