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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详细讨论了世界友艾草属的地理分布等问题
。

全世界岌菠草属共有 种 变种
,

分为

个组
。

本文对它们进行了系统介绍
。

属的地理分布
,

最北为北纬
。

羽茅
、

毛颖岌岌草
,

最南为北纬

林阴岌岌草
。

就海拔而论
,

分布最低的海拔记录为 雀麦岌岌草
,

分布最高的海拔记录为

干生岌岌草和藏友岌草
。

本文讨论了艾艾草属 个组 友岌草组
,

钝基草组
,

直芒草组
,

新岌

艾草组
,

拟艾友草组 的系统位置
,

和每个组包括的种类及 个组的分布格局
。

根据塔赫他间世界植物

区 系区划
,

统计了每个 区的种数
,

明显看出伊朗
一

土兰 区种类 是第一位
,

东亚 区 居第二

位
。

中国有 种
,

横断山脉地区
、

华北地区和唐古特地 区种数最丰富 种和 种
。

研究结果表明

从种的分布格局分析可见
,

横断山脉地 区北部
、

唐古特地区东部和华北地 区西部的交汇地是岌友草

属分布中心
。

根据岌友草属形态特征演化趋势分析和地史学资料推测横断山脉地区北部是友岌草

属的起源地
。

有三条路线向外散布 从横断山脉地 区 向西沿喜马拉雅山脉
,

经克什米尔地 区抵达

地 中海和中欧 从横断山脉向西北经祁连山
、

天 山
、

塔里木盆地西侧山地
,

抵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
。 由横断山脉向东北经甘肃

、

宁夏
、

陕西
、

山西
、

河北和东北
,

抵达西伯利亚
,

东达堪察加半岛
,

西至鄂毕

河上游
,

并经白令海峡陆桥分布到美国内华达山脉和落基山山脉
。

该属植物集中分布于北半球半湿

润
、

半干旱和干旱地区
,

以及极端干旱的荒漠区山地
。

植物的形成
、

发展和生态适应与气候相联系
,

并经

过长期的适应和进化
,

塑造了一系列中生
、

旱中生的形态
一

生态特征和生活型
。

关锐词 友岌草属 地理分布

自 年 以 ‘ 为属模式
,

建立了岌艾草属

以来
,

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

并且笔者对世界岌友草属进行了修订
。

在

此基础上
,

本文根据植物类群的系统发育和地理分布统一的原理
,

着重讨论新修订的岌艾

草属植物的地理分布
。

分类系统总览

本属共有 种 变种
,

分为下列 组
,

各组的特征和种如下
。

组 菠菠草组 丛生
,

地上分枝是鞘外的
,

基部具横走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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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密被多数鳞片状的叶 叶舌长圆状披针形或截形
,

长 颖近等长
,

具 一 脉

外俘具 脉
,

顶端具 微齿
,

背面两侧脉附近密被与俘体约等长的白毛 芒短
,

长
,

直伸
,

基部不具关节
,

宿存 圆锥花序伸展或直立紧缩
。

本组有 种 短芒菠菠草

占犷巴初廊 欧洲菠菠草 以 众 玫
组

·

钝墓草组 密丛
,

地上分枝是鞘外的
,

基

部具短根茎 叶舌长约 叶片直立
,

纵卷如针状 颖披针形
,

具 脉
,

第一颖稍长

外秤顶端有 微齿
,

芒直立
,

基部具关节
,

易脱落 花药顶端无毛 圆锥花序紧密呈穗状
。

本组有 种 钝荃草 娜 沉应

组
·

直芒草组 疏丛
,

基部具短根茎
,

密被多数鳞

片状的叶
,

地上分枝是鞘外的 颖披针形
,

近相等
,

具 脉 外俘顶端常具 微齿
,

稀无

齿
,

纸质成熟时变革质
,

芒通常直
,

稀膝曲
,

粗糙
,

基部具稍发育的关节
,

但不脱落
,

基盘短

而钝 圆锥花序常紧缩
。

本组有 种 土库曼菠菠草

雀麦菠菠草 厉哪耐 阿菜山菠菠草 八 人

长芒菠菠草 而

组 新菠菠草组 丛生或密丛
,

基部具短根茎或无
,

通常

没有鳞片状的叶
,

地上分枝有鞘内的
、

鞘外的或鞘内和鞘外混生的 叶片通常扁平
,

干时

内卷 叶舌长 一 颖披针形
,

具 脉 外俘膜质或纸质
,

顶端具 微齿
,

芒直立或一 回膝曲且芒柱扭转
,

基部有关节或无
,

易落或宿存
,

基盘通常短而钝圆
,

稀尖
。

本组有 种 变种 菠菠草 小菠菠草 邵
异颖岌菠草 胡‘己口 光药

岌菠草 、 细叶菠菠草

细叶友菠草 切 林阴菠菠草
口 ￡ 干生菠岌

草 藏菠菠草

组 拟菠菠草组 密丛或疏丛
,

具鞘外分枝
,

基部被鳞片状的叶 叶片通常扁平 颖披针形或椭圆形
,

顶端渐尖或钝 外释

成熟时有的变硬呈深褐色
,

顶端具 微齿或无
,

芒粗壮较长
,

一回或二 回膝曲
,

芒柱强烈

扭转且常被短毛
,

基部无关节
,

宿存
,

基盘较长
,

钝或尖
。

本组有 种 醉马草
占门泣 裂称菠菠草 汉砧以

,

— 砧 大穗菠

菠草 刃
,

— 叔

‘ 朝阳菠菠草 次口走‘ 毛颖友友草

胡

—
议渝以夕 ,

秦岭植物志

京芒草 远东菠菠草 友犷 一

展序菠菠草 活 众 ,

·

—
·

占八之 台 ,

羽茅

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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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分布

友岌草属有 种 变种
,

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
。

在欧洲和亚洲
,

分布区的最南界

在我国云南省洱源 北纬
,

如 口二“ 最北界在俄罗斯勒拿河中游的雅

库茨克北纬
“ ,

如 动介它 , 。 最西端在欧洲的葡萄牙 西经
,

如

厉俐耐
, 最东端在堪察加半岛 东经

。 ,

如 ‘溯了公
。

在美洲大陆主要分布于 内

华达山脉以及落基山南部
,

如 砧以
,

图
。

多多升释攀豁豁一

尸
少少

一 ’

长卜扮扮
一 飞飞

厂厂厂厂 入 】、乃 , 卜卜 食

户举脸邻邻汀

川一已︸

犷弃中二咋勺 一 「 剥
图 友岌草属的分布

人
,公 九 赵爪

从海拔高度来看
,

分布最低的记录为
,

如 吞阳从诚才
,

而分布最高的海拔记录

为
,

如 应 , 。

生境多种
,

生于林下
、

杂木林
、

石质山坡
、

河谷
、

湖滨
、

滩地以及草原
、

草甸上
。

组的系统位置及其分布 图

菠菠草组 是一个欧洲和亚洲间断分布组
,

分布区大约南起北

纬
。 ,

北至北纬
。 ,

西 自西经
。 ,

东至东经
。 。

它是现存岌岌草属中最原始的组
,

具有

横走根茎或短根茎
,

叶舌长 一
,

小穗小
,

外秤具 脉
,

背部两侧脉附近密被与秤体

约等长的白毛
,

芒直立且短
,

粗糙
,

基盘钝圆等原始性状
。

本组有 种 短芒岌友草
,

欧洲菠岌草 。以 冶
。

钝墓草组 是亚洲的特有组
,

分布区南起北纬
,

北至北纬
。 ,

西 自东经
。 ,

东至东经
。 。

它由友友草组进化而来
。

植株具短根茎
,

叶舌短
,

截平
,

花序紧密呈穗状
,

外俘具 脉
。

本组有 种 钝基草 户” 次成
。

直芒草组 分布于欧亚大陆
,

分布区南起北纬
,

北

至北纬
。 ,

西 自西经
,

东至东经
“ 。

它是一个中级演化水平偏低的组
,

与钝基草组近

缘
,

具短根茎
,

且被多数鳞片状的叶
,

花序分枝少数
,

但常单一或对生
,

小穗较大
,

长
,

芒直
,

但较长
,

长 一
,

宿存
。

也可能是由友友草组中的欧洲岌岌草进化而

来
,

外秤均具 脉
,

芒均较长而且直
,

宿存
。

本组有 种 土库曼友菠草
、

雀

麦岌友草 吞八洲侧刁‘ 、

阿莱山友岌草 龙 和长芒岌岌草 俪
。

新菠岌草组 与直芒草组的关系比较密切
,

是一个中级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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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偏高的组
,

丛生或密丛生
,

无根茎
,

也无鳞芽
,

地上分枝为鞘内分枝或鞘内与鞘外分枝

混生
,

小穗较大
,

外秤纸质或硬纸质
,

芒稍弯曲或一 回膝曲
,

芒柱扭转
,

基盘短钝稀稍尖
。

分布于欧亚大陆
,

分布区南起北纬
。 ,

北至北纬
。 ,

西 自东经
。 ,

东达东经
“ 。

本组

有 种 变种
,

其中 种 变种仅分布于亚洲大陆 异颖艾岌草 。、

光药友岌

草 山
、

细叶岌艾草 乒
、

林阴艾菠草 口 ￡一

、

干生友岌草 耐 和藏友菠草 “ 诫 另 种
,

岌岌草 和小

岌友草
,

不但在亚洲分布
,

还可分布到欧洲大陆东部
。

拟菠菠草组 是友艾草属中演化水

平最高的组
,

密丛生或具鳞芽而形成疏丛
,

小穗均较大
,

长 一
,

外秤厚纸质或变革

质呈褐色
,

顶端 微裂或不裂
,

具 脉
,

于顶端汇合
,

但不形成关节
,

芒粗壮
,

长 一
,

一 回或二 回膝曲
,

芒柱明显扭转
,

且被细微毛
,

基盘短钝或长而尖
。

是一个亚洲和美

洲间断分布组
,

分布区在亚洲南起北纬
“ ,

北至北纬
“ ,

西 自东经
。 ,

东达东经
“

在美洲主要分布在内华达山脉 以及落基山南部
。

本组有 种
,

其中 种分布在亚洲大陆

即 醉 马 草 应之 、

朝 阳艾岌 草
、

毛 颖岌 友 草 。 、

京 芒 草
己 、

远东岌艾草 , 公刀宠 硫
、

展序艾岌草 份口 众 和羽茅 咖 众“ 另

种裂俘菠艾草 肠
,

大穗艾艾草 汉 分布在美洲大陆
。

厂厂厂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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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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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的分布

全世界艾友草属有 种 变种
,

现代分布式样如下
。

各区种数的比较 依据塔赫他间 世界植物区系分区
,

菠菠草属植物属于泛北

极域
,

在各区的分布统计种数 包括变种 是 环北方区
每 ,

东亚区
,

落基 山区
,

地中海海区
,

伊朗
一

土兰区
。

可见
,

伊朗
一

土兰区种数占第一位
,

东亚区居

第二位 表
。

但这两个区所辖植物省种的分布极不均匀
,

主要分布于伊朗
一

土兰区的西

藏省 种
、

蒙古省 种
、

准噶尔
一

天山省 种
、

西喜马拉雅省 种
,

东亚区的华北省

种
、

东喜马拉雅省 种
、

西康
一

云南省 种
、

东北省 种
,

其它省均在 种以下
。

徽 分子为各区的种数
,

分母为属的总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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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友友草属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的分布

种种和种数数 环北方区 东亚区 落基山区 地中海区 伊朗
一

土兰 区区
一

伴

氏初 七 书性性

‘以“ 口“ 台台 十 十十

“加 ”泣仇疙滋滋

代。名月‘ ‘“从从 十十

占印阴阴刁““ 十 十十

八龙 ‘八 心力八月之之

人州 ‘口 台￡

爪在川川 十 十十

‘ 召 做做 十十

幼口己甲“‘理君 “

服服 十十

而
￡ 从从 十十

‘ 动乒 胡召兹兹 十十

认 兹 “
,

之淞斑斑 十十

少山 讹刀奴刀“滋滋 十十

以 毓毓 十十

”己 山月 十十

乙巧以“优优

以八阴口力云云 十十

刀口走口兹兹

公 ,, 十 十十

加走初亡

应丫记川 十 十十

石 口刀 钻兹兹 十十

必泛比 舰舰 十十

种种 数数

菠菠草属植物在中国的分布 中国有 种 包括变种
,

属于吴征锰 关于中

国植物区系分区中的泛北极植物区
。

种在各亚区分布情况是 欧
、

亚森林植物亚区
帝 ,

亚洲荒漠植物亚区
,

欧
、

亚草原植物亚区
,

青藏高原植物亚区
,

中国旧 本

森林植物亚区
,

中国
一

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 表
。

另根据种在各地区分布

的数量统计
,

横断山脉地区和华北地区种数最多 种
,

其次是唐古特地区 种
,

以下

依次为大兴安岭地区 种
、

天山地区 种 和 中亚东部地区 种
,

其它地区少于 种
。

从上面两种统计分析
,

可看出多数种类分布于中国
,

这点我们下面将详细讨论
。

讨 论

分布区中心

分布区中心的确定
,

是依据路安民 所提的两条原则 种类分布最多的地

, 分子为各亚区的种数
,

分母为该属在中国分布的总种数
,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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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岌岌草属植物在中国的分布区
一 月认月以灿叮“

泛 北 极 植 物 区

种和种数 欧亚森
林亚区

。 , ,

亚洲荒
漠亚区

欧亚草
原亚区

。 。 ,

青藏高
原亚区

中国
一

日

本森林亚区

十十十十

加改由 台之以

‘口加 从认例减廷

加以

“加
切“ “ , 乙“州亡

山川丙去八‘

明 百 乒
动 兹 奴翻

少口闪“亡阴。川兹

毓
。

认‘加勿川

加 心

溯 “仇

加乏认曰”亡

公万介川以‘

厉“ 伟己七衣

‘必介云

种数 卿

中国
一

喜马
拉雅森
林亚区

滋

十

十

十

十

十

十一

一

一

十

区
,

即多度中心 分布的植物种类能反映该类群系统演化各主要阶段的地区
,

即多样

化中心
。

根据对 种 包括变种 的统计和分析
,

欧亚大陆有 种
,

其中欧亚大陆共有的

仅 种
,

占 写
,

亚洲大陆共有 种
,

占
。

然而
,

我国分布有 种
,

占世界总种

数的
,

这些种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及青藏高原东部
,

特别是横断山脉

地区
、

唐古特地区和华北地区的种类最丰富
,

共有 种
,

占中国总种数的
,

而在

横断山脉地区的北部
、

唐古特地区的东部及东南部和华北地区的西部三者交汇地区有

种
,

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个地区的交汇地区是该属的多度中心
。

在 种中
,

有最原始的种

如短芒岌岌草
,

有演化中等水平的种 如钝基草
、

友艾草
、

异颖友艾草
、

光药友艾草
、

细叶

艾友草
、

林阴岌友草和藏菠岌草
,

又有演化程度最高的种 如醉马草
、

毛颖艾艾草
、

远东

岌友草
、

展序岌友草和羽茅
,

所以
,

这里也是多样化中心
。

因此
,

我们认为横断山脉地区的

北部
、

唐古特地区东部及东南部和华北地区的西部交汇地区为艾岌草属的分布区中心
。

起源

由于缺乏岌岌草属植物的化石资料
,

很难确切判断它的起源时间
。

但是
“
任何一类植

物现代的分布
,

就是在那一类植物存在的整个时期中在地球上出现的地质剧变及气候变

迁的反映 ” 吴鲁夫
, “

在一个属的分布区范围内
,

其原始类型最集中的地方如果 自

该属发生以来没有发生过巨大的或灾害性的环境变化
,

该属最原始种类及其后裔得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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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下来
,

这个地方就可能是该属的起源地或发生中心 ,’王荷生
, 。

根据上述观点
,

首

先我们从本属植物形态演化趋势和 个种的现代分布格局分析
,

友岌草组是现存岌友草

属 中最原始的组
,

它的分布区在欧亚大陆
,

而该组最原始的种短芒岌艾草则分布于中国

横断山脉地区的北缘
,

生于林间草地
、

干旱 山坡和干燥河谷
。

从针茅族 属 间的亲

缘关系 郭本兆等
,

可以看出
,

三角草属 犷泛庵 故 和友友草属有共同祖先
,

并且

三角草属较友艾草属原始
。

外秤背部被长柔毛
,

顶端 深裂
,

两裂齿呈刺芒状或膜质
,

芒直

不扭曲
,

自裂片中间伸出
,

脉纹分别延伸于两裂片内
,

基盘有疏毛
,

秆基部具粗壮的被有

芽鳞的根状茎 而且三角草属 中的假冠毛草 ’汾 众

分布区在我国甘肃 夏河
、

青海 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
、

同仁
、

玛沁等县
、

四川 阿坝
、

甘孜
、

道孚
、

西藏 贡觉
、

江达
、

昌都
,

生于河岸
、

干山坡
、

山坡草地及林缘灌丛下
,

与短芒友友草

的分布区在甘肃东南部重叠
,

这一地区即是横断山脉地区的北部
,

并且横断山脉地区北部

又汇集着友友草属的大多数种类 种
。

其次
,

从地史学的资料得知
,

自晚古生代二叠纪

开始
,

由于印度板块向北漂移
,

使曾经是欧亚大陆南部古地中海一部分的青藏地区
,

由北

向南逐渐成陆地 常承法等
,

到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青藏高原开始大幅度抬升
,

一

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高原
,

平均海拔
,

喜马拉雅 山脉的屏障作用十分明

显
,

此时
,

在世界冰期中青藏高原曾经历了三次大冰期和数次间冰期
,

冰期中并未发生过

大面积冰盖 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学教研室
,

高原在抬升过程中古环境的变迁幅

度 由西北 向东南逐渐变小 以
, 。

也就是说
,

西北及高原 内部环境变化剧

烈
,

东南部 即现今的横断山脉地区 环境相对稳定
。

由以上两点可以推测
,

友友草属至少

在第三纪晚期以前起源于我国横断山脉地区的北部
。

散布途径

随着喜马拉雅山的崛起和青藏高原的隆升
,

古地中海 自东向西逐渐缩小
,

同时由于青

藏高原的屏障作用
,

加强了欧亚大陆
,

特别是亚洲中部气候的干旱化程度
,

使原来新疆
、

甘肃河西和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生的草原向荒漠化发展
,

而且向东经宁夏
、

陕西北部
,

抵达

我国东北的大兴安岭西部
。

藏东南
、

四川
、

云南等地区的地壳受印度板块的挤压和扭曲
,

形成一组南北走向弧形折皱的横断山脉
,

气候垂直变化明显
,

岌艾草属的原始类群以适应

环境的多样性
,

发生演化
,

并可能分三条途径向外散布
。

第一条是沿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

的干旱河谷
,

林缘等向西分布
,

在印度北部
、

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兴都库什以东
,

特

别是克什米尔高原得到了充分的发育
,

形成该属的另一现代分布中心 然后向西经伊朗北

部
、

里海南岸抵达地中海沿岸和中欧的北部
。

第二条是由横断山脉的北部
,

向西沿青海东

部的祁连山及我国荒漠区的河西走廊
、

新疆天山的山地草原带
、

戈壁
,

抵达塔里木盆地西

侧山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地区
。

第三条是由横断山脉地区向东北方向延伸
,

经我

国甘肃东部
、

宁夏
、

陕西北部
、

山西
、

河北北部
、

内蒙古及东北的大
、

小兴安岭
,

到萨哈林岛

库页岛
、

堪察加半岛
、

日本的本州岛
,

然后向西经西伯利亚南部
,

抵达鄂毕河的上游
。

至于美国西部所分布的裂俘友岌草和大穗友岌草
,

由于缺少本属植物的抱粉化石
,

现在还难以说明其 由何处迁移而来
。

但该属的毛颖岌友草可分布到堪察加半岛
,

地质历

史资料证明
,

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在第三纪期间
,

由白令古陆相连接
,

当时气候适中
,

生长

着森林
,

并从东亚 包括 日本 围绕太平洋北岸向南
、

向东延伸到北美东南部
。

在中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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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

因板块运动出现了白令海峡
,

在中上新世和晚上新世时又存在白令陆桥
,

到了第四纪

以后
,

白令地区的环境恶化加快
,

曾多次出现海道 海峡 和陆桥
。

这些陆桥为物种的散布

提供了方便
,

我们推测裂秤岌友草和大穗岌岌草可能是经白令陆桥向东
、

向南分布到 内华

达山脉和落基山山脉
,

并长期适应该地区的环境而演化的种类
。

菠菠草属植物的生态适应

如前所述
,

艾友草属植物广布于北半球温带
,

其分布范围以温带草原区为主
,

向南可

延伸到北纬
“

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山地
,

向北可分布到北纬 的寒温带针叶林

区
。

在欧亚大陆西起地中海沿岸 西经
,

东到堪察加半岛 东经
,

而在北美大陆主

要分布于美国西部草原 区
,

西起西海岸内华达 山脉东 西经 到落基 山南端 西经
。

在如此广褒的区域
,

由于受全球大气环流形势的控制
,

地形
、

气候
、

土壤各异
,

植被

类型多样
。

在地中海沿岸
,

由于春
、

秋多雨
,

夏季气温高
,

干旱
,

分布着硬叶林 而在欧亚大

陆腹地以及美国西部
,

由于深居内陆腹地
,

降水较少
,

气候干旱
,

则发育着以针茅为建群种

的典型草原为主
,

在草原区的南部由于降水增多
,

经过森林草原地带而过渡到落叶阔叶

林
,

向北由于气候寒冷
,

广泛分布着寒温带针叶林
。

欧亚大陆中部则分布着世界上极其

干旱的荒漠
,

山地垂直带谱极为复杂
,

一般可由海拔较低的森林带
,

经灌丛带到草甸带
。

尽管菠友草属植物分布区辽阔
,

但多数种类集中分布于半湿润
、

半干旱地区
,

以及极端干

旱的荒漠区山地
,

水热条件大体保持温带半干旱到温带半湿润的指标
,

年平均气温一 一
,

年降水量约在 一
。

在上述范围内
,

由于气候
、

土壤等条件的差异
,

引起岌岌草属植物的形态分化
,

但从该

属植物的形态
一

生态特征来看
,

植物的形成
、

发展和生态适应与气候条件相联系
,

并经过

长期的适应和进化
,

塑造了一系列中生
、

旱中生的形态
一

生态特征和生活型
。

在该属植物中
,

中生
、

旱中生结构普遍存在
,

如叶面积较草原的建群种针茅属植物普

遍较宽大
,

扁平或少数种类内卷
,

表面 比较光滑
,

仅远轴面具角质层
,

气孔在上表皮多于下

表皮
,

有时下表皮无气孔
,

机械组织不甚发达
,

表现出分布区的水分条件比较充足
。

植株

一般较高大
,

为疏丛或密丛
,

最大丛径可达 以上
,

秆高 一
,

一般较粗壮
,

平滑无毛
。

多数种类植株基部有长短不一的根茎
,

可行根茎繁殖
,

地上分枝

是鞘外的
,

形成许多营养枝 植株基部具鳞芽
,

以适应寒冷气候
。

小穗结构也表现了对各种

生境的适应
,

如外俘是膜质或硬纸质
,

基盘短钝
,

内秤仅边缘被外俘所包
,

是因长期在半

湿润
、

半干旱和干旱的条件下形成的
,

不像针茅属植物外秤是革质
,

基盘长而尖
,

内俘完全

被外俘紧密所包
,

以保护种子在极干旱条件下繁殖
、

生长发育
。

植物的发育节律对分布区

的气候适应也是极为明显的
,

岌友草属植物生长盛季在 一 月
,

此时正值雨季
,

水
、

热

组合对植物最为有利
,

特别是在多雨年份
,

该属植物生长发育 良好
,

不仅叶丛高大
,

而且

大量开花结实
。

由此可见
,

友岌草属植物能够适应林下
、

灌丛
、

草地
、

干旱山坡等各种生境
,

是植物进化适应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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