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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 70多年来研究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的有关文献 ,得出秦岭种子植物共有 198个科 , 1007个属 , 3446个种。

北温带成分是秦岭植物区系的主导成分 ,秦岭植物区系组成中含有较高比例的中国特有科和中国特有属。秦岭

山地是中国植物区系的一个关键组成地区 ,也是中国南北方植物分布的一条重要界限。秦岭植物区系起源古老 ,

并有明显的热带起源特点 ,区系分区的结果证明秦岭植物区系属于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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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on the f loristic geography of carpophy te are

out lined. It is obtained that there are 3 446 species belonging to 1 007 genera of 198 families of

carpophyte in Mt. Qinling , in w hich the no rth temperate elements are dominant. There are 5

endemic families and 44 endemic genera for China in the carpophyte flora. The M t. Qinling is not

only a key region in the Chinese carpophyte geog raphy , but also an impo rtant boundary line of f lora

betw een the south and the no rth of China. The o rigin of f lora in Mt. Qinling is ancient and has

t ropical nature. The researches on f lo ristic regionalization reveal that the f lora in Mt. Qinling belong s

to the Sino-Japanese forest plant sub-kingdom.

Key words　 carpophy te f lora, geog raphic components, endemic components, regionalization

　　秦岭地理位置独特 ,其植物区系一直为植物地理

学者关注。秦岭植物区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世纪 30

年代 ,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研究还是从解放后 50年

代开始进行的 ,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则是在近 20～ 30年

的时间内
[1 ]
。特别是近些年来 ,许多学者分别从秦岭

植物区系的组成、起源、性质、分区以及一些科、属、种

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2～ 14]。在

有关中国、陕西或与秦岭山地邻近地区植物区系或植

被研究的文献中 ,也不同程度的涉及到秦岭地区的植

物区系研究内容 [15～ 24 ]。截至目前 ,有关秦岭种子植物

区系地理的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初步搞清了

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的基本面貌。本文根据作者和国内

其他学者们在秦岭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工作 ,把秦岭

地区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介绍

如下。

1　区系数量组成研究

1. 1　科的区系地理研究

　　研究表明 ,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组成十分丰富
[1, 5 ]
。

从科一级来讲 ,本区有种子植物 198个科 (哈钦松系

统 ) ,其中裸子植物 10个科 ,被子植物 188个科 (双子叶

植物 160个科 ,单子叶植物 28个科 ) ,其区系组成的大

科 (含 100种以上 )及主要科 ( 50～ 100种 )共有 16科 ,分

别为菊科 ( Compositae, 385种 )、禾本科 ( Gramineae,

236种 )、蔷 薇 科 ( Rosaceae, 208种 )、 蝶 形花 科

( Papilionaceae, 166种 )、毛茛科 ( Ranunculaceae, 125

种 )、莎草科 ( Cyperaceae, 121种 )、唇形科 ( Labia tae,

112种 )、伞形 科 ( Umbelliferae, 109种 )、百 合科

( Li liaceae, 91种 )、忍冬科 ( Caprifoliaceae, 71种 )、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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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Scrophulariaceae, 67种 )、杨柳科 ( Salicaceae, 67

种 )、 蓼 科 ( Polyg onaceae, 58种 )、 十 字 花 科

( Cruciferae, 57种 )及兰科 ( Orchidaceae, 50种 )和木犀

科 ( Oleaceae, 50种 )。大科及主要科共包括 504个属 ,

1973个种 ,分别占秦岭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50. 05% ,总

种数的 57. 25% ,它们构成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的基本

框架。这些科从性质来讲 ,绝大多数为温带性质。从科

的生活型方面分析 ,本区共有 47个科含有常绿木本种

类 ,其中被子植物 38个科 ,且大多分布于秦岭南坡海

拔 1000m以下。从科的形态或生物学特征来看 ,本区

有以木兰科为代表的 14个多心皮类型的科 ,这些科在

秦岭出现 ,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区植物区系的古老性。

秦岭植被组成的优势科则以松科 ( Pinaceae)、壳斗科

( Fagaceae)、杨柳科、桦木科 ( Betulaceae)、蔷薇科、杜

鹃花科 ( Ericaceae)、禾本科及莎草科等科为主。单型

科 (仅 1属、 1种 )共有 10个科即银杏科 ( Ginkgoaceae)、

独 叶 草 科 ( Kingdoniaceae )、 大 血 藤 科

( Sargentodoxaceae)、杜仲科 ( Eucommiaceae)、银鹊树

科 ( Tapisciaceae)、星叶科 ( Circaesteraceae)、水青树科

( Tetracentraceae)、连香树科 ( Cercidiphyllaceae)、芡科

( Euryalaceae)及南天竹科 ( Nandinaceae)等 ,其中前 5

个科为中国特有科
[18 ]
。科的地理成分包括有世界或

亚世界分布科、热带分布科、温带分布科、间断分布科

以及东亚分布科和中国特有科等类型 [ 8 ]。而较为丰富

的东亚特有科 (包括中国特有科 )及形态上原始类群

在本区出现 ,一方面表明秦岭植物区系是属于东亚植

物区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反映秦岭植物区系具有悠

久的起源历史 ,且与其它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

1. 2　属的区系地理研究

　　从属级分类学单位对秦岭种子植物区系进行研

究的主要结论有:本区目前有种子植物 1007个属 (包

括栽培、引种驯化植物 123个属 ) ,其中裸子植物 23个

属 ,被子植物 984个属 (其中双子叶植物 783个属 ,单子

叶植物 201个属 ) ,含 20种以上的大属共 25个 ,共 728

种 ,占秦岭种子植物种数 21. 13% 。种类最多的属在秦

岭为苔草属 ( Carex , 74种 ) [25 ] , 2～ 19种的属有 49个 ,

共 635种 ,另有 461属仅有 1种。

　　研究表明 [1, 7 ] ,秦岭悠久的地质演化历史 ,有利的

古气候条件 ,植物区系组成中单型属及少型属数量

多、比例高 ,形态上原始或第三纪保留下来的类群丰

富 ,属的间断分布类型多且复杂以及特有属以古老残

余类型为主等特点 ,说明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的起源古

老。

　　秦岭山地种子植物区系属的地理成分十分复杂 ,

中国种子植物属一级的 15种地理成分在秦岭均有出

现
[ 1, 16, 26 ]

,说明秦岭植物区系与世界各地植物区系均

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从各种地理成分在本区的数量

及其所占的比例来看 ,与秦岭种子植物区系联系最为

密切的首推北温带成分
[ 9]
,而后分别是东亚成分、泛

热带成分、旧世界温带成分及东亚—北美间断成分 ,

而温带亚洲成分、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成分、旧

世界热带成分、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成分及中亚成

分与本区植物区系联系较弱 ,特别是中亚成分 ,整个

秦岭地区仅有 12属 ,只占秦岭总属数的 1. 28% ,是 15

种地理成分中包含属数最少的 ,说明秦岭植物区系客

观上与中亚地区联系最为微弱。

　　属一级的研究结果还证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 ,

秦岭种子植物区系具有温带性质 ,本区所有温带成分

共 560个属 ,占秦岭总属数的 59. 89% ,占全国同类成

分的 59. 32% ,它们不仅数量多、集中较多古老北温带

植物区系 ,而且在本区植被的植物区系组成中占有重

要地位。因此 ,至少可以认为 ,秦岭地区是我国温带植

物区系发育的重要场所之一 [1, 12 ]。其次 ,热带区系成

分在秦岭植物区系组成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现今各

类热带成分本区共 283个属 ,占总属数的 30. 27% ,这

与秦岭独特的地理位置 ,即处于我国亚热带向暖温带

的过渡地带的地理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反映到植物区

系方面 ,也必然带有我国南北植物区系的特点。但是 ,

这些热带区系成分一般多为多型属 ,且在本区包括的

种数较少 ,同时 ,它们的群落学作用不甚显著 ,且在本

区呈现出分布南坡多于北坡、低山多于中高山的特

点。第三 ,属的地理成分具有强烈的过渡性 ,这种过渡

性主要是由于南北热量差异引起 ,包括两个方面:其

一是秦岭植物区系中所有热带区系具有由热带向温

带的过渡特点 ;其二则是本区所有温带区系中具有较

高数量的兼有温带—亚热带性质的区系成分。秦岭种

子植物区系的这种过渡性在我国范围内是最强烈的 ,

也是最生动、最明显的
[1, 5 ]
。

　　同秦岭山地植被的垂直分异规律相同 ,组成本区

植被的基本材料—— 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亦具有明

显的垂直分异规律。以秦岭南坡为例 [6 ] ,低山地区暖

性落叶阔叶林带 ,热带成分及温带—亚热带成分在植

被组成中比例较高 ,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 ,热带成分

在各植被带中所占的比例依次减少 ,桦木林亚带以

上 ,热带成分已完全消失 ;相反 ,典型温带成分在各个

植被带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逐渐增

加 ,特别是在针阔叶混交林带以上 ,这种成分更占有

绝对优势地位 ;温带—亚热带成分则在中山地带的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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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针阔叶混交林和桦木林中的比例较多 ,向上或向

下 ,或者在高山灌丛、草甸带 ,或者在寒温性针叶林

带 ,或者在暖温性阔叶林带 ,这种成分所占的比例均

比较小。

1. 3　种的区系地理研究

　　相对于属级分类学单位 ,种的区系地理研究目前

仍有大量工作有待继续开展。目前得出的基本结论主

要有: 本区种子植物共有 3446种 (包括 20个亚种、 445

个变种、 43个变型 ) ,野生种 3159个 ,栽培、驯化种 287

个 ,裸子植物种 45个 ,被子植物种 3401个 (双子叶植物

种 2797个、单子叶植物种 604个 )。生活型以草本类型

最多 ,共 2211个种 ,尤其是多年生草本种类达 1651个 ,

占本区总种数的 47. 91% ,而常绿乔木及藤本植物两

种类型最少 ,分别为 105个种、 80个种。这一事实 ,同样

也反映秦岭植物区系的温带性质。

　　本区植物区系中有 34个种是国家珍稀濒危植物 ,

其中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2个种 ,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22

个种。其地理成分以华中区系成分为主 ,从水平分布

来看 ,有 2个种分布于秦岭北坡 , 7个种见于秦岭南坡 ,

其余 25个种广布秦岭各地。在垂直方向 ,这些物种多

集中于海拔 1000～ 2000m之间。从种一级来看 ,组成

植被的植物区系及其地理成分也具有垂直分异的规

律。仍以秦岭南坡为例
[6 ]
,海拔 1000m以下的低山区 ,

植被的区系成分多以华北成分为建群种或优势种 ,但

华中成分和华东成分在群落中也占有较多的数量。由

此向上至海拔 1500m,群落的区系成分主要以华中、

华北成分为主 ;海拔 1500m以上 ,则集中了大量华北

成分 ;海拔约 3000m以上 ,群落的区系组成主要以适

应高寒生境的唐古特成分占优势 ,并有较多的北极—

高山成分、横断山脉成分以及特殊生境下的秦岭特有

成分。

2　特有成分研究

　　秦岭山地由于其独特的或复杂的自然地理特点 ,

加之古老的地质历史 ,因而在其丰富的植物区系中含

有较多的特有成分。本区种子植物区系中 ,目前有 5个

中国特有科 (前已述及 ) ,尚无秦岭地区特有科 ;特有

属也仅有中国特有属 ,无本地特有属。现今查明秦岭

共有中国特有属 44个 (含有 58个种 ) [1, 5, 13, 17 ] ,其中水

杉属和银杏属在本区为栽培属。这些特有属以单型

属、少型属为主 ,两者合计 40个属 ,含 6个种以上的特

有属仅有 4个。特有属在本区无论从系统发生或形态

演化上来看 ,既有残余古老的类型 ,也有进化、特化的

类型 ,但从总体上讲 ,特有属的古老性在本区表现的

更为突出
[5 ]
。这种情况 ,一方面说明秦岭植物区系的

古老性 ,另一方面也反映秦岭复杂的环境条件为一些

新特有属的发生、分布起有一定的作用。

　　特有属在秦岭海拔 300～ 3600 m均有分布 ,但绝

大多数特有属集中分布于海拔 1000～ 2000 m ,即大

致处于落叶阔叶林带 ,这一范围内共有 34个特有属 ,

占到本地区总特有属总数的 77. 30% ,海拔 1000 m以

下的特有属有 24个 ,而海拔 2000 m以上的特有属只

有 12个 ,但也仅有 6个特有属的分布相对集中在寒温

性针叶林带内。特有现象在本区并不随着海拔高度的

增加而增加 ,证明高海拔地段较强的辐射 ,对物种形

成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 27]
。特有属在秦岭主要集中

分布在中山、低山地区 ,再联系到秦岭在我国所处的

地理位置 ,表明秦岭绝大多数的中国特有属应属温带

性质 ,这与本区植物区系整体的温带性质的结论相吻

合。特有属的水平分布格局在秦岭大致有 4种情况:其

一 ,有 11个特有属在我国是以秦岭为其分布北界 ,即

使在秦岭北坡 ,这些属也已消失。其二 ,有 25个特有属

在秦岭南北均有分布 ,但其近一半的特有属在我国是

以秦岭北坡作为其分布的北界。第三 ,个别特有属在

我国是以秦岭北坡为其分布区的南界 ,如文冠果属

( Xanthoceras )。第四 ,部分特有属以秦岭山地作为它

们的分布中心之一。总之 ,特有属的这种水平分布不

仅说明秦岭是许多中国特有属分布的一个关键地区 ,

还说明秦岭更是许多中国特有属在我国南北分布的

一条重要界限
[1, 5 ]
。

　　秦岭地区中国特有属的分布型有六大类 [1 ] ,但与

中国西南、华中地区联系最为密切 ,特别是与著名的

“川东—鄂西”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至少是“川东—

鄂西”特有中心的一个边缘地带
[ 1, 5, 28 ]

。

　　关于秦岭地区的特有种研究 ,应俊生 [ 12]将其分

为二大类。一类是出现于秦岭地区的中国特有种 ,约

1428种 ,这些种类隶属的属、科绝大部分是温带或北

温带性质 ,而本区的中国特有种在中国植物区系分区

中各亚区的分布情况又充分说明 ,作为东亚植物区系

重要组成部分的秦岭植物区系 ,是属于中国—日本植

物区系的主体部分之一。另一类是秦岭地区特有种 ,

约有 192个 ,其中菊科最多 ,约 36个种 ,其次为豆科 (狭

义的 , 20种 ) ,莎草科 ( 18种 ) ,杨柳科 ( 16种 ) ,伞形科

( 12种 ) ,毛茛科和唇形科各 10个种。这些秦岭地区特

有种以秦岭中段最多 ,西段次之 ,东段最少。这种情况

可能反映了由于秦岭中、西段的自然条件的复杂性 ,

从而导致特有现象在该区域较为突出。特有种的垂直

分布明显集中于海拔 800～ 3000 m ,尤其 8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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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种类最多 ,这一规律与特有属在秦岭的垂直分布

有极为相似。

3　植物区系的起源研究

　　近些年来的研究可以初步证明 ,秦岭地区植物区

系起源的时间不会晚于白垩纪 ,本区植物群落的主要

成分可能以原地生长的种类为主 [ 1, 12]。从起源的地区

来看 ,秦岭植物区系则有着明显的热带起源特点。这

一结论 ,至少目前可以从 3个方面得到证明:其一是本

区的各类热带区系地理成分 ( 283属 )起源于古南大

陆。其二是作为数量上占本区植物区系第一位的北温

带成分 ,其起源地可能在东亚热带—亚热带山地 ,中

国西南地区与此有着紧密的联系 [ 9]。其三是本区分布

众多的中国特有属 ,主要起源于华南古陆和古地中海

东岸 ,秦岭以南亚热带并热带山地是大多数特有属的

分布和演化中心或发源地
[29 ]
。正如吴征镒等

[16 ]
人认

为的:中国南部 ,西南部和中南半岛在北纬 20°～ 40°

的广大地区最富有特有古老科属 ,这些第三纪古热带

起源的植物区系即是近代东亚温带、亚热带区系的开

端 ,这一地区就是它们的发源地。

4　区系分区研究

　　秦岭地理位置独特 ,山体庞大 ,范围广泛 ,植物区

系组成十分丰富 ,区内南北坡、东西段不同区域内的

地质历史及自然环境差异较大 ,其各自代表植被或地

带性植被的建群种、优势种、特有地方种及特征种有

明显的差异。因此 ,对整个秦岭山地的植物区系进行

分区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的大科、主要科以及一些较为

特殊的小科就其性质来讲 ,绝大多数分布于温带地区

(特别是北温带地区 ) ,同时 ,秦岭主要植物群落的区

系也属温带性质 ,这两方面的结论 ,说明秦岭植物区

系分区应属于泛北极植物区。在泛北极植物区内 ,根

据秦岭地区诸多亚洲特有科、东亚特有科甚至中国特

有科的出现 ,并考虑到秦岭的地质历史 ,气候条件以

及占主导地位的森林植被等因素 ,秦岭山地应属于泛

北极植物区内的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在这一亚

区内 ,主要依据亚区内的特有属及优势科的分布 ,同

时考虑到地质构造 ,地貌单元及气候特点等 ,将秦岭

植物区系划分为两大植物地区 ,即华北植物地区和华

中植物地区 ,且以秦岭主脊作为华北植物地区的南界

和华中植物地区的北界。在符合这一标准的情况下 ,

再将各植物地区具体划分为不同的植物亚地区或植

物省
[10 ]
,具体分区系统如下:

　 I泛北极植物区

　　 IE中国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

　　　 IE11华北植物地区

　　　　 IE11c黄土高原植物亚地区

　　　　　 IE11c-1关中平原植物省

　　　　 IE11d秦岭北坡植物亚地区

　　　　　 IE11d-1天水植物省

　　　　　 IE11d-2太白山植物省

　　　　　　 IE11d-2-i太白山植物县

　　　　　　 IE11d-2-ii终南山植物县

　　　　　 IE11d-3华山植物省

　　　 IE13华中植物地区

　　　　 IE13a秦岭南坡西部植物亚地区

　　　　　 IE13a-1嘉陵江上游植物省

　　　　 IE13b秦岭南坡中部植物亚地区

　　　　　 IE13b-1宁陕植物省

　　　　 IE13c秦岭南坡东部植物亚地区

　　　　　 IE13c-1丹江—伏牛山植物省

总之 ,分区结果及各植物省的特点 ,进一步证明

秦岭是我国植物区系南北分异的一条主要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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