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广 西 植 物 Guiheia 15(2)：l31—138．1995 

南岭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 

Ⅲ．植物 区系地理亲缘与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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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Î 一 
摘赛 南岭山地与相邻地区植物区系具有明丑的过渡斌替代关系．主要通过亚热带 及亚 热带至 

热带亚洲分布成分与华南南亚热带及亚洲热带地区联系；号华中和华东地区植物区系的联系以亚 

热带及亚热带至温带分布和中国一日本间断分布成分来沟通：与西南地区植物区系的联系脚表现 

为两地共有的古老和与孑遗成分区及石扶岩山地区系成分。华夏植物区系，是从古老的华夏植物群 

逐步发展起来的统一体，在区系分区上应划归为统一的华夏植物界．下分来亚植物区、马来西亚植 

物医和印度一喜马拉雅植物区。南岭山地植物区系拥有其自身的标志种、特有属和丰富的特有种 

在区系分区上可划为完整的南脖植物亚省，下分东南峰植物县、中南岭檀物县和西南岭植物县。 

关键词 里童堂!墨墨垦 ； 垫堡墨j童竺 些 

THE FLORISTIC GEOGRAPHY OF NANLING 

MOUNTAIN RANGE．CHINA 

Ⅲ．Florogeographic Affinities and Floristic Division 

Ohon Tao 

(South Chi．a Iastitute of Botany．G~aagzhou 510650) 

Ohaug Itougta 

(ZhongshaⅡ Uaiversitny．Gua~gzhou 510275) 

Abstract Nanling M ountain Range has close relationships of floristic transition and 

vlcariance to the adIacent regions． Its tflor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south sub— 

tropical China and tropical Asia by mainly the subtropical to trcIpica L elements。and 

to that of Central and East China by the elomerits of subtropica l China
． subtropical 

to temperate elements and Sino—Japan disjuncted elemerits，and to that of Southwest 

China by sOme archaic and relic elemerits and elements on limestone
． Stndies indicate 

that the flora of Nanling Mountain Range posse~ many indicative species and rich 

endemic species and genera．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Nanllng Sub-provlnce
， in— 

eluding East Nanling District，Ce ntral Nanling District and W est Naling District 

which be longs to Southern Chiuese Province， Eastern Asiatic Region
， Cathay~an 

Kingdom． 

Key words Geographic affinities；Floristic division；Flofa；Nanling Mountain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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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南岭山地与相邻地区植物区系的地理亲缘 

南岭山地南起24。30 N，北至26。30 N，东自闽西南，西到湘桂黔边境，地理范围辽阏。 

特 别是东部近海，西端则与云贵高原东 南部接镶，各地的水分和热量等生态因素存在差异， 

植物嚣系成分因而也有所不同。 同时，由于南岭山地山体绵亘，山岭走向各异，有利于气候 

环境的调节 以及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渗透和分化 。因此，南岭山地境内各处植物医 系 的 

差 异，主要表现为与相邻地区的过渡或替代联系。 

1．1 南岭山毡 与华南南亚热带及亚潮热带檀物区系的联系 

南岭山地横亘于东亚太陆中亚热带南缘，其东部和商部面海，既靠近北回归线，又与中南 

半 岛遥遥相望，没有影响植物分布的天然障碍，因而在植物区系上与华南南亚热带及亚洲热 

带联系密切 南龄山地缺乏亚洲热带地 区优势科的区系成分，也没有华南南亚热带的一些较 

典型的热带性区系成分 _̈ “ 】。这些热带性稂强的区系成分，只分布予南l峥山地南 缘 约 

24。3O N附近一线以南。但是，南岭山地拥有不少热带性较强的植物区系成分，l宣̈莲鹰然 科 

Angiopteridaceae、桫椤科 Cya LhQ~ceae、 买麻蓐科 (Jnetaceae、 番荔枝科 Ann0nac。a。， 

藤黄科Gutt[forae、天料术科Samydaceae、翅子藤科 Ⅱipp0erat∞cea。、牯术科 Ixonail~hac- 

也e．古柯科 Eryt；hroxylace~e、使君子科 O0mbretaceae、山榄科 s 0taeeae、茶 荣 萸 科 

1caoiH3c。ae、五列术科Pent童Phy1aoaceae、蛛丝草科Taceaceae、水玉椿科Burmanni~oeao等的 

代表 IS 。有些种类以南岭山地南坡为其分布北界，如瀑桫椤 Gymnosphaera podo一 

~hflla、小黑桫椤G，me~feni{lna 买麻藤Gnelum m0州n ̈ ，山蒌Piper hancei、广东西 

番莲Passiflora 黝 “ 期s☆、岭南 竹子Garcinia oblong~folia、海芋Alocasia卅 r一 

,~rrMza、杖枝省藤Calamus rhabdocladus等；不少种 类删窍过南岭⋯地的低备盐地， 分 

到南岭山地北坡。 

南岭山地北坡，由于北面有阳明山和塔山，东：I七面订罗霄lL脉，西北面还有雪峰山等作 

为屏障r在一定程度上阻挡着北来寒潮和玲空气的入爱，冈丽分布前j 少 喜 热 性 医 系 成 

分 口' ’。如福建莲鹰蕨Angiop~eris foMensii、扛西莲啦蕨 A，jiangxiensis、粗齿桫椤 

Gymnosphaera podophyI!a、金毛狗 Cibol~：urn barome,'z、水松 Gj pjos Jrobus pens 、 

小叶买寐藤 Gne~um parvifolium，观光术 Tsoongiodendron odorum、瓜馥术 Fissisli#ma 

spp．，无根藤 Cassytha fil~]ormls 短蕊青藤 tI1igera brevlsiaminata、短柄 lJ桂花 Ben— 

netHoden Ⅻ brevipes、 天料术 Homalium eochinchin_o~3e、 石笔木 Tu~cherla 、广 

西大头茶Gordonia wn ie sf。、五 列术Pe#．aphyllax euryoides、 镐香草Phy~Iagathis 

8pp．、展毛野牡丹 Melasioma normale、多花野牡丹 M．poIyan~hum， 风车子 Combretum 

dl，redii、使君子 Qulsqualis indiea、 翻自叶树 Pterospermum he~eroph 2,-Ilum、 多花山竹 

子Gareinla multlfIora、臀形果 Pygeum lopengii．亮叶猴耳环 Abarema lucida、老虎刺 

Petroloblum puncta~um，红 ~
．Ormosia spp．、自桂术Ariocarpus hypargyreus、无柄五屡龙 

Salavia sessillflora、 甜果藤 Mappian~hus iodoides、蛇 菰 Balanophora gPp．、九 里 香 

Murraya panicuIata、密花树Rapanea n iifoHa、毛萼李榄 Lirtoeiera ramiflora、链球藤 

Alyxia sinensis、酸叶胶藤Ecdysan~hera _-。sed、毛杜仲藤Parabarium huailingii、马兰 

藤Dischidanthus urceoIatus，石萝摩Peniasaeme eaudatum、断肠草Gelsemium eleactns、 

黄梨木Bonlodendron rainius、马蹄参D opaNx stehyant'hw：短梗晓伞概 Heteropan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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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vipedicellafus、九节Psychotrla rubra,，球花毛麝香 Adeno$mfl tndianum、毛鳞省藤 

cnj口m"s thysanolepis、箭根薯Tacca ch frleri、水玉簪Burmannia disticha、短距苞叶 

~Brachycoryfhis gateandra、宽叶线柱兰Zeuxine affinis、箪竹Lingnan~a cerosissima．,． 

摆竹Indosasa shibataeoidee等等。这些亚热带至热带分布的华南区系成分，均以南岭 山地 

北缘约26。30 左右为其分布北限，在植物区系区划上具有重要意义 

1．2 南岭山地与华中，华东值物区系的联系 

南蛉山地北面和东北面与华中和华东地区毗邻，拥有不少共有的中亚热带 区系成分 随 

着纬度的增高和南岭山地高海拔的出现，亚热带至温带分布的区系成分也有所增郇。从南峙 

山地与华中的联系来看，两地共通昀区系戎分有黄杉 Pseadolsuga sinensis、 银 杉 Cafhaye 

argyrophyIla、少花桂Oinnamomum paueiflorum、川 桂 C．wilsonii、绒 毛 钓樟 Lindera 

orf6anda、红叶术姜于 Litsva rubescens、湖南 楠 oebe hunanensis、猫儿屎 Decaisnea 

forgesii、银鹊树Tapiseia sinensis、喜树 Camplofheea acuminala、紫树 Nissa slnensis， 

杜仲Eueommia ulmoldes、黄瑞术Adinandra milleftil、』JI鄂连蕊荼Camellia rosfhorniana， 

钟萼术Bretsehneidera sinensis、三峡槭Aeer ilsonii、槛术Loropefatum ehinense、枫香 

Liquidambar[ormosana、中华猕猴桃 Actinidia ehinensfs、大血藤 Sargenlodoxa c“ 耐d 

等。从群落组成来看，南岭山地的壳斗科以南岭栲Castanopsis fordii、小红栲C．earIesii、 

红榜C．hysfrix、甜槠栲C．eryei，钩栲C．fibefana等种类占优势，而在华中地区，除了少 

数种类相同外，则 以 瓦 山栲 Casfanopsis cerafacanfha、峨眉栲 C．plalyaca~● n等占优 

势 II 华中地匪亦映乏南岭山地所具有的喜热性区系成分，但具有较多的温带性科属代袁， 

特别是组成落叶阔叶林的一些树种，在南岭山地特别是高海拔山地有见分布，如 山 毛 样 属 

Fagus、桦渭 Bequla、栎属 Ouereus、槭属 Aeer、椴属 Tllia、胡桃屑 3"uglans、榛属 Corylus、榆属 

Ulmus、鹅耳折属Carpinus、昔术属Plerasma、梅花草属 Parnassia、茶旗予属 Ribes、龙胆搞 

Gerdiana等的代表。有些科居在南岭山地南坡亦有代表出现，如 L，柄 山 毛 榉 Fagus Iongl- 

peHolata、亮叶山毛捧F．1ueida、香皮桦Bernie Iuminifera，华南桦B．ausfro-sinensis、大 

穗鹅耳蚜 Carpinus viminea、多脉鹅耳折 G．polyner'oa、海 棠假 Tilia eroizafii、 枫杨 

Pterocarya sfenopfera、苦扔术 Fraxinus relusa、绣线菊属Spiraea若干种以及白花鹿蹄草 

Pyro!a dbago和雅致鹿蹄草P．elegaatula等等。 

南蛉山地与华东地区的区系联系也很密切。除了上述与华中地区共有的一些种类外，见 

于华东地区的针叶树有马尾格 Pirms m0sso*{∞0、黄l【1松 P．Iair~8nens{s、杉木 Cunning- 

hamia Ianceolata、水 橙 Glyplostrobus pensilis、三尖：杉 Cephalotaxus foHunei、榧 树 

Torreya grandis、白豆杉Pseudofaxus chienli]等}常绿和落叶阔叶树种有甜槠栲，钩栲 

小红栲 南蛉栲、青冈CyelobaIanopsis glauca、术莲 Manglietia fordiana、天女花 Ⅱ 

nolia sieboldii、窄叶山胡椒Lindera anguslifolia、红楠Maehilua fhunbergii、紫楠Phoebe 

sbearerl、中华腊瓣花 Corylopsis sinensis 长柄双花术 Disanthus cereidy，。f Var． 

2ongipes、牛鼻栓 Fortanearia sinensis， 中 国 旌 节 花 StaohyuraS ehinenSis、黑 果 葵迷 

Viburnum melanoearpus、长柄紫珠 Calliearpa Ionaip8s等。华东地区的金钱~~pseudolariX 

~mabilis等在南岭山地不见有分布；见于南岭山地的一些喜热成分，在跺南部沿海以井的华隶 

地|区内磕也无分布 。闽西南越医东西号隆南澹辩盼南碰热带地层捂揍，寨箍薛与●．茜、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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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和武夷山脉南端相连，尾南岭山地东端由华南南亚热带向华东eel_热带过度的边缘地带· 

南岭山地与华东植物区系的联系主要通过中屠亚热带分布，中国一月本间断分布等区系 

成分来实现。日本是第三纪与大陆分离的，其植物区系与中国植物区系有着共同 的 历史 蓄Il 

源，与南岭山地植物区系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除了山豆根Euchresfa japonica和天女花 

等一些两地共有种之外，分布于 日本的双花术DisanthUs cereidifolia， 日本锦带花Weig~l~r 

~japomiea和 日本樱井草PeiroSavia miyoshia-sakuraii等分别与南岭山地的长柄双花木、水马 

桑IVeigela japonica vs,r．sinica2~樱井草Petrosavia sinii呈间断地理替代分布o 

t．3 囊簟山地与西南地区擅鞠区葺‘柏联系 

南岭山地西段成陆较早，地形复杂，位置特殊，北近湘西雪峰山，南连两广，西与云贵 

高原相邻，西南、华南、华中的区系成分在这里交汇渗透，区系组成丰富复杂，过渡现象吼 

显。南岭山地与黔，桂、滇地区拥有不少共通的孑遗和古老的区系成分，还有不少石灰岩山 

地区系成分，有些种类则一直分布剪中南半岛，如黄校油衫Ke~eleeria cyc epis、海南五 

针橙 Pinus，鲥 eliana、红花术母 Manatiefia insigniS、 广西木莲 M．tenuipes、 马 尾树 

Rkoiptelea ehilianiha、缘核桃Annamocarya sinensis，山桂花 Bennelfiodendron Ieprosi— 

pes、四蕊朴Celtis tetrandra、广西钩樟Lindera guangxiensis、黔桂楠 Machilus rehdcri、 

基脉橘 M．deeurSinervis、灰岩澜楠 M．calcicola．西南红山荣 Camellia piiordii、长毛红 

山茶 C．villosa，长尖连蕊茶 C．subacutissima、 石山合欢 Albizia cdcarla、 桂林槭 Acer 

kweiline~S~．，台柱金莲木Sinla rhoddewca、伞花术Euryeorymbus ca口 eriei、犬苗山石栎 

Lithoem'pus damiacahonensis，揭叶青冈CydobaIanopSis siewardiona、百合花杜鹃Rhodo- 

dendron filiiflorum、麻花杜鹃 R．maculiferum、金花猕猴桃 Actinidio chrysantha、圆叶乌 

桕Sapi=m rotundifolium、黄梨木Boniodendron miniUs，尖叶紫薇LagerSlroemia subcaudot~ 

等等。另一方面，南岭山地占优势的马尾橙在黔、滇地区则让位于细叶云南松 Pinus yunna— 

tlellsis var·tenuif0jia，华南五针松 Pinus kwangiUngensis也不占优势·杉木、稿 建 柏、 

帆香，挂木 等树种进入黔、挂、滇地区也开始减少或不见 ””。 

2 南岭山地植物 区系地理区划初探 

植物区系是植物界长期自然发展的历史产物，其现代分布不但取决于植物界的系统发育 

和演化，而且还受到古地理和古气候条件变化的深刻影响。因此，植物区系分区必须以全球 

植物区系或至少是种子植物区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古环境的变化为成据，结合现代植物地理 

分布来翅分。 

2．1 从中■檀鞠E系鼍世界檀物匠系分区 

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丹麦植物学家 J．F．Sehow比较成功地提出其世界植物区 系 分 

区以来，植物区系分压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区系分区系统等级的划分原则不断完善，逐 

渐形成了以L·Diels和 A·Englor与 L．Diols为代表的德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 帕 分 区体 

系 ¨“”“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学派的分区体系一直处于支配地 位， 包 括 R．Good 

和 A·L·Takhtajan的其他植物区系分区系统都是 以德国学派的体系为基础，作进 一 步 修 

订和完善 ”“ ”。但是，这些分区系统都是从植物的现状分布出发，在固定论思想指 导 下 

爿分的·随着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些分区体系的局限性便逐渐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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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例如，所有的分区系统都将亚洲亚热带和热带植物区系割裂开来，把包括南岭山地在内 

的中国亚热带及其以北的植物区系划入泛北极植物界，而以南的亚洲热带地区则归并入古热 

带植物界。因此，对全球植物区系分区进行修订是有必要的。 

根据大陆漂移理论，统一的联合古陆扶中生代三迭纪至白垩纪发生漂离，逐渐分裂为冈 

瓦纳古陆和劳亚古陆。接着，冈瓦纳古陆又分出澳洲、南美洲和非洲等古陆I劳亚古陆也分 

裂为北美，欧洲及安加拉古陆。从三迭纪末蓟第三纪，由于大西洋的进一步扩张，使北美陆 

块从欧洲陆块漂移开去。在安加拉古陆的南面，先后屹立着华夏、江南、扬子及康 滇等 古 

陆，早古生代的加里东造山运动把几个古 陆连成一片，印支运动进一步把华夏大陆南部和印 

度支那及马来半岛联结起来。中国植物区系是从华夏大陆当地发展起来的，在发生上是统一 

的整体，并具有明显的特征性和邃古性，在区系区划上不应该将其割裂开来 ”。传统的植 

物地理学把中国植物区系分别归入泛北极植物界和古热带植物界，是受到北辑起源和热带起 

源观点的影响。北极起源论者认为中国植物区系来自北极，经El本达喜马拉雅，再分别向东 

和向南发展。事实上，中国现代植物区系掘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古老的成分，在中生代初期就已 

形成_定的体系。喜马拉雅只不过是第三纪，当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相碰撞时，才从地槽中 

隆起。其植物区系是在掘起的过程中由中国植物区扩展过去而形成的 。至于热带起源论， 

只不过是从中国南部具有丰富的热带性区系成分着眼的。但是，许多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山区 

原产和分化的有花植物，如术兰科、金缕梅科、山茶科、安息香科 、旌节花科 杨柳科和杜鹃花科 

等，要比热带的科属古老得多。它们不可能来自泛北极区或古热带区。三迭纪米的印支运动， 

把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与华南地台连接起来，为现代华夏植物区系的演化提供了锲机 。 

中国植物 区系的邃古性和起源于当地的推论，将逐步从亚洲大陆出土的古生代及中生代 

种子蕨类，裸子植物、可能的前被子植物和原始被子植物的化石以及丰富的现代裸子植粝和被 

子植物区系而得到论证 I=“ “一”。 中国几乎具有地球上巳知的各类种子蕨化石， 尤 其 

是可能与被子植物联系密切的大羽羊齿Gigantopte 目，曾被作为华夏植物群的表 征 植 物。 

中国还具有丰富的裸子植物残遗，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特有或原产的科属。这表明中国的 

裸子植物可能是从当地发展起来的 ”。更重要是 华夏植物区系具有不少种子植物的特有 

科代表，如银杏科Ginkgoaceae、三尖杉科Oephalotaxaceae、昆兰树科Troehodendrace~e， 

水青树科 Tetraeon~raceae 连香树科 Cercidiphyllace~e、云叶科 Eupteleaeeae、 杜仲科 

Eucommiac~ae、猕猴桃科Actini出aceae、旌节花科 8tadhyur e8e，南华木科 Bretsehnei— 

deraceae、珙桐科 Nyssaceae、鞘柄术科 Torieelliaeeae、 山茱萸科 Cornaeeae、 马 尾 树 科 

Rh0ipteleaceae和樱井蕈科Petrosaviaceae等。根据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等级划分原财，我 

们有理由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华夏植物区系划归为统一的华夏植物界 

oBtbB了班m Kin em，下分东亚植物~KEastern Asiatic Region、马来西亚植物区 Male— 

Ysian Region和印度一喜马拉雅植物l~Indo-Hima]ayan Region 口， 

2．2 南 山地矗衔区系分区 

南蛉山地植物区系以往由于缺乏专门的研究，关于其区划也没有比较具体的方案，一般 

划入泛北授植物区，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作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 

线，南岭山地北面植物区系划入华中和华东地区，南面则划入华南地区⋯ ，。但是，进一步 

韵分析研究表明，南岭山地的地带性植链的区系成分以亚热带及亚热带蔓热带科曩的代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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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步基本组成成分仍与华中一华东植物区系所共有}具有比较丰富的南岭一华南热带性 

檀旃区系成分，在{医山沟谷分布的植物群落往往兼有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闹叶林的特征，局帮 

地段林下还见有热带雨林型层片出现，在西部则有黔、桂、滇植物区系的大量渗入。 
一  

南岭山地的植物区系以银杉、资振冷杉 Abies ziyuanei$8i$、华南五针松、福建柏、观光 

术、半枫荷 Semil幻uidarnbar cathayensis、大果马蹄荷、 阿丁枫、 红勾栲 Casianot~sis la— 

montii．南岭栲、东方古柯 Erylhroxylum kunlhianum．广东琼楠 B ehimiedia／ordii， 

华南挂CinnamomUrn aUsfre-sinensis、沉水樟 C．mieranthurn、 湖南木姜子 Litsea hunan一 

~nsis，桂北术姜子 L．subeoriaeea、广东涧 楠 Machilus kwangtUngensis， 黔 桂 润 楠 ． 

rehderi、喙核桃、自柱术、 南岭黄檀 Dalbergia balansae、 长柄双花术、 银钟拢 爿alesia 

maegreyorii、陀螺果Melliodendran xyloearpUm 广东木瓜红尺P d口r0d口 dr0 kwang：Un- 

9anse、狭果秤锤树 Sinojackia rehderiana、大果安息香 Sty J‘ax~acrocarp；ts、 宜章 山矾 

Syrnpl0C05 yizhangensls、樱井草 Pelrosavia sinii等为标志种。 此外，南岭【ll地还有湖南 

参属HUnaniopanax、半枫荷属Semiliquidarnbar和报春苣苔属P 7。imuIina等特有属， 以及宽 

叶粗榧Cephalotaxus Ialifolia、乐昌含笑 Michelia ehapensls、假地枫皮 IlliciUrn jiadif— 

engpi，广西五昧子Kac&Hr gUangxiensi~、网脉琼楠Beitsehrniedia tsangii、硬叶樟Cinna— 

morl~m rigidissimUm、龙胜钓樟 Liadera lungshengensis、湖南术姜子、新宁新 木 姜 子 

Neolitsea shingningensis、五岭小蘖 Berberis chingii ssp．wutingensis、短序十大 功 劳 

Mahonia breviracema、海柯PittosporUm densinervatum、长尖连蕊茶Camellia aculissirna、 

连山红山茶C． ienshanensis。龙胜红山茶C．hng。̂ nsis、莽山红山茶C．mongshanica、 

东安红山茶 C．tunganiea 疏齿荷 Sehirna remoleserrata、南蛉紫茎 ewartia nanling— 

ensia,,圆计厚皮香Ternslroernia subrotundi[olia 金花猕缓桃 cfinidia chrysamha．淡灰极 

Tilia tristis、丹霞梧桐Firmiana danxiaensis、广西荣藤子Ribes guangxiense、临桂绣球 

I-J 3drange(~Iinl~weiensis、广西悬钩子Rubus l~wangsiensis、缺萼撤香Liouidambar aeal～ 

~vina，细柄半枫荷Serniliquidarnbar chingii．越橘叶黄杨Buxas siniea s印．vaecinifolia、 

湖南穗术 Alnus lrabeeulosa VAT． hunanensi~、腺鳞鹅耳枥 Carpinus polyne Ⅱ ar． 

qm losopunelata、 心托叶冷水花 Pilea cordislipulam、南峙冬青 Itex~anlingenSis 

龙胜槭A·lungshengense、城步 柄槭 ．Iongipes Var．chen2buense、瘦叶蓝果树Ⅳ ss。 

leptophylla、新宁树参 Dendropanax shinningensis 谢南参 Hunaniopanax hyf~oglaucus、 

南岭前~Peucedanurn longshengense，龙胜杜鹃 ．chihsiniam!m、花坪杜鹃月．ch“ ienii 

期广杜鹃Rt huguangF s 、湖南杜鹃 月．hunanenze、莽山杜鹃 ．hunane sP r．v,m~ 

、

广福杜鹃 ． 、 苗儿山杜鹃 月． 桂东杜鹃月．s口 ,
0

9

一

-

,l~anieum R hwangfuense rnaoerense id 

daum、资诼杜鹃 ·ziyuanense、流苏乌饭树"yaceiniam fimbrica1)<v 罗汉松 叶 乌 饭 树 

V·podocarpoideun ’龙胜柿Diosp3- s long,hengensis 裂叶野荣~Styrax supaii、卵苞山 

~t,Symplocos 0 Ⅱl 6r c 0jc、琴叶飞蓬Erige~‘0 panduralus 莽山唇柱苣苔Chirita m∽g
一  

~hanensis，戈胜吊石苣苔 Lysionotus heterophytlue vat．1asianthus、 附片鼠尾草 Salvia 

appendieulala、白花地蚕 Slachys geobombyels Var．atba、湖南黎头尖 Typhoni“ 一 

alaense、大花对叶_~Listera orandi．Hora，阎蕊兰尸"括{ calcaratus，纤细茶杆竹Arund- 

aimria口! ‘t毋、赢岭箭竹 _d 蛐 6osi确 H佃等上百个特有种 隶属于近5O个属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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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科。因此，南蛉山地在植物区系分 区上应划为完整的南岭植物亚省· 

南蛉植物亚省南起24。3O N附近，jE达26。30 N左右，东起龙岩、永定，西达通道、三 

江。根据南岭山地与邻近区域植物区系的联系以及南岭山地境内各地植物区系成分的差异， 

南岭植物亚省可进一步划分为东南蛉植物县 E~stern Nanling_Di自triot、中南岭植物县Oen— 

tral Nanling Distrio~和西南岭植物县 VVestern Nanling Districf。东南岭植物县的范围 

包括闽西南，赣南，湘东南及粤东北的南岭ll【地东部区域，特征植 物 有 水 松、 大 院冷 杉 

Abies daiyuanensis，岗梧Baechea]rutesoens，豆根Euchresia japonica、牛鼻拴、长尾睾枫 

荷 Semiliquidambar cordala、闽半枫荷Semiliquidambar cathayensis vaE．fukiangensis， 

上杭椎Castanopsis Iamontii Vat．shanghangensis、梅花山青 冈 Cyclobalanopsls meihua— 

shangensis、上杭假卫矛M~crofropis shanghanoensls，长叶上杭假卫矛MicrotropCs sha．g- 

hangensls var．Iongifolia，多脉 篱 竹 Arundinaria muliinerVis、徽 舌 黄 竹 仔 Bambusa 

minutiIigulata、毛鞘黄竹仔Bambusa pubivaginata、短舌大节竹Indosasa brevillguIata．寻 

乌藤竹S 0s加c )，Ⅲ xingwuensP等。中南岭植物县的范围包括粤北、湘南和桂东的南岭 

山地中部区域}特征植物有江南油杉Keteleria caIoarca，湖南术姜子Lilsea hunanensls， 

厚叶折柄茶Hartia crassifolia、南蛉紫茎，丹霞梧桐、少齿悬钩子Rabus paucidentaIus、长 

柄双花术，越撬叶黄杨、蒲桃叶冬青flex syzygio#hyIla，湖广杜鹃、湖南杜鹃 Rhododen- 

dron hzlBanense、窄果秤锤树 Sino]ackia rehderiana、裂叶野菜莉、广东柳 Salix cantoni— 

ensls，莽山唇桂苣苔、报春巷苔 Primulina$abacnm、莽山紫菀 AslBr manshangensis、樱 

井草Pe r。savla sinii、纤纽茶杆竹和南岭箭竹等。西南蛉植物县的范围包括湘西南和桂东北的 

南岭山地西部区域，特征植物有资源冷杉，海南五针松、连香树Cerold hyIIum]aponicum 

水青树Te~racentrura sine．sis、天女花、喙核桃、广西南五昧子KadsⅡm guaagxiensfs、龙 

胜钓棒、新宁新木姜子、狡叶润南 Machilus rehderil、 灰岩润南 Ⅳ．oalcicola、 长果皂荚 

Gleditsia longileguminosa、湖南芬藤子R·hunanense、龙胜槭、城步长柄槭、新宁树参 

短脉杜鹃R．brevinervis、花坪杜鹃、厚叶杜鹃R pachyphyllnm、多毛拙鹃R．polystichum、 

毛脉 吊钟花 Enkiantht~s hirtinervus， 滟南紫璩 Callica~‘衄 hnnanensis、 粉酸竹 Acidosasa 

gIauca等。 

3 蹙 论 

3．1 南岭山地与翱邻地区植物 区系具有峨显的过渡或替代关系，主要通过亚热带及 亚 热带 

至热带亚洲分布成分与华南南亚热带及亚洲热 植物区系联系，与华中和华东地区植物区系 

的联系以亚热带及亚热带至温带分布和中目～ 日本问断分布成分来实现，与西南地区植物区 

系的联系则表现为两她共有灼古老和孑遗区系成分毁石灰岩Ⅱ1地压系成舟。 

3．2 传统的植物区系分区都将亚洲亚热带和热带植物区系割裂开来，把包括南岭山地 在 阿 

的中国亚热带及其 以北的植物匿系划入泛北极植物界，而 蹦南的亚瀚热带地 区则归入占热带 

植物界。然而，以中国及邻近地区植物区系为主体的华夏扯物区系，是从古老的华夏植物群 

逐步发展起来的统一体。华夏植物区系具有不少种子植物的特有科，在植物区系分 区上，应 

划归为统一的华夏植物界，下分东亚植物区、骂来西亚植物区和印度一喜马拉雅植物区。 

3．3 南蛉山地植物区系拥有其自身的标志种，特有属和丰富的特有种，在磕 物 区系区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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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划为完整的南岭植物亚省。根据南岭山地与邻近区域植物区系的联系以及南岭山地境 

内各地植物区系成分的差异，南岭植物哑省之下可进一步划分为东南岭植物县．中南岭植物 

县和西南岭植物县。 

参 考 文 献 

睬 涛、张发选．南嶂植物 地理学研究 I．植物区系的组成和恃点．热恃 热带毫物学报，199 4， (2) 

l10～ 20 

錾汝槐．海南岛裸子植物区系．中山大学学报 (目熟科学版 )，1988， (4)；j卜一6 

张超常 刘兰芳 蒋南岛被子追物墨系．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胍 )，1 983， (8)t 6r一73 

陈邦余．鼎期山植物区系的探讨．热芾一亚热带森林生春系统研究，1982， 1；48—5 

施苏华．黑石顶 自然保护区埴物区系研究．生杰科学．I9 8 ， (1， 2)叫 4一铀 

阵 涛等．广东车八岭 自然保护诞植物基系地理研究．生态科学，1992， (2)；1--28 

林 其．讫南岭山地植被的世面及其在中国植被莲蜘中的位置问题．植#f生杰学 与弛碡物掣丛刊，1985． 3 

( 1) I 8：J--74 

车光照．苗扎山植物区聂的初步研究 ．广百植物，1985， 5(3)=nl～226 

陆益新 粱聘芬．广西植物地理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广西植物，1983， 8(8)：l53—1诣 

祁承经．湖南植被地理分本的基本规律．云南植物研究，1984， 0(4) ：403一{16 

祁承经．1990．朔南植被．湖南科学出板社 

应俊生等．鄂西神寂架地区的植被和植物区系．植物分娄学报，1979，17(3)叫 1～60 

曾定彬．福建植物区系与植 物地理区域．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 63，22(2)t 21 —226 

郑 魁．中国东部喧物与翠本植物的关系．植物分类学报，1983，22(1)t 1～ 5 

昊征镒．论中国埴物区系的分区问题．云南植物研究，1979， 1(1)：1—80 

Sehow．J．F．Grundzuge e；ner allgemeinen pi1an zengeographic．Bet[i=．1823 

Diel s．L．PfI8Ⅱze B Bra je．Leipzig．1929 

Eaglet A．and L．Diels．Syllabus der pf]a~zen fa~ilier．．11 auf】．Berlin 1 939 

Good．R．The 口gr“phY t no市ering p1ants．4th ．London．197 

Takhtaiian．A．C．(Translated by T．H．Cco~eHo)．Floristic regions of￡1 e w0 rId．Univ~rr$itv 

of California Press．Berckley aad Los An8eIes．Cali 。rnia．1986 

张宏达．亚 热带～亚热带埴物区系与植社的整体傩．中Lll大 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 s0．32(8)， 

58-- 96 

张宏达等．尼抽水植l物区系的起积及其亲缘关系．f 山丈学学报 (I1热科学艇 )，1988，27(2)；1--12 

张宏达．华夏埴物区系的趁源与发展．中山大学 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60。 1：l一19 

箍兆奇．华南 ^羽羊齿煤系 和_̂蜀苹齿谊物群的时代．古生物学 ，，1978，17(1)⋯61 s9 

李 趋，田宝霖．GigaathonocIea Bu1 zhouensi Gu ct zhi 叶 解剖研究．肯牛物学报 ，1990，29(2) 

216-- 227 

用志炎．j壤南晚三选世和早抹罗世几种种子麟．古主物学报，1981，20(1)；l5—26 

孙 革，辑双 等．现妃最早的被于植铷化石在中国发现．中国科学，1992，B5 5“一548 

睬 涛、张盍达．南峙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一Ⅱ．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r 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 

Chen-C·T．8Ⅱd Chang H．T．From ：he Chinese Flora to the H oristic Divisi。n 0f the W o r1d
．  

Abstracts口-the XV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 Y c~kohama．Japan． 1993． P． 281． N0

．  

1212 

30 张宏选．地球植物区系分区提纲．中山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94，33(8) 73～8O 

31 巾国科学院 {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罔自然地理，植物地理 (上册 )，北京 ：科学出版封=。1985 

1 暑 3 4 5 7 霉 0 ” n n H ¨ ” ¨ “ 曲 虬 ” 舶 盯 =暑舳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