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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植物区系理论与有花植物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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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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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评述了有花植物起源的各种理论
.

作者支持张宏达教授提出的华夏植物区系理论
,

并把该理论与北极起源说和热带起源说作了比较
,

要点如下 : ( 1) 北极起源说和热带起源说都从

海陆不变的观点出发
,

而忽视了中国广大亚热带地区的丰富植物区系
,

因此这两个理论无法解释

越来越多的新发现 ; (2 ) 华夏植物区系起薄说以大陆漂移理论为基础
,

符合中国亚热带植物区系

的实际
,

该理论正为植物学界广泛接受 ; ( 3) 有花植物起源的问题
,

将随着华夏植物区系理论的

广泛应用以及古植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得到解决
.

关键词 华夏植物区系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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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尽管当代科学的发展已使不少问题得到了解决
,

但是有花植物的起源问题仍然是困扰着古植

物学家的难题
。

没有什么 比有花植物的起源更神秘的了
,

就连伟大的进化论者查理斯
·

达尔文

( D a r w in
,

18 7 9 ) 也对这个问题慨叹 :
“

实在不可思议 ( a b o m in a b l e m ys t e r y )
. ”

这不仅因为化石资

料的匾乏
,

而且还因为不同的系统学家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

由于这个问题的

内在吸引力及其理论价值
,

不少植物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

提出了很多理论和假

说
,

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有花植物的起源
,

对于推动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殊深

的意义
。

但是过去的古植物学家和植物系统学家都是从海陆不变的观点出发去分析有花植物的起源
,

这样就不能准确地把握有花植物起源的根本的揭示其起源的细节
。

自七十年代起
,

张宏达教授从

大陆漂移和板块学说的理论出发
,

提出了华夏植物区系起源的学说
,

完整地论述了有花植物的起

源问题 〔 ’ 一 4 〕
。

该理论早在 70 年代末就被有识之士认为是从中国植物 区系的实际出发而提出来

的创见 l)
,

这个学说对于指导我们的植物系统学
、

植物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有着重大 的意

义
.

有花植物的起源包括起源的时间
、

起源的地点
、

祖先植物以及起源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
。

其

中祖先来源从根本上来说是最重要的
.

但是这几个方面又是互相关联的
,

譬如说起源的时间和地

点将会帮助我们去确定祖先来源 ; 而对于起源方式 (是单元的抑或是多元的 ) 的不同认识会影响

对其余问题的回答
.

华夏植物区系理论是关于有花植物起源的完整理论体系
,

它回答了有关有花

植物起源的各个问题
.

2 起源的方式问题

由于有花植物属种十分庞杂
,

形态变化很大
,

生境和习性多样
,

分布极广
,

因此粗看起来
,

很难用统一的特征将所有的有花植物归人同一类群 ; 又由于关键的化石证据十分缺乏
,

已有的少

量的化石也残缺不全
,

因此
,

对于有花植物的起源方式问题植物学家提出了不少假说 〔 ’ 9一
22j

,

归纳起来有多元论 ( P o l y p h y l e t i c t h e o r y ) 和单元论 ( M o n o p h y l e t ie t h e o r y ) 两种
。

主张多元论

的代表主要是维兰德 ( e
.

R
.

w i e la n d )
、

`

米塞 ( M e e u s e )
、

兰姆 ( L a m )
,

浅间一男等
.

主张有花植物多元起源的主要是一些古植物学家
,

他们为现代有花植物庞杂的种系所困惑
,

l) 中国植物学会 45 周年学术会议的总结报告
,

1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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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苦于找不到确证的化石材料
,

因而猜测有花植物可能有两个或多个来源 ; 同时多元论的代表常

常也认为现代被子植物区系不仅有不同的祖先来源
,

而且是起源于不同的地方
,

然后通过平行演

化 ( P ar al lel
e
vo fu it o n ) 而达到今天世界广布的有花植物区系

.

例如维兰德认为现代有花植物和

其他一些裸子植物如科达树 ( C o r d a i te s )
、

银杏类 ( G i n k g o )
、

松杉类 ( C o n ife r s )
、

苏铁类

( C yc a ds ) 都有联系
,

显然有着不同的起源 ; 米塞则认为被子植物至少有四个不同的祖先来源
。

当代大多数植物学家都主张有花植物单元起源
.

虽然关键性的化石证据不充分
,

但是有花植

物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其一定的连续性的
,

因此
,

对现今全球有花植物区系进行细致周密的分析
,

结合已有的化石资料
,

是完全有可能推知有花植物的过去的
。

而且现代有花植物有许多独特和高

度特化的特征
,

如双受精作用和三倍体的胚乳 ; 小抱子囊特有的药室内层 ; 雄蕊围绕着雌蕊的位

置固定不变 ; 筛管和伴胞的存在等等
,

这些高度特化的特征使得当代大部分植物学家摒弃多元起

源的观点
,

因为同时具有这么多高度特化的显著有别于其他类群的特征的现代有花植物
,

是不可

能从不同的祖先起源
,

通过平行演化而达到一致的
,

统计学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

因此当代著

名的植物学家如塔赫他间 ( .A aT k h atj an )
、

克郎奎斯特 ( .A C or n q u ist )
、

张宏达
、

吴征槛等以

及大部分的植物学工作者都赞同单元论
,

他们所发表的系统都是以单元论为出发点的
.

华夏植物

区系理论正是以单元论为基础去揭示有花植物的起源的
.

3 起源的地点问题

关于有花植物是在地球上什么地方最先出现的
,

这是有花植物起源问题中分歧最大的课题
.

古植物学家和植物系统学家对此问题提出过不少假说
,

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 ( 1) 以希尔

( H e e r
) 为代表的北极起源说 ( H y加ht es is o f A cr t ie o r i g in ) : (2 ) 以史密斯 ( S m i t h )

、

塔赫他间

( aT k h atj
a n ) 等为代表的热带起源说 ( H y op t

hes is o f T r o p ica l o r ig in) ; ( 3 ) 张宏达教授提 出的

华夏起源说 ( H y脚 t h es i s o f C a tha ys i a n o ir g in )
,

又称亚热带起源说 ( H y po t h e s i s o f s u b t r o p ica l

o r ig i n )

希尔 ( 18 86 ) 是在分析北极化石植物区系的基础上提出北极起源说的
,

曾得到许多植物学

家和植物地理学家的支持
。

这个假说认为有花植物在北极圈范围内起源后沿着三个方向向全球扩

散 : ( l) 由欧洲向非洲南进 ; ( 2) 从欧亚大陆向南发展到日本和中国
,

再向南伸展到大洋洲 ;

( 3) 由加拿大通过美国进人拉丁美洲
,

最后扩散到全球
。

但是后来的化石证据表明最早的有花

植物化石不是出现在北极
,

而是出现在低纬地区
,

因此近年来已极少有人再坚持北极起源说的观

点了
。

热带起源假说 (狭义 ) 主要是根据对现代有花植物的分布进行分析而提出的
.

这一派学者依

据 的 论点 是 : 现 代有 花 植 物 特别 是 那 些原 始 的科 如 木 兰科 ( M ag n ol ia ee ae )
、

八角 科

( I l l ie ia ce a e
)

、

连香树科 ( C e r c id ip h y la e e a e ) 等都集中分布于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这些热带地

区
。

如塔赫他间从西南太平洋的斐济岛有德铿木 ( D ge en er ia ) 着眼认为有花植物起源中心是从

印度的阿萨姆 ( A sas m ) 到西南太平洋的斐济之间
。

目前热带起源说还有不少支持者和信奉

者
。

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锰教授也支持热带起源说
,

他从中国植物区系研究的角度出发
,

认为

整个有花植物区系早在第三纪前就在统一大陆的热带地区发生 〔5 〕
.

但是随着大陆漂移 ( T h e o r y o f C o n t i n e n t a l D r i ft ) 和板块学说 ( P l a t e T e c t o n ie s

hT
e o r y ) 被

人们广泛接受
,

热带起源说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

因为有花植物起源的年代久远
,

而当今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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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沿岸地区及其岛屿在有花植物可能的起源年代 尚是一片茫茫大海
,

况且当今地理上同一地区

的地方也可能是由不同的板块组成的
,

过去它们并不在同一位置
。

因此
,

承认有花植物的单元和

同地起源
,

就很 自然不能相信有花植物的热带起源 ; 而且热带起源 (狭义 ) 的提出忽视了中国广

大的亚热带地区丰富和独特的有花植物区系
。

北极起源说认为中国亚热带区系是北极区系的衍生

物
,

热带起源说则认为是热带区系的衍生物
,

这两个设想不符合中国植物区系的实际
。

中国的亚

热带区 系 (华夏植物区系 ) 不仅有丰富的现代有花植物
,

而且有许多古老的类群包括木兰目

( M
a g n o l ia l e s )

、

毛 食 目 ( R a n u n e u la l e s )
、

昆 栏 树 目 ( rT
o c h o d e n d r a le s )

、

水 青 树 目

( eT ar ee in ar le s)
、

金缕梅 目 ( H a m a

me li al es ) 等等
,

还有大量有花植物系统发育中起关键作用的

特有科属和孑遗植物 ( er icl p af n st )
,

这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

虽然太平洋沿岸热带地区现代

也生存着丰富的植物区系
,

但是它们缺乏象中国亚热带区系这样多的古老属种和孑遗植物
,

没有

象中国的亚热带区系那样存在着一系列代表不同系统发育阶段的特有类型
,

因此热带地区只能是

有花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
,

而不可能是起源中心 ; 它们是亚热带区系的后裔
。

正是针对北极起源

说和热带起源说对有花植物起源的解释无能为力
,

张宏达教授经过长期和周密的研究
,

提出了有

花植物起源于中国亚热带地区—
华夏植物区系的理论

。

4 祖先来源问题

关于有花植物是来源于哪一个祖先或哪一群植物
,

植物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

几乎所有的化

石维管植物都曾被不同的作者提议作为被子植物的祖先
,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化石证据陆

续被发现
,

以及形态学
、

胚胎学
、

比较解剖学
、

抱粉学和植物化学研究的深人
,

目前许多学者都

赞成有花植物来源于种子威 ( tP er 记os pe mr s)
。

但对于有花植物是来源于哪一类种子威
,

则看法

上还有分岐
。

有些学者把中生代种子蔽的高等代表开通目 ( C ay ot in al es ) 作为原始被子植物看

待
,

这类植物有类似有花植物胚珠的保护结构
,

但其他特征则和有花植物有较大的差别
,

因此它不

可能是有花植物的祖先
,

而可能跟有花植物的祖先是平行发展的 ; 梅尔维尔 ( M el vi lle ) 从叶脉

类型的对比研究出发
,

支持有花植物起源于舌羊齿 ( G los so p t er is ) 的观点 ; 而 日本的浅间一男

则从叶的形态演化和脉序类型着眼
,

认为有花植物的祖先就是大羽羊齿 ( G iga nt o tP e r
is) 〔“ 〕

.

总之
,

要确定有花植物具体的祖先是什么
,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化石资料的证实
,

但是有一点

可以肯定
,

就是有花植物起源于某一种或某一类种子族
。

5 起源的时间问题

关于有花植物起源的地质年代问题
,

也是最令植物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头痛的问题之一 因为

有花植物起源的地质年代的确定
,

完全有赖于化石证据的支持
.

而由于目前所发现的化石证据有

限
,

已有的化石资料也不完整
,

而且最能表明有花植物特征的花和果实的化石由于其质地等原因

又是最不利于形成化石的
,

此外象双受精作用等有花植物的独特特征也不易于从化石中表现出

来
,

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在鉴别植物化石时也常受很多陈规约束而倾向于保守
.

因此在中生代

( M es o z io c
) 早期地层中发现的一些实际上可能是有花植物的化石

,

却可能被错误地归到裸子植

物或木本真蔽中去
,

这就更给确定有花植物起源的地质年代增添了困难
。

所以现在尚有不少人认

为有花植 物是 在 中生代的 白奎纪 ( C er t ac e o us ) 起源 的
,

更有 的人甚 至认为是在新生代

( C en oz io c) 的第三纪 ( T er it ar y ) 起源的
.

虽然在白要纪前的地层找到有花植物化石不多
,

但是

有花植物在白至纪时出人意料地在全球中扩展开来
,

而且其特征也和现代有花植物的特征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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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预示着在白噩纪很久以前有花植物就已出现
。

这是因为生物的进化过程是极

端缓慢的
,

而且进化还有一个加速度规律
.

有花植物在出现初期
,

特化的程度还不高
,

器官和组

织机能还不完善
,

因此在当时地球植物区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

分布不多
,

形成化石少
,

且混

杂于真蔽类和裸子植物中
,

从而妨碍了植物学工作者准确地了解有花植物的起源年代
。

张宏达教授纵观 了植物界的发生和发展历史
,

从现代有花植物区系研究出发
,

兼顾古植物的

研究
,

正视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有争议的有花植物化石资料
。

以大陆漂移和板块学说为研究的前

提
,

在他 的华夏植 物 区 系理 论 中
,

指 出 : 有 花植物起 源 的时代 不是 在 白坐 纪或 侏罗纪

( uJ ar ss ic )
。

而是在三迭纪 ( T ir as s ic )
。

这个大胆有创见的假说有其预见性和深刻的理论基础
,

近年来挖 掘到 的一些化石
,

虽 然尚有争议
,

但 已被 许多人确认是有 花植 物
。

某些化石如

S a g e n t o p t e r is
,

以及三迭纪到侏罗纪出现的单沟
、

三沟及双孔花粉得到了 K ar
s s i lo v 、

A x e l r o d 等

学者的确认 ; 潘广先生在燕辽平原侏罗纪地层中找到的许多原始有花植物化石也不同程度得到确

认
,

它们都可能是原始的有花植物 〔 7一 ” 〕
。

孙革
、

郭双兴等对我国现知最早的被子植物报道则为

华夏植物区系理论关于有花植物起源的时间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 〕 。

6 讨论和结论

尽管古植物学和植物系统学的研究还在不断深人
,

对于有花植物起源的问题还有众多分岐
,

但是华夏植物区系这一新颖理论无疑给有花植物起源问题的探究投下了曙光
,

目前已越来越多人

接受这个理论
,

运用它来指导植物学相关学科的研究
.

张宏达教授从本世纪四十年代至今一直不

懈地进行着植物学的研究
,

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和其他一些国家及地区
。

经过深人细致的研

究
,

他发现
,

我国广大的亚热带地区
,

有花植物区系网络完整
,

是世界其他地区无法相 比的
,

这

个事实无论用热带起源说和北极起源说都无法解释
,

于是在 70 年代初期他提出了有花植物起源

于华夏植物区系的理论
。

这个理论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 1980 年公开发表的
“

华夏植物区系的起

源与发展
” ,

19 8 6 年发表的
“

大陆漂移和有花植物区系的发展
” ,

以及 19 6 2 年就发表的
“

广东植物

区系的特点
·

〔 ’ 。〕 中
。

华夏植物区系理论完整地回答了有花植物起源的各方面问题
,

它的内容可以扼要地概述为
二

( l) 关于有花植物的起源地
。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
,

中国广大 的亚热带地 区以及 中南半岛

(相当于古老的华夏古陆的大部 )
,

不仅是有花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
,

而且是有花植物的发源

地
.

因为这个地区具有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丰富植物区系和众多原始的
、

在系统发育各个阶段起

关键作用的属种
,

而且华夏古陆在古生代到中生代整个时期是最稳定的
,

最适于孕育有花植物
。

( 2) 关于有花植物起源的时间
.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
,

有花植物是在三迭纪起源的
,

而不是

在白坐纪或侏罗纪
,

只要承认有花植物的单元起源和大陆漂移理论
,

就不会对这点产生动摇
。

大

陆漂移理论认为联合古 陆 ( P an g ae a) 是三迭纪 以后开始分裂
,

到侏罗纪末 已形成 冈瓦纳

( G o n d w an a) 和劳亚 ( L a ur as ia ) 两古陆
,

因此有花植物必须在统一的联合古陆分离之前就完

成其诞生和扩展过程
。

有花植物从诞生起经过四个阶段
: 即萌芽阶段 (又称前被子植物阶段 )

、

适应阶段
、

扩展阶段
、

全盛阶段才发展成为白平纪

— 第三纪繁盛的植物区系
.

( 3) 关于有花植物的祖先来源
,

这个理论认为有花植物起源于某种种子蔽或被归人种子破

的某些半被子植物
.

种子威从古生代 ( P al ae oz ic) 的泥盆纪 ( D ve o in a n ) 开始出现
,

到二迭纪

达到高峰
,

原始的有花植物正是那时从高度发展的种子旅中分化出来的
.

很有可能有花植物和裸

子植物都在相隔不久的时候共同起源于种子获
,

以后种子威开始走向衰落
,

地球植被为种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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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导
。

( 4 )华夏植物区系理论的本身又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
。

进人 0 9年代
,

学术界对华夏植

物区系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

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

中国种子

植物区系研究
”

等一系列工作又为华夏植物区系理论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 ’ `一 ’ 7 〕
。

有鉴于此
,

华夏

植物区系理论的建立者不失时机地发表了
“

再论华夏植物区系的起源
” 。

这既是对该理论近 10 年

来发展的总结
,

又明确地回答了学术界对该理论一些问题的疑问 〔 `8 〕 。

一个新颖理论的提出
,

总是在综合前人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克服了已有理论的缺点而为

人们所接受的
,

因此这种理论的提出
,

反过来又指导了人们的研究
,

使得有关的研究获得更大的

进展
。

华夏植物区系理论的提出正是这样
.

这个理论使有关有花植物起源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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