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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种子植物科属与邻近地区科属关系的初步研究

高 蕴 璋
( 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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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木文以海南野生种子植物的科属与越南
、

菲律宾
、

澳大利亚和我国台湾
、

广东 ( 雷州半

岛 ) 等地的植物科属统计数字和属相似性
,

试 图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似关 系
,

对今后引种驯化

和研究华南植物区系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

海南位于北纬2 0
0

1 1 产至 1 8
0

0 产 ,

介于南海和北部湾之间
,

北部与雷州半岛只有琼州海峡

一水之隔
,

在构造上是大陆的一部份
, 一

与台湾一样属于大陆岛
,

受热带季风影响
,

有明显的

卜湿两季
。

海南的地势是中央高四周低
,

中央的五指山海拔高达 1 8 6 7米
,

高1 0 0 0米以 上的山峰亦不

少
,

山脉走向自东北至西南
,

阻碍了南北气流的交换
,

由于地形
、

气候的影响
,

年降雨量分

布不均
,

}J/ (南部年降雨量为 1 8 0 0至 2 5 0 0毫米
,

西南部为 1 2 0 0至 1 5 0 0毫米
,

西部仅 8 0 0至 1 0 0 0毫

米
。

因此海南东部为热带森林气候
,

西部为 热带稀树干草原气候
。

海南的上壤在丘陵地带为红壤
,

50 0至 1 0 0 0米之间为山地黄壤
,

1 0 0 0米以上 的 山地为 棕

黄壤
,

北部台地为砖红壤性红壤
,

滨海地区为砂土和盐土
。

山于气候
、

地形
、

雨量
、

土壤等的自然因子的影响
,

海南的植物种类丰富
,

有热带
、

亚

热带的科
、

属
,

也有温带的科
、

属
,

此外还有邻近地区入侵的植物种类
,

使得海南植物科属

更为复杂化
。

根据 《 海南植物志》和近年有关资料 〔 2 〕的统计
,

海南有野生种子植物 2 7 8 4种
,

1 1 0 6属
,

分隶属于 1 ” 科
,

其中裸子植物有 6 科
,

8 属
,

17 种 ; 双子叶植物有 1 53 科
,

823 属和 2 2 0 8种 ,

单子叶植物 40 科
,

2 7 5属和 55 9种
。

按全国种 子 植 物30 1科
,

2 9 8 0属
,

2 4 5 5 0种计算
,

分别 占

6 6
.

1 %
,

3 7
.

1 %和 1 1
.

3 % ( 表 1 和表 2 )
。

丹了n乙八沙J任,1n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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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尸勺产了,éQé

海南种子植物中
,

木本种类 比重较大
,

计有 6 0 7属
,

1 7 6 2种 ( 攀援灌木和木 质 藤本

在内 )
,

分别 占属
、

种数为 5 3
.

3 9 %和 6 3
.

2 5

%
,

反映海南的属种的热带性和亚热带性比

其最接近的广东大陆强
。

表 , 海南野生种子植物科
、

属
、

种统计表

群

…
科

…
属

…
种

二
、

与邻近岛屿和半岛的关系

海南与邻近地区的种子植物的关系
,

是

裸子植物

双子叶植物

单子叶植物

广、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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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南种子植物统计与全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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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要的科
、

属
、

种 ( 部价 ) }钧数址作比较 ( 比较农均略 )
,

以求其相似性街标
,

来探索它

们之间的联系
。

现分述如下
:

( 1 ) 与越南植物的科属比较 越 南位 少 比回归 线 以 南 2 3
“

22
`
主 5

0

2 3 `
之问

, l
一

}]度支那

们心的尔而
,

与海南最为按近
,

东邵与海南隔水柑 声
,

尔北部和我国钦州地区相按
,

地形 北

商而南低
, 乙忆候与海南相仿

,

同属
一

」几为渐了季风热带不f l亚热带性气候
,

但南部和北部的气侯相差

较大 北部河内年平均气温为 2 3
.

8℃
,

峨 向为 40
,

8 ℃
,

股低为多
.

6 ℃
,

年 较 差达 3 5
.

2 ℃
,

南

部西贡年平均气温较荃极小
,

从
}
衍温月 2 9

.

了℃
,

展低温月 26 ℃
,

相差 不过 3
,

7 ℃
,

级 然 越南

南部平均气温比海南 }仃部的 州仁; { J
一

约高 Z o c 祖北 部的年平均
乙 、温 与海南 比部平均气温很接

近 加之越南的山脉 山我 片{高岭 南延 : 曰川
,

「

不 小蜘州 }
、

泊用温带科
一

属很
一

齐易进人越南北部
。

因此在海南的伪 9干和扫只有鹿姗 宁
.

件 尸少: 司 u cc’ 。 。 了拍 于 越 南
,

1 1 0 6属就有 1 0此属 与越南共

仃
,

)属的州 心比抬标 为 9 0
.

6岁百
,

决 了l
一

种 1三2封
`

!
了 , }

’

、 海南全邓种数的 5 5
.

3 8 %
,

山此可见海南

的从物科
、

属
、

种和越南的阳互
,

而 赵南
)

听 少 内}禹
,

友多故是海南或我 {夕大陆的特有属
,

如多瓣核果茶属 尸ar a力川 。 ; 。 r 、 。 ,

多 伙 采 码 尸岁 。 n() 。 aI’ 夕。 ,

}交呆 化属 方ar t加。 ,

右 花 丹 属

万co r川川 h y r : 。
,

七封: 花属 从 a P ij 。 夕八州二 ;
,

、 川有锻民 万 。 i 。 。爪 。 ,

山洞 林属 C 八“ 。 i a ,

半枫

丫讨噶 S 。 ; ; 1119。 i d 。 ,。 b a r 月; 东藤属 〔
`

人。 , :。 e人: t。
)

: ,

了丁 : :揍属 尸a r ` P i g 少称。 ,, : ,

奈岭藤属 B i o n -

d i a ,

金风藤属 D o
l i e h o p 已 a l “ 。

,

珍已l雄藤属 汀 。 r r i l l
a川 八。 : ,

!匀水 藤 属 P 。川 a s 玄。 l o a ,

扁朔
}
’

艾节丫属 C a th a y a n t h 。 ,

保亭花属 班
。 。 。八e o g i a 等等

。

海南的主要科属和越南相同的情况
,

仃必要探讨 一 卜
。

海南所产的裸子植物 一 共 8 属
,

全部孔l越南共有
,

而 目
.

在森林中占着相当工要地位的陆均松 D ac
r 夕d ￡、 。 州

。 : re ` H ic k e
l

. ,

鸟毛松 P o d o e a r 夕u s f , n b r i e a 才、 5 B I
.

和南亚松 P i n u s l a t r o r i M a s o n
. ,

这 3 种植物两地都有

分布
。

被子植物 , } , ,

海南所产的番荔技科 月 n 0 0 0 a e e a e 1 7属 `
一

};
,

只了J
’

蕉木属 O n c o d o s t `g 川 a
,

小花藤属 R i e h e
l Za 和囊瓣木属 S a e e o p e t a l : `。 ; 3 属越南不 j玉

: 。

桃金娘科 M y r t a e e a e s 属中
,

除多核果属系越南特有外
,

肖蒲桃属 月 c o en 。 越 南也
一

不产
。

掉科 L 训ar ce “ 15 属 中
,

莲桂属

D e八a s s i a 、

{:巾有属 E n d `a , d r a 和油果樟属 S y n d i e
l i a 3 属越南不 z公 “ 。

但这 3 属在海南只有 4

种
一

卜分丫见
。

茶科 T触 。 ce 。。 工1属 r归
,

多瓣该果茶属系海南特有属
, ’

白们如 肖拎属 lC
e ye ar

科! 亡: 笼
.

衣忧 T 。 t 。能 r i a 也不产于越南
。

但以 { :;J’j 万产的梧桐科 st 盯
c “ l i a c 。 ; 。 12 属

,

含 羞 草科

对 i 。 ; o s a e o a o s 属 苏木科 C a e s a l夕i n i a e e a 。 了 j离
,

桑干1
·

M
o r a 。 e a o 1 2属

.

棘 科 M
e l i a 。 e a e 1 2

,。璐
,

l
.

l j 揽科 S a夕o r a 。 e a o 6 属
,

紫金牛科 M 夕 , : i 、 a e e a o 6 属
,

{月二搁 科 P a
l川

a o 1 3属
,

全部和

越南共有
。

至十在海南中下层植波中占优势的热带性大科的属中
,

大多数属和越南共有
。

如

海南所
l犷

的 1方己平4
O

M
e n i s P e r 戏 a o e a o 1 0属川“ ,

仅夜花藤属万 夕乡s e : 夕a 和密花藤属 P 夕e o a , r h仑” a

两属越南 杯户
,

其余均 仃
。

野牛日寸科 万 召l “ “ 10 川 。 艺aC ea o 1 2属中
,

以 丫丁份花丹
下

瓜 1 属外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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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均有分布
。

蝶形 花 科 P a p i l i o n a e e a e 4 0属 : }:
,

只有两 型 豆 属 刀 m p 人̀ e a r p a e a ,

虫豆属

C a n 才h a r o s p e r 。 。 阴 和琼豆属 T e y l
e r i a 3 属越南不产

,

其余均有
。

芸香科 R u t a c e a o 1 4属中
,

除了蜜茱芡属 M el f c o P e l 属外
,

越南均产
。

无患子科 S a
川

n
d ac ae e 17 属 中

,

除 滨 木 患屈

A : y 细 : a l 属外
,

其佘越南均产
。

夹竹桃科 月 P o c y an ce ae 25 属中
,

除乐东藤和毛药藤属 S f n d 巴

c
hl’ et : 2 属外

,

其余各属越南均产
。

萝举科 刀 : cl e
万 ia d ac ae o 24 属

,

驼峰藤和 白 水藤 2 属越

南不产
,

茜草科 R o b i a e e a e 4 0属中
,

只有毛茶属 A n t ` r 入e a 、

石 核 木 属 L 该t o s a n rh e s 、

盖裂果

属 M ` tr ac ar P二 3 属越南不产
。

至于代表热带性又两地共有的科
,

如 肉豆 栽 科 M yr 公: i c a 。 -

e a 。 ,

海南只有 i 属 i 种
,

猪笼草科 万 e 夕e n r八a e e a 。
( l : 1 )

、

海 桑科 5 0 。 , e r a , f a e e a e ( l : 5 )
、

钩枝藤科 刀 n e i: t r o e l a d a e e a e ( z : z )
、

龙脑香不
“

1 D i p t e r o c a r p a e e a e
( 2 : 2 )

、

玉 蕊科 L e -

e夕 t h i d a e e a e ( 1 : 1 )
、

或刃! }茉莉科 S a
l
v a d o r a e e a e ( 1 : 1 )

、

霉草科 T r i o r i d a e e a e ( 1 : 1 )
、

鞭藤科 F l a夕e l l a r i a e e a e ( i : i )
、

刺鳞草科 C e n r r o l e 力̀ d a c e a e ( 1 : 1 )
、

帚灯草
`

科 R e s才i o n -

a e e a e ( 1 : l ) 等等
。

此外
,

构成热荞};
;

海岸红树林的植物
,

如
一

红 树 科 R h f之o p八o r a e e a 。 红 树

属 R h :̀ o p方o r a 、

木榄属 B r “ 夕u i o r a 、

角果木属 C e r i o夕 s 、

秋茄树属 K a n d e l i a 、

海 桑科海 桑

属 5 0 ” n e r a r i a 、

使君子科 C o 二 b ,
·

e t a 。 e a e 榄李 属 L 。二 : f t z e ?
·

a 、

大 戟 科 E “ p h o r b f a e e a e 海 漆

属 E : e o e e a r i a 、

斗柬科 M
e l i a e e a e 耳、 果 丰}

`

)冗 X 〕 ,
l o e a r 户、 ; 、

紫 金 牛 科 万夕
r : i n a e e a e 桐 花属

刀 e 娜ce : as
、

茜草科瓶 花术属 S c 夕力ill 夕h o : a 、

爵床科 刀 ca 川八。 c e a
二艺鼠箱属 刀 ca nt h 。 : 、

马鞭

草科 厂。 r b e n a 。 。。 。 海榄雌属 A o ice 。 : i a 等等
,

同 分响
、
工海南和

一

越南海边洲涂地带
,

而 几侮属

所包含的利
;

类 也墓木 川同
,

加之在植被 「! ,占优势的主要热带科
,

亦和越南大致相 同
,

这此率

实说明
,

海南的植物科属是和越南的植物科属最为接近的
。

( 2 ) 与菲律宾植物科属比较 菲律宾位于北纬 4
“

30
`
至21

“
3 0 ,

之间
,

是南 洋 群岛的一

部分
,

在我国海南东南面
,

其北端和台湾的南端遥遥相对
一

,

面积为海南的 4 倍
,

全部为热带

气候
,

是台风中心地带
,

因此
,

气温和雨量都比海南为高
,

对
’

热带植物的发育和滋长都比海

南为佳
,

更兼中部多高山
,

对温带植物的生长发育亦颇为适宜
。

根据现有 资料计算
,

个群岛

约有野生种子植物 r 3 o g属 〔 ` 5
’ ` ” ) ,

7 6 2 0种
,

这和海南 1 1 0 6属和 2 7 8通币!
,

比较
,

属 数 j L乎多 了

l / 4
,

种的数量就多了 1 / 2 以上
,

在海南的 1 1 0 6 属 , ! ,就有 8 7 3属与菲律宾 共 有
,

属的相似性

指标为 7 8
.

93 %
。

海南所产的科而非律宾不产的有
:

粗概科 C e P hal ot a 戈ac 四
。 ,

木通科 L o r id
-

`

: a b a l a e e a e ,

大 z征藤卞卜S a r g e n r o d o % a e e a e ,

五列木科 P e , Z t a力h夕 Ia e a o e a e ,

洲;猴桃科 刀 e t i 、 i
-

.

了i a e e a e ,

钩枝藤科 刀 , c i s t r o 口 Ia d a e e a e ,

棒木科 C o r 少l
a e e a e ,

紫 树 科 N 。, s : a e o a : ,

鹿蹄 华

科
,

肉子科 S a r e o s p e r 忧 a e e a e ,

水莱科 月p o n o g e t o n a e e a e ,

七 叶一君支花 科
,

T r f l l i a e e a e ,

田

葱科 尸 ill l y d r a c e a e 和帚灯草科等 1 4科
, ;片海南全部种子植物科数的 7

.

奴%
。

但是非律宾所

J“ 的科而海南不产 的则有檬立米 科 万
o o i o i a e e a 。 ,

D a t `s C a e e a e ,

G o n 少 s t夕 I a e e a e ,

C o n o n i
-

`: e e a e ,

S t a e k人o u s i a e e a 。 和 E 夕a e r i d a c e a e
等 6 1{

。

为屯海南所产而非律 宾 所 缺的 1 4科 中
,

除了五列木科
,

钩枝藤科
,

紫树科
,

肉 子科
·

,

水旅不牛和 田葱科产于 东 亚 或澳大利亚外
,

其

佘的均是我国大陆占优势的科
,

但非律宾所产而海南所缺的 6 科 中
,

有 3 科是属澳洲 区系的

科
,

其余 3 科则为热带的科
。

主要的热带科如香荔枝科
、

藤 黄 科 G 。 “ i f
e : a e ,

无 患子科
、

桃金娘科
、

胡椒科 尸幼 er ac ea 。 ,

山 榄科
一 、

棕栩科等
,

在海南是很 丰 富 的
,

但和菲律宾群岛

比较则远为逊色了
。

在南洋群岛热带雨林中占很重要地位的龙脑香科
。

在非律宾群岛就有 。

属 50 余种
,

可是在海南却只有坡垒属 11 0 户ca 和 } ’宇梅属 厂 al `。 a Z 属 3 种
。

在裸子植物中
,

海

南所产的科属和非 律 宾 群 岛 月沂) 的
一

沐常 相 近
,

如厉 口卜妙汉松 p o d oc ar 如
“ b; ve l’f ol f哪



)
` 一

已万 植 物 9卷

( S t a p f ) F g x u
.

鸡毛松
、

狭叶罗汉松 }
〕 。 e r i i f

o l i u s D o n 、

陆均松
、

南亚松
、

买麻藤 G n e r。 m

。 o n i a n o m M
a r k g r

.

和小叶买 麻 藤 G
.

户a r v i f
o l i u仇 (W

a r b
.

) C
.

Y
.

C h e n g 这些种类为 海

南森林中较为常见
,

而在菲律宾群 岛亦很普遍
,

其中南亚松是热带亚洲松
,

从 马 来 半 岛经

俪甸
、

泰国
、

印度支那半岛至我国海南
,

在海南主要分布在东 方
、

白 沙
、

陵 水 等 3 个县
,

形成一大片单纯林
,

从 海拔 300 至 1 0 0 0米都有生长
,

据广东林业厅调查 队 估计
,

植株数约有

1 0 0万株以上
,

这是海南唯一的大松林
。

在菲律宾这种松也 有 分布
,

主要分布 吕宋的北部和

南部 L“ 」
,

但是却不分布到我国台湾省的南部
。

根据海南和菲律宾群属的相似 性 指标 78
.

93 %和
一

I裸子植物科
、

属
、

种的相近
,

海南和菲

律宾的植物比较接近
。

从这两点来看
,

非律宾是 占热带植物区
,

在南亚
、

东亚和东南亚之间

的交汇点
,

因而海南植物科属较为密 切
。

( 3 ) 与澳大利亚植物科属的比较 澳洲的种子植物
,

除了泛热带和世界性的科属之外
,

余者与海南共有的植物种类则非常之少
,

即两地的植物科属较为疏远
。

例如刺鳞草科
,

全科

5属
,

40 种
, 一

七产大洋洲
,

少数分布于亚洲 东南部和南美洲
,

海南只有刺鳞草属 C。 , l: ol e州 。

的刺鳞草 C
.

b a n k s i i ( R
.

B :
.

) R 。 e n l
.

& S C h u l t
.

i 种
,

在西海岸 昌江县的沙地 } 采得
。

帚

灯草科 2 8属 3 20 余种
,

_

人多数种类分布 f 汉人不小正
,

南作洲
,

少数产智利
,

新西
、 了 .

马 来西

亚
,

叩 其 「
一

!J薄果 草属 五 e P t o c a1’ 力、 。 1 2 种
`
知

,

jlj 有 2 种分布 J认乡来半岛
、

印度 戈刀价仁岛
,

我国

海南了J
一

薄果 草 乙
.

,l J’s 知 cn 细 : M a s t
.

1 种 上南部海岸的黄流附近
,

厂」
`

小面积 分石丁
,

庄东海

岸 文
;̀

}具有大而积的单纯群 落
。

在植物地理 仁来说
,

这两种植物在海南出现 是具有重要意

丈的
,

}
`
汗为这属植物的种子都是很小

,

又无特别的传播器官以 利远播
,

但是匹在南 华球的科

属
,

却能在辽 匹的海南发现
,

这是耐 气巴
、

索的
, ,

必须用地史的变动原因来解答这 个问题
。

根

据 少
、

陆 漂移学 说 t ’ 。 ,

澳洲和 南极
! `南杆在晚侏罗纪即脱离冈瓦纳古陆 (G

o n d w al , a) 的上体
,

们 IJ 种 厂植物贝然逐步增加
,

而高等植物如禾 草类
,

却在第三纪的中新世才见繁茂
,

因此
,

不难想象
,

刺鳞草科和 、 ,扮 f 草科 之山澳洲仲展至我国海南
,

可能通过 马来西亚和 中南半 岛
,

后

来才逐渐孕有成为该地区
一

定而积的 单种草本群落
。

小二仙草科 万 。 I or 。娜 d ac ae 。 的小二仙

草属 刀耐or a 加 : 约有下 5种
,

仪有 4 种分布于
_

亚洲的印度
、

加里曼丹
、

菲律宾
,

北 至 日术
,

其余

分布于澳大利亚
、

塔斯马尼亚
、

新西兰和新克多尼亚
。

在本属 4 种亚洲种中
,

月
.

c}l i ne 解 is

( L o u r
.

) M e r r
.

不{ l万
.

阴 i c r a ,: t h a R
.

B r
.

e x S
.

e t Z
.

2 种分布至海南
。

花柱草科 S t y l` d f a e e a e

的花柱草属 tS 刃 i d沁 m 约 1 00 多种
,

除 了极少数 {改于东亚外
,

儿乎全部分布于澳 大利亚和新

西 竹
。

海南只有花柱
一

草 S ty l` d i “ 。 。 l `加。 : 。 。 S w ar t z
.

1 种和中南半岛及印度所共有
。

至

厂术本植物的 。l
一

l龙眼科 P r o 亡e a e e a e 的能属约 1 0 5 0平}
, ,

少: 部分布于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

非洲

和南美洲
,

只有山龙眼属 万 el i o ia 和假 山龙眼属 lI el ic io P : is 伸展至东亚
,

这 两属在海南约

有 8 种
,

常见于低海拔至中海拔的森林中
,

为南半球的科属在海南岛植 被 中 比 较重要的 成

币全
。

由于澳大利亚原是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
,

构成古热带独特的澳洲区系
,

这 与海南的联系

了
·

大
,

,

只有少数种从南亚国家延伸分布到海南岛 因而共同分布的科
、

属种较少
,

这是显而

枯见的
。

( 4 ) 与台湾植物科属的比较 台湾和海南虽然同属我国东南海的大陆岛
,

但 因 地理上

位旨和地势的不 同
,

彼此间植物的科属差异较大
。

台湾位 厂 }匕纬2 1
0

4 5 产至 2 5
“

3 8,
,

它的南端

和海南的南端相差约 4
“ ,

它的北端和海 南 的 北 端 相井 马
“

多
。

因此两岛在地理位置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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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两地的气温也有差异
。

台湾最南端的恒春的年平均气温为 2 4
.

4 ℃
,

北端的台北年平均气

温为 2 1
.

8 ℃
,

而 中部高山区的年平均气温更低
,

如玉山年平均气温只有 4 ℃
,

而海南南端的

三亚港的年平均气温为 2 5
.

2 ℃
,

北端海 口的年平均气温为 2 4
。

1 ℃
。

台湾中部因有 4 条纵向 :
_

幻

脉
,

地势高峻
,

最冷时 山区常见冰雪
,

最高的玉山年最低平均温度有 5 个月 ( 11 月至 4 月 )

在零度 以下
,

绝对最低温度曾达
一 1 2

.

1 ℃ ,

而阿里山的绝对最低温度也达
一 7

.

6 ℃
,

这 种 低温

不见于海南
,

年雨量在台湾各地虽然有明显的差异
,

但还是比较丰富的
,

南部恒春的年降雨

量为 2 1 2 7毫米
,

东部花莲港约为 1 9 0 7毫米
,

台北为 2 0 8 0毫米
,

西部平原常在2 0 0 0毫米以下
,

小部分地区亦在 1 0。。毫米以节的
,

但在山区平均常在 3 0 0。至 4 0 0 0毫米以上的
,

这和海南东部

多雨
,

西部少雨略有相似
,

不过在山区的年降雨量海南就少得多了
。

正 由于两岛的地位
、

地

势和气候因子的不同
,

所以 两岛所代表的植物科属也有颇大的出入
。

更因为台湾多高 山
,

海

拔在3 0 0 0米以上的高峰就有不 少
,

如中央山脉
、

玉山山脉和阿里山脉等等
。

因此植物的成分

也较海南更为复杂
。

如海南所产的买麻藤科 ` ne 才a c
ae

e ,

大血 藤科
,

猪笼草科
,

海桑科
,

五

娅果科 D `l l en `ac ea e ,

五列木科
,

金莲木科 O
o h n a c ea e ,

钩枝藤科
,

龙脑香科
,

高卡科 E
r y

-

th r o %少l a e e a e ,

毒鼠子科 D `e h a夕 e t a
l

a e e a e ,

希藤科 H I P P o c r a 才e a e e a e ,

刺茉 莉科
,

铁青树科

O l
a e a e e a e ,

橄榄科 B o r s e r a e e a e ,

紫树科
·

,

Ll z柳科 C l e th r a e e a e ,

肉子科
,

花 柱草科
,

田基

麻科 H 夕d r o P h夕l l
a e e a e ,

霉草科
,

假兰科 月夕o s t a s i a c e a e ,

箭根薯科 T a e c a c e a e ,

刺鳞草利
1 ,

帚灯草科等 25 科在台湾没有发现的
,

即等于海南种 子植 物 总 科数 的1 2
.

5 6 %强
。

在另一方

面
,

台湾所产的紫杉科 T a x a e e a e ,

杉科 aT 义 o d i a e e a e ,

鑫色栏树科 T r o e h o d e n d r a e e a e ,

金 鱼

藻科 C e r a 才o P h夕l l a e e a e ,

小藻科 B e r b e r `d a e e a e ,

大花草科 R a f f l e s `a e e a e ,

婴粟科 P a P a o e
-

r a c e a e ,

商陆科 P h夕 t o
l

a e c a c e a e ,

纤花草科 C夕 n o e r a m b a e e a e ,

扰牛儿苗科 G e r a n 云a e e a e ,

水

马齿宽科 C a l l f t r f e h a e e a e ,

马桑科 C o r f a r i a e e a e ,

放节花科 S 才a e h y 。 r a e e a e ,

岩梅科 D i a p e n -

: i a e e a e ,

败酱科 犷a l e r 艺a o a e e a e ,

JI}续 断 科 D `P s a e a e e a e ,

苦槛蓝科 M y o P o r a e e a e 等 1 7科

仅见于大陆而不见于海南
,

这即等于海南全科数 的 9
.

5 %强
。

将海南和台湾彼此所缺的科加

起来共有42 科
。

在海南已有记录
,

而台湾缺少的科绝大部分是属于热带科
,

相反
,

在台湾已

有记录
,

而海南所 缺少的科则大部分是属于温带性的科
。

以属来说
,

在海南的 1 1 0 6野生属中

有 6 56 属 和 台湾省共有
,

属的相似性指标为 5 9
.

3 1 %
。

台湾所缺少而海南所产 的 属
,

在 裸子

植物中有陆均松属和买麻藤属
,

在被子植物中的主要热带科如番荔枝科在海南有 17 属 43 种
,

而台湾仅 2 属 2 种 ; 樟科海南有 15 属
,

89 种
,

台湾有 n 属 49 种 , 防 己科海南有 10 属 15 种
,

台

湾仅 5 属 1 4种 ; 桃金娘科海南有 8 属 36 种
,

台湾仅 4 属一种 , 野牡丹科海南有 12 属 34 种
,

台

湾有n 属 18 种 ; 桑科海南有 12 属 46 种
,

台湾仅 8 属 43 种 , 棘科海南 12 属 25 种
,

台湾仅 2 属 4

种 , 无患子科海南有 17 属 23 种
,

台湾仅 5 属 5 种
,

山榄科海南有 6 属 7 种 1 亚种
,

台湾仅 2 属 2

种 ; 夹竹桃科海南有25 属 43 种
,

台湾 有 8 属 13 种
; 萝擎科 海 南 有 2 4属 60 种

,

台湾有 n 属 16

种 ,
茜草科海南有 40 属 1 2 5种

,

台湾仅 33 属 87 种 ; 姜科海南有 10 属 2 4种
,

台 湾 仅 6 属 23 种
,

棕桐科海南有 13 属 1 5种
,

台湾 6 属 5 种 1 变种
。

这些说明台湾所含热带科属种的数量远比海南

少
,

虽然在热带科属种发育上远较海南逊色
,

但在温带科属的发育上则远胜于海南
,

例如在

海南除了热带松一南亚松尚有大面积的纯林外
,

其他种类的针叶林极为少见
,

即使有亦限于

如尖峰岭
、

霸王岭
、

五指山等的小区域里
,

但是在台湾海拔 1 8 0 0米以上的 山地就很常见到大

面积的针叶树单 纯林
,

构成这些纯林的有扁柏属 C ha o ae
c y P ar is

,

刺柏属 J 娜 iP er us
,

杉 属

C u n n i n 夕人a 胡 i a ,

台湾杉属 T a i叨 a n i a ,

冷杉属 月 b f e s ,

云杉属 P `e e a ,

黄杉 属 P S e o d o t s “ g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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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杉属 Ts
“ g a ,

穗花杉属 A 树 en ot
a 戈。 ; ,

乡〔豆杉属 T a 二盯 等 1 0属 仁“ 。 1 ,

而这些属都是 属于典

侧的温带属
,

这 些属均不见于海南
,

一

`
J这些针叶林混生的温带属如小孽属 B er b。

,

`: ,

昆栏树

属 T cr 八。 d e n d ; 。 , 和扁核木属 尸 ; i sn
e
州

。 亦未见于海南
。

综上所述海南所产种子植物属中 ( 栽培属不 i十) 和台湾共有的只有 6 5 6属
,

占 海 南岛全

部属的 5 9
.

31 %
。

从台湾和海南彼此所缺的和彼此共有的属的百分比来看
,

台湾应属 于 另一

个植物区系
-

一亚洲东部森林植物亚区的 一个独特的成分台湾区成份
。

再从热带科如番荔枝

科
、

茶茱黄科
、

山榄科
、

夹竹桃科
、

萝擎科
、

茜草科等的植物属种和个体在海南的丰富
,

龙

足 以显示出海南的植物科属热带性比台湾的热带
J

胜更强
。

海南盛产的裸子植物鸡毛籽
: 、

陆均

松和南 亚松和被子植物龙脑香科的青梅 V 。 “ 。 。 all `。 an 。肛沁 H
. 广

r
.

I王a n g & L
.

c
,

w a n g
,

坡全 H o P e a h a f a n e n s i s M e r r
.

& C h u n 和 11
r e t i e Z; l a r a J a r d一 13 1

.

等植物都不 )
1

七 于台湾
,

l

扛足以 说明这两地植物科属的不十分接近
。

( 5 ) 与广东大陆植物科属的比较 海南原与雷州 华岛相连
,

大 概 在第四 纪
,

山于琼州

海峡下陷而和大陆分离
,

因此在论述海南植物科属时必须和广
一

东大陆联系起来才能得出波此

的相互 关系
。

厂
`

尔大陆在地理 仁员然和海南有密切的 关系 但两
一

者之问的自然 J
一

{
、

境包肠地 形不;户毛候还

自 }以 j 的 羊别
,

刁二省南 端的雷州 华马和 比邵的 乐 吕在纠度 曰拍 伙达到 苏
。

向介
一 ,

介
.

}l 从 2 2
“

曰

南的 儿部地 阿
,

地势 }七较平州
,

以 丘陵和 台恤居多
,

价 化
犷 } 2 2

。

{
`

之{助训州
、

_
、

」

洲寿 :
_

肠佰峻
,

丈} 有不 心山脉从东化走向西南形成峰峦起伏的 山地和 件哑
.

从西部谁改 )
` ’

lj9’
, 一

{全七川 伙̀ 区
,

逗有

} 幻 人山
、

六 ’ :
一

人山
、 ,

刁「人山
,

尔南部有莲花山等山脉翻二是从 尔比走向西南
,

以必
J

彩响到

以l断
、

以 !仁和 以南的气似
二

不同
。

更因在这些 、 }}脉以 {匕有五岭为屏障
,

所 以冬季广 尔人陆南部受

寒潮影明 略小
,

}子}j在 星 乒又石
一

海风的调 竹
,

才
戈温不会过高

,

这些地区的年降雨址在 1 5 0 0毫米

人
:

丫
;
`

,

局部地以却达到 Z c o o毫米
。

山 丁少“ 力泛及陆南 化地区的 自然条件差异
,

因此在海南所产

的种 广杭物 1 9 9科有 肉板注科
、

海眺科
、

钧枝藤科
、

三长蕊科
、

习{l] 茉莉 科
、

霉草科
、

兰 花蕉科

L 。 。 i ac ae e 、

鞭藤科
、

假 胜科月 P os t 。 : i ac ae 。 、

刺鳞草科
、

帝灯草科等 n 个热带性科在广东大陆

尚无发现
,

分布海南的种子植物 1 1 0 6属中
,

有 7 75 属和大阳亏共有
,

属的相似指标 了0
.

07 %
,

这

个介分比
,

比之 台湾高得多了
,

子「! 比之非律宾却少些
,

与越南 比则更少了 ( 表 3 )
。

庄和海

南相同的 7 7 5属 ` } ,有不少属只限于分布广东南部 2 2
。

以南地区
,

以北 就 无 发 现了
,

因为以 北

地区 已属高山地带
,

气候较为严寒
,

有些属 已很难在此越冬了
,

如 番 荔 枝 科 的
一

皂 帽 花属

D a s 夕。 a s e h a l o n ,

哥纳香属 G o n i o t h a
l

a ,。 u s
,

野独 i舌属 M i l i u s a ,

嘉 陵花属 P o r o 二 i a ,

刺茉

莉科的腺果藤属 尸is on i “
,

龙脑 表 3 海南种子植物区系 1106 属与邻近地区的相似性指标比较表

香科的坡垒属
,

鼠刺 科 E o ca l卜

o o i a c e a e的多香木属 P o
l y o s o a

茶茱芡科 I e a e i n a e e a e 是甜果藤

属 M
a p p蓄a ” f h“ s ,

假 柴 龙 属

万 ot 人aP
o d y et : ,

葡萄科的火筒

树属 L e e a
,

棘科
,

的山种属 A p h a

” a 优 i 戈`: 和杜 辣 属 T “ rr a e a ,

无

患子科的 异木患 属 A l lo p协
, -

l “ 、
.

滨 卞患属
,

坡 柳 属 刀 。 -

一
’

…
订
海南

…
共有

{
`

……
衬

拼勺的统计数字表明海南植物区 系成分与越南关系最 为密切
,

相 泪 性程度

最冶
, _

其次为非律宾和广 东
,

台湾则更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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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a o ea和假山萝属 H
a rP o

l li a,

漆树科的厚皮树属 L a , n e a ,

茜草科的 穴果 木 属 C O e l o S P e r
-

用 。 m 等等
。

反过来说 分 布广东大陆也有不少温带属正是 在北纬 2 3
“

以北
,

如樟科的擦木属

S as “
aj ar : ,

小孽科的小莫属 和十大功劳属 M赫on l’a
,

锻树科的锻树属 iT l l’a
,

金楼梅 科 的

桂木属 L o r o P e r a l u 。
,

桦木科的桦木属 B e t o l。
,

山毛样科 的山 毛 样 属 F a g “ s ,

无 患 子 科

的伞花木属 E “ r y c
or y 用 b。 : , 一

七叶树科的七叶树属 姓 eS 叫 l哪
,

伯乐树科的伯 乐 树 属 B : 。 t “ -

e h n e i d e r a ,

胡桃科的枫杨属 P r e r o c a r 夕 a 和化香树属 P l a t夕e a r 夕a ,

玄参科的泡桐属 P a “
1

0 叨 ” `a

等等
,

因此
,

海南和广东大陆虽为一衣带水所 隔
,

但两者之间的植 物关系仅在北纬 2 2
“

以南

地区 比较密切
,

北纬2 3
”

以北植物已多温带区系成分
。

因而在两地所共有的77 5属中绝大部分

只 能在广东大陆南部即北纬 2 2
。

以南才能找到
。

三
、

讨 论

根据海南与其邻近地区的植物属的相似性指标和共有种的数量
,

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

关系
,

同时也显示出海南植物本身的独特性
:

( l ) 裸子植物和孑遗植物少
,

古老的多心皮

和 离生心皮类较多 ; ( 2 ) 泛热带和热带的科属 占多数
,

亚热带的次之
,

温带性的更次之
;

( 3 ) 种子植物内种系贫乏
,

在 1 1 0 6属 只有 1 种产海南岛的有 5 51 属
,

占全属数的 4 9
.

8 2 %
,

2 一 5种有 3 0 8属
,

占 2 7
.

8 5 %
, 6 一 1 9种有 2 3 6属

,

占 2 1
.

3 4 %
, 2 0种以 上的有蒲桃属 S夕z 夕 g i u 。

、

山蚂蝗属 D e s 阴 o d i u 。
,

柯属 L i t h o e a r q o s 、

栋属 Q 。 e r e “ s 、

榕 属 F i e u s 、

冬 青属 I l e x
、

山矾

属 S 夕m P l o e o s 、

紫金牛属 A r d `s `a 、

耳 草 属 H
e d 夕 o r` s 、

沙草属 C 夕 P o r o s 、

飘拂草属 F i 爪 b
-

l,’ : yt l is
、

苔草属 C ar e x
等 12 属

,

而这些属都是热带大属或世界分布属 ( 超过 1 00 种 )
;

( 4 )

世界性和大区域的广布属种多
,

狭窄或局部区域和特有属种少
,

海南岛的 1 1 0 6属只有 多瓣核

果茶属
、

多核果属
、

山铜材属
、

白水藤属
、

扁葫芭苔属
、

保亭花属等 6 个特有属
,

为全属数

的 0
.

54 %
,

2 7 8 4种中仅有395 种是特有种
,

占全种数的 1 4
.

19 %
,

与其邻近的越南
、

菲律宾和

台湾省相比
,

海南的特有种 所 占
厂

的 比 例 较低
,

如越南占38 %
,

菲律宾占74 %
、

台 湾 省占

10 %
。

构成上述的特点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除了地理位置的不同和不同生态条件的影响
,

地

尧变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

广东和海南均属震旦纪华南地台的一部分
,

在寒武纪
、

志留纪一

部分海侵
,

古陆范围缩小
,

以 后海侵和海退交替进行着
,

至 白圣纪地 壳运动加剧
,

这时种子

植物开始出现
,

至第三纪中期广东南部和海南北部又有火山喷发
,

岩石入侵
,

构成玄武岩台

池
,

过去繁殖起来的种子植物遭到破坏
,

直至第四纪初琼州海峡出现
,

海南才与广东分离成

为大陆岛
’ 2 」 ,

那时地壳运动 已慢慢减弱
,

在这个相对稳定的 自然条件下海南孕育和发展了

新的种系
,

并与邻近地区的植物彼此融合形成一个独特成分—
海南区成分

,

属于华南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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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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