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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裸子植物区系研究 

李仁伟，张宏达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摘 要：四JII裸子植物 9科28属101种(含变种)，区系成分为亚热带类型。东部地区古地理环境温和稳定，至今 

保存着许多珍稀孑遗的类群；西部地区古地理环境变化频繁t科、属少而种类丰富。东、西部差异明显。松柏类在 

这一地区十分突出，集中了从原始到进化的几乎各个类群的代表。四JII裸子植物区系既不是泛北极区系迁移的 

产物，也不是热带区系的后裔．而是在二叠纪以来的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本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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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l oristic anal ysis on the gymnosperms of Sichuan 

LI Ren—wei。ZHANG Hong-da 

(S ̂ of L Scieme．Zlw~ag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The flora of Sichuan has 101 species and subspe cies in 28 genera 0f 9 families of gymnosperro-s．Many 

rare and endemic taxa are survived in its eastern part due to the fewer pa[aeogeographical changes in environment， 

meanwhile spe cies richness is high with less genera and families in its western part as a result of the frequently 

palaeogeographica[changes in environment．Coniferae in the Gymnospermae flora of Sichuan is very remarkable， 

including almost a Ll the taxa from the primitive to advanced types．The Gymno*permae flora of Sichtmn originated 

locally，neither descended from pan--arctic flora DOt from tro pica[one，and had developed during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r1ce Permian 

Key words：Sichuan；gymnospermae{flora{floristic analysis 

四川地处热带与温带植物区系交错渗透的地带， 

属于亚热带类型，地形、地貌极其复杂，具有多种多 

样的气候环境，为区系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就裸子植物而言，除具有丰富的古代化石种 

类外，现代种类在全国也最多“。 。其中有些属、种 

显示与欧亚北美具有较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属、种更 

丰富，区系成分更独特。该地区可能是探索我国裸 

子植物区系起源发展的关键所在 j。本文试结合地 

质历史和古植物学背景，分析讨论了其区系特征及 

起源与发展 。 

1 自然条件 

四川I位于我国西南部，介于 97。30 ～ii0。10 E， 

26。02 ～34。20 N之间。东邻湖北、湖南，南连贵州、 

云南，西倚西藏、青海，北接甘肃、陕西。面积大约为 

569 000 kra'。 

四JI『地质构造从整体上可分为东西两大性质迥 

异的构造单元，东部是地台区，为“扬子准地台 的主 

体部分i西部是地槽区。二者的分界线通过龙门山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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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带(北川一宝兴)与泸宁一宁蒗(在滇境)断裂带。就 

地貌而言，西部为山地、高原(包括山原)，其中川西高 

原属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由西向东南倾斜，平均海 

拔 4 200~4 500m渐降到 3 5。0～3 700m，川西山地 

处于横断山脉的北段，山峦重叠，河谷幽深，海拔为 

5 1O0 m，山岭众多，终年冰封，冰川地貌发育普遍。东 

部为盆地，盆底范围大致在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 

点连线内，包括盆西(成都)平原，盆中丘陵和川东平 

行岭谷；盆地四周则为边缘山地所环绕，海拔为 1 500 

～ 2 500m ”。 

四川气候类型也多种多样，且地区差异很大。盆 

地区属较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西部亚热带仅分布 

在川西南一隅，而太部分地区为暖温带、温带、寒温带 

气候，但季风现象仍较明显。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6 

～ 18。c，南高于北，长江沿岸 18。c以上，是盆地内高 

温区。川西高原甘孜、阿坝两州河谷地区年平均气温 

12℃ 以上，海拔较高和纬度偏北地区 6。C以下；凉 

山州南部除会理、会东两地 15～16。C外，均在 18 C 

以上，北部 12～18口c，美蛄、昭觉及布拖 1O～12。c。 

川东盆地年平均降水量 1 00O～1 200 mm，川西部甘 

孜、阿坝两州太部分地区年均降水量 60O～780 mm， 

凉山州为800～900 mm。降水量的季节分配很不均 

匀。盆地东部四季分配相对均匀，盆地西部夏季降水 

量集中且较突出，春秋两季相对较少 ，冬季最少。川西 

则高度集中于夏季，有明显干季和雨季之分 。 

四川地域辽阔，具有复杂的成土条件和丰富的土 

壤资源。地带性土类是黄壤和红壤 但是，由于地形地 

貌复杂，因而从南亚热带到寒带的土壤类型应有尽 

有，包括红壤、黄壤、黄棕壤、山地褐土、山地棕壤和山 

地暗棕壤、山地棕色灰化土和高山草甸土等 

2 植被概况 

四川地处亚热带，面积辽阔，自然条件复杂而独 

特，植物种类繁多，植被类型齐全 。被子植物仅次于 

云南，居全国第二；裸子植物则为全国第一，比整个欧 

洲 的种类还 多。热带科 占 1．7 ，亚热带的科占 

63．2 ，温带科 29．2 ，寒温带科 5．6 。植被以温带 

亚热带性质为主，寒带与热带的成分均较少。四川的 

纬度地带性植被是常绿阔叶林。川西高山高原地区， 

植被多为灌丛、草甸。在川西南千热河谷地区则分布 

有稀疏草丛。东部植被的地理分布既有水平地带性变 

化，也有垂直地带性变化。大致沿邛崃山、大香岭至太 

凉山一线以东，包括四川盆地及盆缘山地，是偏湿性 

的常绿阔叶林；此线以西，川西南山地是偏干性的常 

绿阔叶林。 

3 裸子植物区系分析 

3．1裸子植物区系的数■组成统计 

全世界现存裸子植物有 12科 71属 800余种，中 

国 1O科 34属 230种 45变种(不含引种，下同)I1,4) 

四川裸子植物 9科 28属 79种 22变种，属数占全国 

79．4 ，种数占 36．73 (含变种，下同)。以松科属、 

种数量最多，其次为柏科，另外杉科和红豆杉科也有 

较多的属级类群(表 1)。说明橙、杉 、柏植物是 区系的 

主体。与邻近地区共有种数为云南 46种，湖北 31种， 

贵州 30种，甘肃 3O种，西藏 23种，陕西23种，青海 9 

种 ，反映出相互问的密切联系 。 

表 1 科的数量组成” 
Table 1 Numerical composition of{am~ies 

属 ／种～ 变种 Genera／species~subspecies 

3．2裸子植物区系的科 、属分析 

(1)苏铁科 Cycadaceae 

约 9属 ¨0种，分布南北两半球热带及亚热带。 

我国仅有苏铁属(Cycas)，约 40种，四川I 3种，分布于 

西南部及盆地西缘以东广大地 区，其中攀枝花苏铁 

(c．panzhil~mensis)，分布于金沙江北岸明政和平江， 

是我国苏铁属植物自然分布的最北边缘 

该科是苏铁类植物的现代仅存者，由于分布区限 

于热带和亚热带，通常被认为是热带或泛热带分布类 

型。苏铁植物至少 自晚古生代中、晚期(或早二叠世早 

期) 。” 就已存在，到晚三叠世 已广布世界各太古 

陆，并在侏罗纪和早白垩世达到极盛期，甚至分布达 

南、北极。虽然可靠的苏铁植物在晚古生代，至少早二 

叠世早期就已出现，但至今尚未在早白垩世前发现如 

现代苏铁植株形态的化石(张善桢，1981、1985)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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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苏铁发生相对是比较晚的。尽管现代苏铁的自然 

分布北界仅达金沙江北岸，但上述情况表明，四川自 

中生代以来早已有了苏铁植物更为广泛的分布，其现 

代分布状况是系统演化过程中向南退缩，适应热带气 

候的结果 。 

(2)银杏科 Ginkgoaceae 

单种属，中国特有，分布亚热带地区，浙江天 目山 

有小片天然林，云南东北部、贵州北部习水也有少量 

自然植株(屠玉麟，1983)。在四川多为栽培。 

地史上银杏植物始见于二叠纪““ ，晚三叠纪开 

始发展，侏罗纪至早白垩纪最繁盛，几遍及全球，白垩 

纪末从种数数量及分布都明显衰退，第三纪渐新世有 

一 急剧衰退，至今仅存 1种 最古老的代表见于法国 

下二叠统下部，但以中生代地层化石较多，且温带地 

区更丰富。我国山西太原早二叠世就有化石记录，且 

侏罗纪至早白垩世最盛。现代银杏仅分布亚热带地 

区，结合化石分布特点，似乎更是一个温带或亚热带 

分布类型。四川也处于现代银杏分布区范围内，不是 

其它地区扩散和迁移的产物。 

(3)松科 Pinaceae 

10属 230余种，主要分布北半球。我国10属 94 

种25变种，是松科植物最丰富的地区。四川为该科国 

产种数最多的地区，9属 4O种 9变种。 

松属(Pinus)80余种，为北温带分布类型，分布中 

心在北美和东亚，是松科中唯一表现出较强的向南分 

布特性的属。”。我国产 22种1O变种，四川 7种 2变 

种，为全国本属种类最多的地区，主要有华山松(P． 

armandi)、海南五针松 (P． n )、马尾松(P． 

massoniana)等，它们多分布于盆地四周山地。川北地 

区是白皮松(P．bu~geana)、油松(P tabulaeformis) 

自然分布区的最南边缘。另外，巴山松(P．tabulaefor- 

mis vat．henr~)是秦岭、大巴山区特有种，高山松(P． 

densata)为横断山地区特有种。最早化石发现于欧洲 

早白垩纪地层(Alvin，1960)，远早于其它各属，是松 

科现存的最早分化的类群(Miller，1988，1 977)。很多 

早期化石主要分布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尤以北美东 

部和欧洲西部为多，其次是 日本。四川分布的种类除 

白皮松外，都是较原始、古老的双维管束类型 ”，与 

早期化石是同一类，显示了该地区松属植物的古老和 

原始性，以及该地区在松属植物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意义，它是松属发源地之一“中国亚热带地区” 

(张宏达，1994)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钱松属(Pseudolarir)为中国特有单种属，是著 

名的孑遗植物，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温暖地区，在四川 

产于川东万县与湖北利川交界处。该属最早化石出现 

于白垩纪 ，比松属稍晚，是松科又一较古老的属。 

第三纪时，是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的广布属。第四纪 

冰期后各地相继消失，而金钱松(P．amabilis)能在 

川、鄂交界处少量的残存下来，充分说明该地区地理 

环境的优越性，有可能是该属过去演化和发展的重要 

地区之一。 

油杉属(Keteleeria)共 l1种，除-2种分布至越南 

外 ，均为我国特有 ，主要分布于秦岭以南 、澜沧江 以东 

及东南沿海各省区。四川仅 2种，铁坚油杉(K．da— 

vidiana)和云南油杉(K．evelyniana)，产于川北、川东 

以及川西南地区。最早化石见于我国辽宁抚顺和山东 

临朐始新世(徐仁，1978)，也是松科较古老的类群。化 

石资料表明，该属在第三纪有更广泛的分布“ ” ，为 

一 北半球分布类型，冰期后退居于我国秦岭以南地 

区。 

冷杉属(Abies)，约5O种，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寒带 

和温带地区。我国21种3变种，是目前世界上该属种 

数最多的地区，也是该属在欧亚大陆分布的最南界。 

四川 9种 3变种，主产西部高山，东部(大巴山区)只 

有零星分布。主要种类有鳞皮冷杉(A．squan~ta)、岷 

江冷杉( ．ferreana)、长苞冷杉(A．georgei)、川滇冷 

杉( ．forrestff)，中旬冷杉( ．ferreana)、秦岭冷杉 

(A．chenslens~s)、巴山冷杉(A． rge~i)、紫果冷杉 

( ．recurvata)，以及四川特有的蛾眉冷杉(A．fabri) 

等。最早的大化石出现于欧洲第三纪始新世。化石分 

布几乎都在其现代分布区或近缘地区范围内“”，且 

地史上冷杉在中国的垂直分布范围较现代低，说明其 

分布区的缩小表现为广布程度降低而出现间断，并向 

高纬度或高海拔的高寒地带转移。冷杉属植物也许从 

古至今就是松科适应于温寒地带的产物。四川西部高 

山地区是其目前最重要的变异中心之一，在地史上无 

疑也是该属系统演化发展的重要场所。 

铁杉属(Tsuga)约 14种，分布于亚洲东部以及北 

美温暖湿润 山地。我国 6种 2变种，四川有云南铁杉 

(T．dumosa)、铁杉 (r， chinensis)、矩鳞 铁杉 (r，．oh- 

lcmglsquamata)和丽江铁杉(r，． stli)等 4种，主产 

西部高山峡谷区，东部仅限于局部湿润沟答。该属最 

早的化石发现于西伯利亚东部沿海韵始新世地层。四 

川理塘晚第三纪大化石的发现(陈明洪，1986)，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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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典型的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属，它是早期地 

质历史上东亚和北美地理上相互问曾有密切联系的 

结果，反映出了铁杉属在四川分布历史的古老。 

黄杉属(Pseudotsuga)共 19种，问断分布于东亚 

和北美，但主要集中于北美西部。我国仅 6种，四川有 

澜沧黄杉(P．forrestii)、黄杉(P．smem~)、华东黄杉 

(P． ms )，以及该地区特有的西昌黄杉(P．xi- 

changensis)等4种，仅分布于西南部。最早大化石见于 

北美西部和日本渐新世⋯：，我国至今尚无化石报道。 

但作为松科的一个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属，以及川西 

滇北的集中分布特点，本身就说明该地区在其系统发 

生上与其它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也反映出区系 

的古老性 。 

云杉属(Picea)约 40种，主产北半球。我国 18种 

7变种，四川 lO种 3变种，为国产种类最多的地区， 

主产川西高山，东北部大巴山区多系散生。包括川西 

云杉(P．balfouriana)、紫果云杉(P．purpurea)、丽江 

云杉(尸．1ikiangensis)、麦吊云杉(P．brachytyla)、粗 

枝云杉(P．asperata)、青扦(P．wilsonii)，以及四川特 

有的自皮云杉(P．aurantwa)和康定云杉(P．montige— 

)等。该属是松科中相对孤立的一个类群，最早化石 

出现于渐新世地层(MiLler，1977，1975)，四川理塘上 

新世也有化石发现，其分布区的历史发展具有与冷杉 

相似的退缩变化“ 情况，加之川西滇北地区为其现 

代地理分布中心，进一步说明该地区在其系统发生上 

的重要作用。 

银杉属 (Catha3 )仅有银 杉 (C．argyrophytta)1 

种，中国特有，产广西龙胜，四川南川和武隆，贵州道 

真，湖南新宁，是第三纪残遗的珍稀活化石植物。早期 

可靠化石记录发现于中新世地层，云南元谋第四纪早 

期地层中也有银杉的花粉 ” 。至少在中新世至上 

新世期间在欧亚大陆曾有过较广泛的分布，是冰期使 

之退缩，晟终在我国局部地区残存下来。是四川裸子 

植物区系中又一始生性的古老种类。 

落叶松属(Lari．7：)共 18种，分布北半球，但主产 

北美和欧亚大陆。我国是其主要分布区，有1O种 1变 

种，近半数为中国特有。四川 2种 1变种。四川红杉 

(L．mastersiana)和红杉(L．potaninff)产西部山区，大 

果红杉(L Ⅻ如 var．macrocarpa)产西南部。最早 

的可靠化石出现于欧洲中新世，四川理塘晚第三纪和 

晚更新世也发现了该属的大化石。”。该属是橙科中 

化石出现最晚构属之一，也可能是松科的较进化类 

群。与云杉和玲杉一样，其现代地理分布中心也出现 

在川西滇北地区。 

松科确认的化石最早见于我国新疆准葛尔盆地 

早、中侏罗世和辽宁上侏罗统。“ ”。而松科的起源 

应追溯到侏罗纪以前。该科为北温带分布类型，在松 

杉目中种属最多，东亚地区是其重要的分布中心，不 

但有现存的所有属，还有 3特有属，具有摄大的多样 

性。四川既有古老、孑遗种类，也有进化的类群，是松 

科一些古老类群及进化类型的地理分布中心和变异 

中心，并有系统发育上的几乎所有类型。结合化石证 

据的分析表明，四川和全球松科植物起源与发展存在 

紧密的联系。 

(4)杉科 Taxodiaceae 

1o属约 17种，主产北温带，东亚一北美问断分 

布。我国5属 8种 l变种，分布长江流域以南及台湾 

高山地带。四川产4属 5种 1变种。 

杉木属(Cunninghamia)为中国特有属，3种 1变 

种，广泛分布于秦岭以南温暖地区及台湾。四川 2种 

1变种，分布于康定 以东温暖地区，包括杉木(c． 

[anceo[ata)，以及 四川 特有 的德 昌杉 木 (C．uni- 

c肼d舷“ 血)和 米 德 杉 木 (c．unicana陆 va r- 

pyroanidalis)。该属可追溯到早白垩纪(盂祥 营等， 

1988)，其化石在晚白垩纪时始现于日本，北太平洋地 

区见于渐新世，欧洲渐新世和中新世，日本至上新世 

仍有发现。该属在四川安宁河中下游河谷残存的天然 

林，以及在西南部发掘出的大量杉木阴沉木，还有原 

始种类德昌杉木在四川I西南部的发现，证明四川不但 

是该属现代的重要分布区，而且与该属的演化发展也 

有联系。 

柳杉属 (Cryptomeria)共 2种，中国和 日本各 1 

种，我国特有的柳杉(c．fortunei)也分布至四川盆地 

西缘山区，该属最早的化石也见于早自垩纪(中国内 

蒙古固阳)。水松属(Glyptostrobus)为中国特有，仅 1 

种水松(G．pemilis)，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和播建 

中部及闽江下游海拔 1 000 m以下地区，四川东南部 

(合江和江津)也有分布，最早化石见于我国吉林、黑 

龙江的晚白垩纪地层。水杉属(Metasequoia)为中国特 

有，仅 1种水杉(M．gtyptostrobc．4des)，是著名的孑遗 

植物，产四川东部石柱县，湖北利川和湖南龙山县等 

相比邻的地区，化石始现于我国黑龙江早 白垩纪 Al— 

bian期“ 。 

杉科植物在早侏罗世或三叠纪就已存在，中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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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自垩世至新生代早第三纪在北半球曾经繁茂一时， 

但自始新世以后，特别在晚第三纪和更新世时期便相 

继灭绝，退居到目前中、低纬度的局部地区。杉科各属 

目前均处于残遗状态，四JII是其重要的分布区，说明 

该地区在杉科系统演化上是十分重要的，是“中国的 

杉科各属起源于中国中低纬度亚热带地区”(张宏达 

等，1 994)的佐证。 

(5)柏科 Cupressaceae 

22属约 150种，半数的属分布于北半球，半数的 

属分布于南半球。我国8属29种 8变种，分布几遍全 

国。四』If 6属 16种 3变种，是国产种类最多的省份。 

崖柏属(Thac )5种，分布于北美和东亚，我国 2 

种，四川产崖柏 (丁．sutchuenenMs)，仅分布于盆地东 

部边缘地区城口。侧柏属(Platycladus)仅 1种侧柏 

(P．orienadis)，产我国和朝鲜，在四JI1分布于南部广 

大地区。柏木属(Cupressus)约 20种，分布于北美、地 

中海、撒哈拉和东亚，我国 5种 1变种，四JII 3种 1变 

种，是本 属 国产 种 类 最 多的 地 区，即柏 木 (C． 

)、干香柏(C．ducl~ntxiana)和岷江柏(C．chert— 

giana)等分布于盆地西缘以东地区。福建柏属(Fok- 

ienla)仅福建柏(F．hodginsii)1种，在四川分布于川东 

和川南局部山区。刺柏属(Junlperus)约 10种，分布于 

北半球，我国 3种，四川仅产刺柏(t，．向 m— )，东 

部、西部及西南部均有分布。 

圆柏属(Sabina)约 50种，为柏科中种类最多的 

一 个属，广泛分布于北半球。我国1 5种 5变种，四JII 

9种 2变种，种类丰富居全国第一，主要分布西北部 

高山地区，松潘一带最集中。垂枝柏(s． )产安 

宁河地区。塔枝圆柏(S．如 nr )和松潘叉子圆柏 

( ．vuggar~vat．erectopatens)为四川特有，主产川西 

至JII西南地区。圆柏(s．chinensis)主产盆地及四周边 

缘山区。其余各种分布西部高原、西南山地及其相邻 

的周边省区，其中高 山柏(s．squamata)和香柏 (S． 

squamata var．witsom'i)分布至川东大巴山等更广泛地 

区 。 

柏科植物最早化石见于法国三叠统，但白垩纪至 

早第三纪最发育 。可以看出，四JII柏科植物是很丰 

富的，同时也不缺乏特有属或残遗属，如福建柏和侧 

柏等。并且，圆柏属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西北 

部高山地区形成了一个现代分布中心。这一方面与四 

JII特殊的地理环境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该科植物系统 

演化和发展相联系。 

(6)罗汉橙科 PodocaTpacP~e 

8属 130余种，分布热带、亚热带及南温带，南半 

球最多，北半球仅少数种。我国 2属 14种 3变种，四 

JII仅 罗汉松 属 (Podocarpus)3种 2变种 ，即 罗汉松 

(P．macrophyllus)、竹柏 (P．nagi)和百 日青(P．neri- 

ifolius)等，分布川西和川东南。 

该科为热带、亚热带分布类型，最早化石见于澳 

大利亚和非洲三叠系 “ ，从晚三叠世到整个中生代 

至第三纪均有化石发现，我国内蒙古和东北等地下白 

垩纪也有记录。该科过去也许也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分 

布类型，因此目前北半球的种类是缺乏的。四川是亚 

热带地区，处于该科古代分布的中心地带和现代热带 

的边缘上，可能过去曾是它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因而 

现在仍然是其分布区的自然环境之一。 

(7)三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 

仅有三尖杉属(Cephalotaxus)共 9种，产亚洲东 

部至南亚次大陆。我国最集中，7种 3变种，四JII 3种 

3变种，主要分布及盆地周围边缘山区，有三尖杉(c． 

fortunei)、粗榧(c．sinensL~)和蓖子三尖杉(c．oliveri) 

等。最早化石见于英格兰侏罗系“ ，我国浙江中侏罗 

统。作为东亚特有科，四JII地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 

是其重要的分布区。 

(8)红豆杉科 Taxaceae 

5属约 23种，主产北半球。我国4属 l1种 2变 

种，为其现代分布中心。四JII 4属4种 2变种。红豆杉 

属(Taxus)约 l1种，分布北半球亚热带至温带，四JII 

1种 2变种，主产西南部，有红豆杉(了1．chlnensis)、南 

方红豆杉(了1．ctunens&vat．mMrd)和云南红豆杉 (了1． 

wallichiana vat．yunnanensls)等。白豆杉属(Pseudo- 

taxus)仅1种自豆杉( chien~)，中国特有种，四川东 

部黔江武陵山有记录。穗花杉属(Amentota．rus)3种， 

四川I仅有穗花杉(A argotaenla)，产东部石柱、南川 

和盆地西缘峨眉山等地。榧树属(Torreya)7种，东亚 

北 美间断分布，我国 4种，四JII仅有巴山榧树(了1． 

rges~)，分布于川西南和川东。 

该科化石记录与松科、杉科和罗汉松科等时代一 

致，在早侏罗世、中侏罗世都有发现。为一残遗类群， 

属数多种数少，除分布于南半球的 Austrotaxus外，其 

余各属在四川均有代表。红豆杉科以中国亚热带地区 

为分布中 tL, ，四JII则是这一中心及其重要的分布 

区。它是四JII裸子植物区系古老性的X--表现。 

(9)麻黄科 Ephed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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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l属约 4O余种，分布亚洲、美洲、欧洲南部及 

非洲北部等干旱、荒漠地区。我国1 2种 4变种，四川 

4种 2变种，产西部高山地区，主要有中麻黄(E．in- 

)、丽 江 麻 黄 (E．1ikiangensis)、矮 麻 黄 (E． 

minuta)和单子麻黄(E．~ncmospowta)等。麻黄科作为 

干旱、荒漠分布类型，在四川植物区系中国产种类较 

多，不仅是该地区植物区系的多样性体现，也反映出 

四川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种子植物从种子蕨开始到现在，不但残留下处于 

衰退状态的现代裸子植物，还发展出了目前占植物界 

主导地位的被子植物。由此看来，古老的种子蕨虽然 

消亡了，但后继的种子植物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 

展。不但至中生代侏罗纪形成了裸子植物占优势的时 

代，与此同时还开创了被子植物的新纪元。在这一系 

统演化过程中，古老种类的消失和新种类的产生并 

存。裸子植物从种子蕨发展至中生代株罗纪最繁盛， 

然后进入衰退过程。现代裸子植物是这一衰退过程的 

产物 在四川植物区系中，不但有现代裸子植物及其 

丰富的古老类群，还有许多化石记录，充分证明该地 

区裸子植物区系是十分原始的，具有悠久的发展历 

史。同时，现代裸子植物各个类群几乎在这里都可以 

找到典型的代表，说明它们极可能是原生性的。 

3．3特有现象 

四川裸子植物区系中，有中国特有的银杏科，是 

区系中最古老的成分之一，也是区系古老性的重要体 

现。还有包括银杏属在内的 8个特有属：银杏科的银 

杏属，柏科的侧柏属，松科的银杉属、金钱松属，红豆 

杉科的白豆杉属，杉科的杉木属、水松属和水杉属。它 

们多为一些古老残遗类型，反映出区系起源具有悠久 

的历史。除个别产西南部外，绝大多数分布于东部地 

区，说明川东地区十分有利于物种的保存 

统计表明，四川有 91个中国特有种，包括 10个 

地方特有种：苏铁科的苏铁属(2种)，杉科的杉木属 

(3种)、柳杉属(1种)、水松属(1种)、水杉属(1种)， 

柏科的崖柏属(1种)、柏木属(3种)、圆柏属(12种)、 

刺柏属(1种)，银杏科的银杏属(1种)，三尖杉科的三 

尖杉属(5种)，麻黄科的麻黄属(5种)，红豆杉科的红 

豆杉属(3种)、白豆杉属(1种)、穗花杉属(1种)、榧 

树属(1种)，松科的油杉属(2种)、冷杉属(12种)、黄 

杉属(4种)、铁杉属(4种)、银杉属(1种)、云杉属(13 

种：、金钱松属(1种)、松属(9种)、落叶松属(3种)。 

其中，松科的冷杉属、云杉属和松属以及柏科的圆柏 

属含特有属最多，分别为 l2、13、9和 12种，共计 46 

种，占总数的 50．5 除多数古老孑遗类群外，主要 

分布于川西地区。反映出该地区自然条件有利于这些 

类群分化变异的特点。 

4 四川裸子植物区系特征 

4．1种类丰富、科属齐全 

四川裸子植物 9科 28属 79种 22变种 ，比云南 

多 1属 l2种，居全国第一 除买麻藤科外，国产各科 

在四川均有代表。其中松科种数最多49种，其次为柏 

科 l9种 

4．2起源古老、珍稀孑遣种类多 

包括孑遗植物银杏、银杉和水杉，以及较古老的 

苏铁、松、云杉、榧、油杉、冷杉、铁杉、柳杉、杉木及竹 

柏，还有珍稀种类福建柏、穗花杉、崖柏、铁坚杉、巴山 

榧、红豆杉、三尖杉、金钱松、水松和侧柏属等。 

4．3富含特有类群 

有中国特有类群 1科 8属 91种，其中 lo个四川 

地方特有种，珍稀古老类群兼备。以松科冷杉属、云杉 

属和松属及柏科圆柏属特有种最多 

4．4松杉类突出 

松科 1o属除雪松属外，四川均有代表，种散几占 

全国的一半，世界的四分之一。且云杉属、冷杉属、铁 

杉属、落叶松属和松属的种类尤其丰富、集中。杉科4 

属 5种 1变种。柏科 6属近20种，其中柏木属 3种 1 

变种占该属总数 20 ，圆柏属 9种 2变种占22 。 

4．S东部与西部差异大 

川西科、属较少，但种类丰富。松科冷杉属、云杉 

属、松属、铁杉属和落叶松属，以及柏科圆柏属等在该 

地区分布连续，种系复杂且富含特有种 云杉属和冷 

杉属种系分化最强烈，除巴山冷杉外，拥有四川产全 

部种 类，计 云杉属 lO种 3变种 ，占全 国种数 的 

52．O ，冷杉属 9种 3变种，占全国的 50．0 。川东 

科、属多，种类相对较步，但富含珍稀、古老种类。而横 

断山脉北段的川西南地区珍稀、古老和特化种类兼 

有。 

5 四川裸子植物区系的起源与发展 

占上扬子古陆主体部分的四川古陆在志留纪末 

期加里东运动后，西南与川滇古陆相连，北面与华北 

古陆相接，其余四周是海槽或海沟。至泥盆纪末，古地 

理环境十分有利于古植物发生和发展。 。石炭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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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纪海水进退频繁，古地理环境变化多端，陆生植物 

演化最为剧烈。早二叠世川滇古陆除局部地段外其东 

面的上扬子古陆全部沦为海没，直至早二迭世晚期的 

东吴运动才使之结束。此时，川滇古陆以东的盆地区 

蕨类和裸子植物已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滨海地带及大 

陆内部均出现了茂密的林海，大羽羊齿也盛极一时。 

二叠纪晚期，松柏、苏铁和银杏类等裸子植物逐渐取 

代了蕨类植物。但是，三叠纪早期的海侵又使川滇古 

陆的东西两侧成为海侵区，古自然植披无疑也发生巨 

大变更。直到晚三叠纪印支运动的兴起使海水逐渐退 

却，川东盆地成为与海洋断续相连的滨海湖沼平原， 

重新为植被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环境，二叠纪末的古植 

物区系得以恢复和发展。印支运动后，原来温暖湿润 

的气候变得干燥而炎热，裸子植物区系开始进入缓慢 

的衰退过程，现代裸子植物的旱生特性由此得到继承 

和发展。侏罗纪燕山运动的 起至白垩纪末到达高 

峰，四川盆地边缘和东南地区的强烈地质构造作用， 

奠定了四川现代地貌轮廓的基础。伴随被子植物在侏 

罗纪的出现和在白垩纪的迅速发展，更加剧了裸子植 

物衰退。第三纪喜山运动造就了川西地区许多 8 000 

m以上的高峰，第四纪地壳运动的继续发展使川滇黔 

统一的准平原解体诞生出川西高原 。四川西部地 

区由于新生代地壳的大幅度上升和第四纪冰川的影 

响，地质地貌和气候变化频繁，有利于新物种的形成 

和分化，但不利于老物种的保存，原有区系成分不断 

饵体。在这种情况下，川西地区的高原高山环境选择 

了耐寒的裸子植物区系成分，形成了现代云杉、玲杉 

等在这一地区的集中分化和发展。因此，川西现代操 

子植物区系，少有古老类群，科、属较少而种类十分丰 

富，有较多的特有种分化 其中，松科的玲杉属、云杉 

属、松属、铁杉属和落叶松属，以及柏科中的圆柏属等 

适于生长，获得了较大发展 四川西南部自古以来就 

未曾披海水完全侵没过，加之横断山脉南北走向有利 

于古老区系成分的迁移和保存 ，所以它兼具有古老 

和新兴的类群，攀枝花苏铁在这里至今保存着大面积 

的野生群落。四川东部地区地史和古气候无巨大演 

变，又未遭受第四纪冰期的毁灭性破坏，因而有利于 

区系成分的保存，是著名的第三纪植物的“避难所”， 

松杉类植物中的单种属和少种属也特别丰富。四川 

东、西部地区裸子植物区系成分的差异也自然形成。 

现代松杉类 4科约 44属近 450种。 ，尽管由于 

中生代中期以来种系大量灭绝而使其科属间各类群 

相对 孤立”，但系统发育上仍是一个自然类群，有别 

于其它裸子植物。松柏类胚珠珠被里不具维管束，也 

设有象套被或壳斗一样的保护结构，果实仅有角质或 

革质的种皮，这与苏铁、银杏和紫杉等有由珠被或假 

花披里的维管束次生生长而形成具肉质果皮的种子 

是不同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松杉类的种子 

才 是 真 正 裸 露 的 。最 原 始 的 代 表 柯 达 类 

(Cordaitales)在地史上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至温 

带，包括现在的北美、西欧、华夏植物区和安加拉植物 

区等。尽管在其起源和演化发展的问题上各有歧见， 

但少有不赞同北半球(劳亚古陆)起源的“ 。四 

川松杉类 3科 19属 7O余种，比云南还多 2属2O余 

种；不但属种多，而且特有种属也很丰富；同时，还是 

重要的残遗中心和变异中心 。尤其是松科 ，在四川 

地区具有除雪松以外的所有类群，这是其原生性的有 

力说明。 

伴随操子植物从二叠纪的兴起 ，四川地区操予植 

物区系就十分丰富。尽管经历过海侵海退和植物区系 

的重建，但盆周山地始终是区系的本源。四川地区地 

史和古自然环境演化在裸子植物起源和发展的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此众多的古老区系成分和各大 

类群的全面保存与集中，难以在其它地区区系成分迁 

移和散布过程中形成“”。现代四川裸子植物区系或 

许既不是泛北极植物区系迁移的产物，也不是热带植 

物区系的后裔，而可能是在本地演化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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