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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械属植物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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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昆明 6 5 0 2 0 4 ) ( 四川大学生物系 )

摘要 本文报道了分布于四川峨眉山械属植物
,

计 26 种 1变种
。

讨论了械属植物在峨眉山的垂

直分布与水平分布规律
。

峨眉山械属植物的区系组成是亚热带和温带东亚区系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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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峨眉山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名山
。

在四川省峨眉县境内
,

位于东经 10 3
“

2 0’ ,

北纬 29
’

3 01
,

基带属典型的亚热带
,

并有一定的热带成份 ( 如在伏虎寺一带 )
。

峨眉山是青藏高原的边缘深割区
,

属横割山区
。

山体 自海拔约 50 0米的川西平原西南缘

突然耸立成为海拔 30 98
.

8米的山峰
。

前山东南向
,

由陡坡和悬崖绝壁组成
,

后山西北向
,

由

缓坡与邓睐山脉相连
。

峨眉山植物种类丰富
,

区系成分复杂
。

白山脚至山顶
,

从海拔 5 50 一 3 0 9 8
.

8米
,

相对高

差达 2 5 4 8
.

8米
。

随着海拔高度不同
,

温湿状况发生分异
,

从山脚到山顶出现不 同的植被垂直

带
。

在海拔 1 8 0 0米以下地段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

从山脚海拔 5 00 米左右至 1 0 5 0米 ( 见 图

2 ,
I ) 是樟树科的祯楠 P h o e 6 e : h e n n a n 、

细叶楠 P h o e b e h u `
、

润楠 M
a e h`l u s P `。 g ` i 和

山毛样科的拷树 C as at on P : 15 f ar g es “ 等为主的偏湿性低山常绿阔叶林带
,

在海拔 1 0 5 0 米

一 1 80 0米 ( 见图 2 , l ) 是以山毛样科的峨眉拷 C a S才a ” o P s ` 5 P l
a t夕a e a川人a 、

包 石栋 L i -

t h o c a , 。 s e l e i s t o e a r夕u s 和山茶科的华木荷 S e h i协 a s` n e : s` s 以及木兰科等为主的偏湿性中

山常绿阔叶林带
,

在海拔 1 8 0。一 2 3 0 0米 ( 见图 2 ,

l ) 是以包石栋
、

峨眉拷
、

琪桐 D仰 id ia

` n ” o
l

u e r a t a 和香桦 B e t u la i ” s i g n `a 等为主的亚热带山地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带
,

在海拔

2 3 0 0一 3 1 0 0米 (见图 2 : W )是以铁杉 T s 。夕a e h` n e n s i s 和冷杉 A b i e S
f

a b e r i 等为主的亚高山

常绿针叶林带
,

冷杉被砍伐后出现成片的次生冷箭竹 S `an r u n d in o ir a f an 州 an a 和灌丛
,

局部

地区出现灌丛草甸
。

在不同的植被垂直带中
,

械属植物都十分丰富
,

区系成分也颇为复杂
。

笔者数次到峨眉山采集植物
,

特别重点采集械属植物标本
,

主要采集地点见图 1
,

并查

阅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昆明植物研究所
、

四川大学
、

成都生物所
、

西南师范大学
、

西南

农业大学以及国内各大植物标本馆 ( 室 ) 所藏采 自四川峨眉山之械属标本
,

全 部 进 行 了鉴

定
、

系统整理和研究
,

现知共有械属植物 26 种
,

是世界械属植物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

二
、

械属植物在峨眉山的垂直分布

现将峨眉山产的械属植物种类归类列于表 1
,

从表 1 和图 2
,

可以了解械属 各种在峨眉

山垂直分布的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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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峨眉山械属植物标本主要采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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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和图 2 可知
,

峨眉山械属植物的分布
,

随着海拔高度及植被带的变化
,

呈现出明

显的垂直带谱
,

其特点是
:

1
.

在峨眉山
,

从山脚到山顶均有械属植物分布
。

展现出一个多型的不间断的系列
。

2
.

在海拔 5 00 一 1 5 0 0米的低海拔地带
,

分布着 8 种械属植物
; A

.

or b o st “ m 尸 a勺 A
.

he P r a l
o b。解 D s e l s , A

. o
l i o e r i a ” u m P a x ; A

.

P r o l i f i e u水 aF
n g et aF

n g f
.

; A
. o

b l o . 夕-

u m W
a l l , A

,

f
a 吞r i H

a n ce ; A
.

I a e v i g a t o m W
a l l

.

; 刃
.

d a 沙 id i i F r a n e h
. 。

占全部种 类的

3 0 %
。

3
.

在海拔1 5 0。一2 5 0 0米之间
,

为峨眉山械属植物分布最集中的地带
,

有23 种
,

占峨眉

山产械属种类的 88 %
。

其具体种类见表 1 和图 2
。

4
.

海拔 2 5 0 0一已
_

l顶 ( 海拨 3 0 9 8
.

8米 、
,

分布着械属梢物 3 种
:

A
·

f “ l o e s e 。 , 5 R e h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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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月昌:Pù国asua亡。̀。、

x目d喃ù、a喃日。卜故喃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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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 a o d a r o m v a r

.

P r a t t “ R e h d
. ; A

. s e h n e d̀ e r `a n u m P a x ; A
·

l a e v i夕a才u m W
a l l

.

, A
·

f r a n c h e t i s P a x
。

占全部种类的 2 9
.

2 %
。

5
.

值得注意的是 A
·

l a e v i g a才。附 W
a l l

.

这个种从峨眉山山脚至山顶
,

海拔5 0 0一 3 0 6 5

米均有分布
。

这是峨眉山械属植物垂直分布上跨度最大的一个种
。

三
、

峨眉山械属植物的区系特征

1
.

撼属植物的种类丰富

峨眉山是四川械属植物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

四川有械属 42 种 〔“ 〕 ,

其中峨眉山产26 种
,

占四川械属种类的 61
.

9 %
。

我国横断山区为 世界械属种类最多的地区
,

而作为横断山区其中

的一个山体峨眉山
,

所产械属种类 占横断山区总数的 5 6
.

5 %
。

我国东北地区有械属 15 种
,

湖

北神农架有 18 种
,

江西庐山有 13 种
。

峨眉山的械属种类均 比士述地区多近一倍
。

峨眉山械属

植物种类
,

从全国范围来说也颇为突出
,

占国产种类 ( 约 1 50 种 ) 的 1 7
.

5 %
。

就械属的世界分布而论
,

峨眉山之械属植物种数也是可观的
。

欧洲巧种
,

非洲 2 种
,

加拿

大约 8 种
,

日本 23 种
。

苏联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

仅产 械属植物 25 种
,

从种数上讲还 比

峨眉山少 1 种
。

可见峨眉 山械属植物之半富
。

峨眉山也许是世界械属植物种类最多的山体
。

2
.

区系成分复杂

现将峨眉山产 的械属植物 26 种根据其分布及所属的区系成分分析如 l扩
:

( 1 ) 属于广布整个东亚植物 区 系的 1 种
:

A
.

o on
o 。

本种分布于 日本
、

朝鲜
、

我国长

江流域以北
、 。

华 比
、

东北
、

蒙古东部边缘
,

北达苏联西北利亚东南端直至萨哈林岛
,

向西达

我国横断山脉至西藏察隅
、

波密
。

( 2 ) 仅分布于东亚植物 区 系中的 中国一 日本亚 区的种类
:

A
.

or b“ st u
构 A

.

er i仰 t h u

构
A

.

f l a b e
l l a才u m ; A

. o
l i o e r i a n u 。 , A

.

l a e o i g a t u。 ; 且
.

椒 a x i m o叨 `e : 11
.

( 3 ) 仅分布于 东亚植物 区 系中的中国一喜马拉稚亚 区的 种 类
:

A
.

ca t al iP 了ol f绷
,

A
.

f
u l o e ; c e n s , A

. c a n d a t u。 ; 刃
.

h印 t a
l

o b“ 。 ; 月
.

夕 r o
l i f i e u m ; 刁

. s c h n e id e r ` a n u m ,

A
.

m砂 i e n e n s e , A
.

f
o r r e s t i i ; A

.

l a 二 i f l o r u m ; A
.

t a r o n e n s e , 月
. s t a c h夕 o P h夕 I lo m

.

( 4 ) 中国一 日本亚区和 中国一喜马拉稚亚 区 共 有 的 种 类
: A

.

ca P P ad oc iu m , 城
。

o今l o n夕u优 , A
.

f
a b r i ; A

.

才e t r a阴 e r u。 ; A
.

f
r a n e h e t￡i ; 通

. s c宕e
h

u e n e n s e , A
.

d a o id i`。

应该着重指出
,

A
. 。 a P P a d co iu 。 的分布区向西延伸到高加 索

、

伊朗北部至 土 耳 其 北

部
。

械属是北温带分布的属
,

本种主要分布于中国一喜马拉雅亚区
,

向东扩散到中国一日本

植物亚区的华中地区
,

向西扩散到中亚地区
。

在其他科
、

属
、

种中
,

所谓中亚成分也有古热

带起源的 [’1
。

本种的现代分布格局
,

也是中亚成分古热带起源的又一例证
。

( 5 ) 峨眉山特有成分
: A

. e o :e’ en se
。

峨眉山械属植物的区系组成为亚热带和 温 带

的东亚区系成分
。

具体说来
,

有仅分布于中国一 日本亚区或中国一喜马拉雅亚区的种类
,

但

以中国一喜马拉雅亚区的种类为主
,

亦有既分布于中国一日本亚区
,

又分布于中国一喜马拉

雅亚区的种类
。

进而说 明中国一日本亚区与中国一喜马拉雅亚区在植物区系上的连系
。

械属主要为落叶树种
,

稀常绿树种
。

从属 内系统演化上讲
,

常绿者为原始类型
,

落叶者

为后进的类型 〔̀ 1
。

峨眉山产常绿械有三个种
:
月

.

o b l
o n g u m ; A

·

f
a b r i ; A

·

Ia e v i g a ` u川
,

均与云南共有
。

与贵州共丫J
`

2 利
, :
且

.

f
a b r i 和 月

.

l a e v i夕a t u 。
。

与广
一

西共丫z
`

i 种 月
.

f
a b 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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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始类群在峨眉山出现
,

而且分布广
,

从 山脚到山顶均有分布
。

也许说明在第三纪时
,

峨眉山处于热带边缘
,

这种热带 “ 烙印 ” 证明峨眉山的古热带性
,

又说明峨眉山为械属起源

地之一部分
。

3
.

多型性突出

峨眉山械属植物的多型性表现在
: 1 ) 在峨眉山产的 26 种械属植物中

,

分别棣属于国产

械属 15 组中的10 个组
,

占国产 组数的 66 %
,

22 个系中的13 个系
,

占国产系数的 59 % , 2 ) 械

属植物峨眉山产这 26 种中
,

原始的
,

较进化的种类均有之 ; 3 ) 在械属 内的过
.

渡类型中
,

如

组 5 3眺
.

M i cr o ca r

aP 在峨眉山分布有 7 种
,

占本组国产种类的三分之一以上
,

说明本组植物

在峨眉山得到了充分的分化和发育
。

又如
,

组 eS ct
·

M ac
r

an ht
a ,

这是械属中一个比较独特的

类群
,

峨眉山产 5 种
:

A
.

d a ” i d i i
,

A
.

f
o r r e s t i i

,

月
.

l
a 二 i f l

o r “ m
,

A
.

o a 二10 0 功 i e z ` s 和

A
.

招阳 , en se
。

种类虽不算多
,

但多属形态特征
_

L十分接近的种
。

4
。

特有性

峨眉山械属植物特有现象虽不多
,

但深刻而突出
。

峨眉械组 s e眺
·

E m e ie n se 是械属中

一个独特类型
,

系峨眉山特有
。

仅含 1 种峨眉械 月
· e , “ 洲 : e 。

本组的花 6 数而特异
,

此为

本属的进化类型
,

从械属系统演化观点而论
,

6 数花的械属种类在峨眉山的发现
,

为研究械

属植物的系统发育和植物区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事实
。 _

我们研究了械属植物现代分布的格局
,

发现该属生长的最佳生境条件是
:

山地亚热带气

候
,

其特征是冬无严寒
,

夏无酷热
,

温暖湿润
,

土壤为酸性的山地黄壤
、

黄棕色森林土或山

地黄棕壤
,

其最适合分布的海拔高度为 ( 9 0。一 ) 1 5 0 0一 2 5 0 0 ( 一 3。。 o ) 米
。

峨 眉 山 所 处

的地理位置
、

山体的立体生态条件
,

均为械属植物生长繁殖的最佳环境
。

从械属植物地理学

角度来分析
,

峨眉山是我国
,

甚至全世界械属地理分布规律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缩影
。

我国著名植物区系学家果征锰教授指出
“
械树科也主要产于东亚

,

特别是我国
。

本科代

表朗棋属产国含有 1 4 。多种
,

包括许多组
,

其中全缘叶组 ( 8 c6 七
·

I nt eg ir fo l ia ) 是较原始的

类型
,

都是常绿种类
,

分布于喜马拉雅至秦岭一长江以南的热带地区和 日本 ; 假 悬 玲 木 组

( 8、 t
.

PI 毗 an o i de
a

) 主要是落叶种类
,

广布于欧
、

亚温带
,

在我国分布于西南至东北
。

但

代叁征上中游地区得到充分发展
,

是该组的发育中心或发源地
。

此二组都向南延 伸 到 菲 律

宾
、

苏门答腊
、

爪哇和苏拉威西等热带山地
” 〔̀ 〕 。

同时指出
“ 我国南部

、

西南部和中南半

岛在北纬 20 一40
“

间的广大地区最富于特有古老科属
。

这些第三纪古热带起源的植物区系即

是近代东亚温带
、

亚热带植物区系的开端
,

这一地区就是它们的发源地
,

也是北美
、

欧洲等北

温带植物区系的开端和发源地
” 〔’ ]

。

根据我们对横断山
,

峨眉山械属植物区系的研究
,

得出

如下认识
:
横断山

,

连同我国华中以南是械属发育的摇篮
,

峨眉山是这摇篮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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