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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姿 本文根据植物类群的系统发育和地理分布统一的原理
,

讨论了璋牙菜属植物的起源
、

散布和分

布区的形成 璋牙菜属包括 组 系 种
,

间断分布在亚洲
、

欧洲
、

北美洲和非洲 中国西南部

喜马拉雅地区汇集了大多数种类
、

不同演化水平的类群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有类群
,

成为该属的多样化

中心和多度中心
。

该属的原始类群和外类群也集中分布在中国西南山地
,

极有可能是该属的起源地
。

该



期 何廷农等 璋牙菜属植物的起源
,

散布和分布区形成

属的分布区类型中出现 了各式的间断分布
,

根据有该属植物分布的大陆间及大陆与岛屿间分离和连接

的时间推测
,

该属的起源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晚白奎纪
,

也许更早
,

可追溯到中白奎纪
。

通过分类群间亲

缘关系和现代分布分析
,

显示出该属植物从起源地向周围和一定方向散布
,

形成了三个主要散布途径
。

在散布过程中植物本身也发生演化和就地特化
,

形成新的类群
。

关键词 璋牙菜属 特有植物 分布类型 起源地 散布途径

璋牙菜属 是龙胆科的一个大属
。

自林奈 年建立以来
,

不少学者进行

过研究
,

以不同的观点来处理
,

分成一些小属
,

如
, ,

心爪
, 动 儿一 故 钩

, 勿 。 等
,

或把属下作不同分类
, , , ,

何廷农
, , 。

根据

作者的最新研究 待发表
,

璋牙菜属包括 组
、

系 种
。

本文在讨论属下分类群

系统发育的基础上
,

分析了该属的起源
,

散布和分布区的形成
。

璋牙菜属间断分布于欧洲
、

亚洲
、

北美洲和非洲
,

属于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类型
。

绝大多数种类分布在亚洲
,

少数分布在北美洲和非洲
,

仅一种扩散至欧洲
。

本

属分布区的北界
,

欧洲大约在北纬
“ ,

亚洲偏北达北纬
。 ,

北美洲在北纬
。

阿拉斯

加
。

分布区的南界
,

亚洲在爪 哇岛南纬
” ,

非洲在莫桑 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一线
、

约南纬
“ ,

北美洲在得克萨斯北纬 大洋洲和南美洲尚无璋牙菜属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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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下分类群的亲缘关系和分布区类型

按照作者 属 的概念和范 围以及近年来的最新研究
,

璋牙菜属包括折皱组
,

璋牙菜组
,

肉根组
,

大花组
,

多枝组
,

异 花组
,

宽丝组
,

藏璋牙菜组
一 ,

密花组
,

热带山地组 和刺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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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一 个组
。

折皱组 长 是璋牙菜属分化最早
、

最原始的组
,

具有一 系列的近祖性状
,

如多年生草本
,

茎单一
,

不分枝
,

聚伞花序仅含数花
,

花大而

少
,

种子表皮折皱状
,

有纵棱脊
,

脊上有窄翅等
。

分布区从我国山西通过西北和西南区
、

喜马拉雅地区 印度
、

不丹
、

锡金
、

尼泊尔
、

克什米尔地区
、

帕米尔高原
、

前苏联的中

亚地区至 西亚的 上耳其东部
,

其跨度大约是北纬 一
,

东经 一
。

本

组属 于温带亚洲分布类型
。

该组有 系
、

种
,

其中折皱系 腺窝囊状
,

具

长流苏
,

含 种
,

我国云南西北部
、

四川西部和西藏东南部有 种
,

被认为是本属最原

始的类群
,

如 功 左
,

二
, 。 和 了

’ 等
,

我国华北
、

西北至 中亚
、

克什米尔地区
、

西亚有 种
,

其中 种与四川
、

云

南 和西藏共有
,

其余 种相应较进化
,

多数 为地理替代种
,

如

。 ,

。‘ 初。 和 如烤刁 三者亲缘关系很近
,

是一个 自然

群
,

它们的分布从东向西依次替代 从西天山经塔吉克斯坦
、

巴基斯坦
,

阿富汗北部
,

伊

朗西北部和伊拉克北 部至土耳其东部 介 分布在西喜马拉雅和克什米

尔地 区
,

和分布在四川西部的
、、 近缘

,

是后者向西分布的替代种
。

裸腺系

时 个腺窝裸露
、

彼此靠近
,

较折皱系进化
,

仅 种
,

分布在云南西北部
。

可以看出
,

我国西南山地既是该组种类最多的地区 系 种
,

又是该属原始类群分布

最集中的地区 可以说是该组的分布区中心
。

樟牙菜组 是璋牙菜属 比较原始的组
,

其植物习性
、

茎分枝
、

花序

和腺窝等均与折皱组相似
,

但进化程度较高 表现在种子扁平
、

具细网纹和环状宽翅
,

茎

生叶通常互生
。

本组分布区较折皱组偏北而广泛
,

属于北温带分布类型
。

全组 种
,

分

布在我国东北
、

华北地区以及湖北
、

四川和喜马拉雅地区
、

前苏联中亚地区和蒙古 其中

种
,

即该属的模式种 二
,

间断分布在欧洲
、

亚洲和北美洲
,

成为本属分布的

最北界
。

这个共有种的存在也表明了欧亚大陆与北美洲植物区系的联系
。

多茎组 和大花组

乙 是一对亲缘关系很近的类群
,

共同的衍征是花 数
,

腺体 个
。

前者植物

’ ,

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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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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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粗大肉质根头
,

种子近平滑
,

共 种
,

分布从中国云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
,

经缅甸

北 部
、

不丹
、

锡金至尼泊尔
,

属典型的中国
一

喜马拉雅分布类型
,

生长在海拔
。一 的高山草甸和冰缘带草地上

,

显然是一个高 山特化类群
。

大花组植株高

大
,

粗壮
,

花大
,

花冠裂片通常具裸露腺窝
,

种子近光滑
、

具环状宽翅至无翅
,

种
,

分

布限于我国西藏南部及不丹
、

锡金和尼泊尔
,

是喜马拉雅山地特有组
,

生长在温

暖潮湿 山地
。

多茎组和大花组极 有可能是由折皱组的祖先 向着高寒或低暖两个不同生境

分化出来的类群
。

、川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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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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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乙

多枝组 乙 是一个中

级演化程度的组
,

在璋牙菜属内最庞大
,

含 种
,

占该属总种数的
,

分布区也 比较

广泛
,

分布在亚洲 除北部 和非洲
,

属于亚洲
、

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间断分

布类型
。

本组含 个系 多年生系 为多年生草本
,

聚伞花序多花
,

花小
,

是

本组的原始类群
,

介于折皱组和多枝组之间
。

计 种
,

分布从我国湖南
、

湖北西部
、

四

日
、

云南
、

贵州
,

经过喜马拉雅地 区
,

阿拉伯西南部
、

也门进入东非和热带非洲 埃塞俄

比亚
、

肯尼亚
、

坦桑尼亚
、

赞比亚等十多个国家 另有 种间断分布在苏门答腊岛北部
。

腺斑系 是一年生草本
,

花冠裂片具 个腺斑
,

种
,

分布在我国大多数省

区 新疆
、

青海
、

宁夏
、

内蒙古
、

山东及东北区等除外
、

苏门答腊岛
、

孟加拉
、

缅甸
、

喜马拉雅地区至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

多枝系 为一年生草本
,

花冠裂片具

个囊状或沟状腺窝
,

腺窝的流苏发达
,

种 分布区最广
,

分布在 日本
、

朝鲜
、

新几 内亚
、

中国各省区
、

泰国
、

缅甸
、

孟加拉
、

喜马拉雅地区
、

克什米尔地区
、

巴基斯坦
、

阿富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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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
、

也门以及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岛
。

歧散系 植株二歧分枝
,

腺

窝具一角状突起
,

仅 种
,

分布在我国北方 东北
、

华北
、

西北
、

四川
、

湖北及东西伯

利亚
、

前苏联的中亚和蒙古
。

一一

诊甘
丫

’ ’

夕夕

带带
。

丫 丫钾
乙

邑

刺种组 乙 是多枝组的近缘组
,

也是一

个中级演化水平的组
,

共同衍征是茎多分枝
,

花多而小
。

二者的性状呈镶嵌式进化
,

本组

种子具棘状突起
,

为原始性状 但花 数
,

花冠裂片中部具 个杯状腺窝
,

又 为进化性

状
。

而多枝组花 数
,

花冠裂片中部具 个腺窝
,

为原始性状 但种子表面近平滑为进化

性状
。

本组含 种
,

分布区从菲律宾和我国台湾通过华南
、

中南
、

西北及西南地区
、

喜

马拉雅地区至克什米尔地 区
、

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
,

其北界大约在 巴基斯坦北部北纬
“

,

属于热带亚洲分布类型
。

中国至喜马拉雅地区有 种 种与印度南部共有
、

印度南部有 种
、

斯里兰卡
、

我国台湾省和非律宾各 种
。

热带山地组 是东非和热带非洲的特有

组
,

与多枝组亲缘关系密切
。

为多年生草本
,

有时具甸甸茎
,

茎多分枝
,

花小
,

或 数
,

腺体一个
,

为腺窝或腺斑
,

种子有纵棱脊
,

脊上有窄翅
,

表明它特化程度较高
,

是多枝组

在非洲扩散过程中形成的新特有组
。

本组含 个系
,

种均分布在埃塞俄比亚
、

肯尼亚
、

坦桑尼亚
、

赞比亚等十几个非洲国家的山地
,

最南界在赞比亚南纬
“ ,

北界在苏丹北纬
。

密花组 是北美洲的特有组
。

通过种子特征 扁平
、

有环

状翅或三棱形
、

无翅
,

稀种子有纵棱脊
、

脊上有窄翅 显出与璋牙菜组有较近的亲缘关

系
,

但它的植物体具粗大
、

木质根头
,

叶质十分坚硬
,

基生叶非常发达
,

聚伞花序密集多

花等显然又较特化
。

系 种
,

分布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州和美国的大多数州 从西海岸

的奥里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至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
,

其南界为德克萨斯州
。

宽丝组 和藏璋牙菜组

是两个演化程度最高的组
。

二者的花丝下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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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货夕
、 ‘

负伙伙回一
加

乙 ,

极度增大
,

甚至连合成短筒状
,

腺窝一个
,

流苏减退等共同衍征表明有最近的亲缘关系
,

可能起源于多枝组的祖先
。

二者的性状表现为镶嵌式进化
。

宽丝组花柱伸长
、

呈丝状
,

腺

窝裸露
,

含 种
,

属于热带亚洲分布类型 爪哇
、

苏门答腊岛
、

喜马拉雅地区至 中国西南

部间断分布
,

有两个分布区
,

其一是从中国西南部经喜马拉雅地区至克什米尔地区
,

有

种 其二是苏拉威西
、

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北部
,

有 种
。

藏璋牙菜组花柱短
、

呈柱状
,

花尊和花冠 明显连合成短筒
,

种
,

分布区较宽丝组狭窄
,

仅限于喜马拉雅地

区
,

我国产西藏东部
,

为该地的常见植物
。

异花组
,

是一个高度特化的组
,

其茎基

部有多数纤细小枝
,

主茎上的顶花 比小枝上的花大 一 倍
,

呈明显异型
,

花冠裂片基部

具 个蓖齿状腺窝
,

流苏总是十分减退
。

种
,

呈明显地理替代方式分布
。

分布在西藏
、

青海
、

四川及甘肃
。

以 分布在我国吉林
,

朝鲜
、

日本和俄罗斯的

远东地区
。

二
、

种的分布

全世界璋牙菜属植物总计 组 系 种
,

我们在统计时将变种包括在种的分布

区内
。

分布情形如下
一

世界各分布区种数的比较 表 按照 的分区系统
,

璋牙菜属

植物在各个分布区种类多少的排列顺序是 东亚区
、

伊朗
一

土兰 区
、

苏丹
一

赞比亚西区
、

印

度区
、

马德雷区
、

马来西亚区
、

几内亚
一

刚果区
、

落基山区
、

大西洋
一

北美区
、

环北方区
、

马达加斯加区
、

地中海区
。

其总的种
、

系
、

组数见表
。

可见
,

东亚区的组
、

系和种数都

居第一位
,

而且遥遥领先
,

伊朗
一

土兰区居第二 相反
,

马达加斯加区最后
。

有趣的是共有

类群的分析
,

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分布区共有多枝组
,

而欧亚和北美洲的分布区却共有璋

牙菜组
,

显示了这三个洲植物区系的联系
。

世界各分布区特有种数的比较 表 在璋牙菜属 内虽然跨洲分布的共有组有

个
,

但共有种仅 个
,

绝大多数种都以地区特有种出现
。

世界各分布区内特有种总数达

个
,

占全属总种数的
,

只有 种跨区分布
,

占总种数的
。

按照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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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巴巴 伏 洲 护 山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暑暑暑暑 量〕彝 〕量〕〕〕〕〕〕〕〕
环北方区区

东东东亚区区 兮兮

大大大西洋
一

北美区区

落落落基 山区区
一

地地地中海区区

撒撒撒哈拉
一

阿拉拉
伯伯伯区

伊伊伊朗
一

上兰区区

卜卜卜 一 一

马马马德雷区区

几内亚
刚果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只

苏苏苏丹
一

赞比亚区区
一

马马马达加斯加区区

印印印度区区

印印印度支那区区
一

马马马来西来区区

种数多少
,

各区的排列顺序是 东亚区
,

苏丹
一

赞比亚西区
,

伊朗
一

土兰区
,

马德雷区
,

印

度区
,

马来西亚区
,

撒哈拉
一

阿拉伯区 印度支那区
,

落基山区和马达加斯加区各一种
,

均

为特有种
,

这些 区特有种数及其占该区总种数的百分比见表
。

从特有种的系统地位和地

理分布分析
,

亚洲
,

特别是东亚的特有种多数带有古特有种的性质
,

属于系统发育上相

对古老和原始的类型
,

而北美和非洲 以及东南亚岛屿上 的特有种却带有新特有种的性

质
,

全是系统发育上相对年轻
、

进步的类型
。

特有组更是如此
,

北美洲的特有组 密花

组 显然较亚洲起源的亲缘组 璋牙菜组 进化
,

非洲的特有组 热带山地组 又较亚



期 何廷农等 璋牙菜属植物的起源 散布和分布区形成

洲起源的亲缘组 多枝组 进化
。

总起来看
,

北美洲和非洲均缺乏原始类群
。

东亚区各省的种数和特有种数 比较 表 东亚区总计有 系 种
,

其中特有

种 个
,

是世界各分布区 内种类最丰富的地区
。

表 是各省内的分布情况
,

按照种数多

少排列顺序是 西康
一

云南省
,

东喜马拉雅省
,

华中省
,

华北省
,

卡西
一

曼尼普尔省
,

日本
一

朝鲜省
,

台湾省
,

东北省
,

其种
、

系
、

组的数 目及特有种占该区总种数的百分比见表
。

可见
,

在东亚区内种类并非均衡分布
,

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西南部
一

喜马拉雅地区 仁西康
一

云南省 我国四川西部
、

云贵高原西部及缅甸东北和老挝北部
、

缅甸省北部
、

东喜马拉

雅省 尼泊尔东部
,

呢 为西界 和卡西
一

曼尼普尔省 卡西山脉一带 〕
,

这里总种数达

种
,

约占该属总种数的一半
,

其中特有种 个
,

也占该属特有种总数的少一半
。

一

】

东东北省省

日日本
一

朝鲜省省
一

台台湾省省 匕匕

华华北省省

华华中省省
七

西西康
一

云南省省
一

缅缅甸省北部部

东东喜马拉雅省省

卡卡西
一

曼尼普尔省省
一

三
、

讨 论

现代分布中心 从前面组
、

系和种的分区统计和分析表明
,

东亚区无论组
、

系的

数 目还是种的数 目都占第一位
,

尤其是中国西南部
一

喜马拉雅地区最丰富
,

分布有 组

系 种 特有 种
,

占全属总组数的
、

总系数的 和总种数的
。

此

外
,

这里还有从最原始到最进步不同演化水平的类群和形形色色的特有类群
。

因此
,

我们

认为中国西南部
一

喜马拉雅地区是璋牙菜属的多样化中心
。

此外
,

非洲的苏丹
一

赞比亚西区

种类也较丰富
,

分布有 组 系 种
,

但却缺乏原始种类
,

是璋牙菜属的次生分布中心
。

可能的起源地 迄今尚未见璋牙菜属的化石报道
,

故起源地只能根据原始类群和

外类群的分布来加以推论
。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
,

璋牙菜属 的原始类群是折皱组
,

包含 个系 种
,

最大集中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地 云南
、

四川
、

贵州和西藏东南部
。

该

地区有 系 种
,

其中折皱系有 种被认为是该属最原始的种群
,

种为地区特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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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者近年对龙胆亚族 的研究
,

璋牙菜属的外类群是匙叶草属
,

分布在云南东北部
、

四川东南部
、

贵州
、

湖南
、

广东
、

广西和福建
,

其分布区与璋牙菜属原始类群的分布区在我国西南山地重合
。

根据共同起源的原理
,

二

者的共同祖先很可能发生在这块重合地区
。

因此我们推测
,

我国西南山地是璋牙菜属的

起源地或发生中心
。

这一地区地史古老
,

自该属发生以来 见后 没有发生过巨大的灾

害性环境变化
,

不仅使原始
、

古老的类群得以保存
,

而且得以充分分化
、

形成各式类型
,

使这里成为该属的多样化中心和多度中心
。

喜马拉雅地区虽然植物种类也 比较丰富
,

但

却缺乏原始类群
,

再加该地区地史年轻
,

不可能是该属的起源地
,

然而大量的种数的存

在
,

倒也表明了这里有该属最适宜的生存条件
,

故它与我国西南山地共同成为多样化中

心和多度中心
。

起源的时间 分析该属各类群的分布类型表明
,

亚洲
、

欧洲
、

北美洲和非洲
,

植

物区系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

因此
,

根据这些大陆块之间或大陆与海岛分离和连接

的时间
,

反过来又可推测这些植物区系形成的年龄和历史
。

在现有璋牙菜属 的 个组 中

有 个组是由于海洋分割形成的间断分布
。

它们是璋牙菜组
、

多枝组
、

刺种组和宽丝组
。

璋牙菜组间断分布在欧亚大陆和北美洲 多枝组间断分布在亚洲 大陆和 日本
、

我国台

湾省
、

苏门答腊岛和 巴布亚新几内亚 和非洲 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岛 刺种组间断分布

在东南亚洲大陆和菲律宾
、

我国台湾省和斯里兰卡 宽丝组间断分布在 中国西南部
一

喜马

拉雅地区和苏门答腊岛
、

爪哇岛和苏拉威西
。

这些事实表明了上述大陆块之间或大陆与

岛屿之间还没有分开以前
,

璋牙菜属就 已经发生
,

因为一个属理应发生在它大面积扩散

以前
。

地质学资料证明欧亚大陆与北美中断联系较早
,

在中新世至 白令海峡的出现
,

亚

洲与非洲中断联系较迟
,

在上新世至红海地堑的形成
,

亚洲东南亚岛屿与亚洲大陆之间

的中断联系最迟
,

一直到更新世
,

斯里兰卡与印度半岛的联系至最近才中断
,

至少在上

新世
。

在当今有璋牙菜属植物分布的岛屿中最早中断与大陆联系的是马达加斯加岛
,

它

同印度板块开始脱离冈瓦纳古陆
、

向北漂移的时间可能在中白奎纪
。

如果我们以这个时

间来推测璋牙菜属 的起源时间
,

还应考虑马达加斯加岛和非洲大陆的种类均非原始类

群
,

这样
,

璋牙菜属 的起源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晚白奎纪
,

也许更早
,

可追溯到中白平纪被

子植物大爆发的时期
。

散布的途径和现代分布区的形成 璋牙菜属是一个起源于 中国西南 山地的属
,

当今已广泛分布在亚洲
、

非洲
、

北美洲和欧洲
,

这种分布格局不仅是对地球地质历史剧烈

变化和气候变迁的反映
,

也是对环境的适应性和植物 自身演化和散布的结果
。

通过对该

属各分类群系统发育和地理分布的分析认为
,

该属在起源以后
,

首先在起源地得到了充

分的分化和发展
,

形成从原始到进化的各主要演化阶段的类群
。

当时 白奎纪到第三纪中

期 全球气候普遍温暖而稳定
,

这些类群迅速从起源地 向周围和一定方向散布和演化
,

显示出三条散布途径 第一
,

向西沿着喜马拉雅山至克什米尔地区
、

巴基斯坦
、

阿富汗和

伊朗
,

再向西南通过阿拉伯半岛进入非洲
。

这条路线是该属散布的主要途径
,

包括肉根

组
、

大花组
、

藏璋牙菜组
、

多枝组和热带山地组
。

肉根组是中国
一

喜马拉雅分布式样的高

山特化类群
,

看来这种高寒环境并非该组植物的适宜生境
,

故它并未得到 充分发展
,

仅

含 种
。

大花组和藏璋牙菜组是喜马拉雅地区的特有组
,

演化程度较高
。

大花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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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布和分布区形成

生长在温暖的喜马拉雅山南坡
,

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分化出 种
。

藏璋牙菜组虽然仅

有 种
,

但分布非常普遍
。

多枝组起源于 中国西南山地
,

多数种类 明显沿着这条路线散

布
,

仅少数种类沿南 向或北向途径散布
。

多枝组是散布过程中发展最充分的组
,

特别是

进入非洲后强烈分化
,

产生出许多特有种及 个非洲特有组 —热带山地组
,

从而使非

洲成为璋牙菜属 的第二分布中心
。

多枝组中地理替代现象非常突出和普遍
,

其替代的方

向为本组的扩散途径提供了线索
。

了’
, 。 。 。

及
· ·

是一个 自然群
,

其分布由我国云南西

北
、

印度东部
、

锡金
、

尼泊尔
、

印度西北部至克什米尔地区依次替代 ’

是中国特有种
,

分布在陕
、

甘
、

川
、

滇和黔
,

而在尼泊尔
、

印度西北
、

巴基斯坦和克什米

尔地区则被它的亲缘种 所替代 产苏门答腊岛北部的特有种 吝

也是我国特有种 “ 的地理替代种
。

亚洲和非洲虽然

没有共有种
,

然而
,

出现在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之间的地理替代现象却为解释两个洲植物

区 系 的联 系提 供 了证 据 阿 拉 伯半 岛 只 有 种璋 牙菜 属 植 物
,

即 故

和
记刃 ’ ,

限制分布在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和也门北部
,

为多年生

草本
,

聚伞花序小而多
,

腺窝 个
,

沟状
,

花尊大
,

种子近平滑等
,

与 亡 和

非常相近
,

后两种分布限制在东非 前者在埃塞俄比亚
,

后者在埃塞俄

比亚
、

乌干达
、

肯尼亚
、

坦桑尼亚和苏丹
。

这样我们认为 个种是一个 自然类群
,

它们

从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经埃塞俄比亚依次替代分布
。

这种分布说明了亚洲和非洲还没有分

隔以前璋牙菜属 已经 由亚洲扩散至非洲
。

地质资料证明
,

至 白噩纪末期
,

欧亚大陆与非

洲才开始分离
,

在中新世又重新恢复了连接
,

连接处在亚洲的阿拉伯和东非的埃塞俄 比

亚高地
。

因此
,

借助于这条通道
,

亚
、

非之间的植物区系可以交流
、

传递
。

这条通道一直

持续到上新世随着红海地堑的形成才告中断
。

然而
,

阿拉伯半岛随着气候的强烈干旱和

荒漠的形成
,

却使这里的璋牙菜属植物分布区相当缩小
。

第二
,

向南散布
,

这是第一条途

径的旁枝
。

它是向西沿喜马拉雅山至克什米尔地区后
、

转向印度半岛散布
,

同时还通过中

国中部和南部
、

中南半岛至东南亚岛屿
。

沿这条散布途径的有宽丝组
、

刺种组和多枝组
。

宽丝组是一个高级演化程度的组
,

看来还未充分发育
,

它向南扩散至爪哇岛
、

苏门达腊

岛和菲律宾后仅形成了少数几个特有种
。

刺种组演化水平相对较低
,

发展较好
,

它散布

到喜马拉雅山后便向印度南部形成 了比较多的特有种
。

宽丝组
、

刺种组和多枝组在亚洲

东南亚岛屿 我国台湾
、

日本
、

菲律宾
、

苏门答腊岛
、

爪哇岛和 巴布亚新几 内亚 总计分

布 种
,

其中 种与亚洲大陆共有
,

表明东南亚岛屿与亚洲大陆存在密切的植物区系联

系
。

至少在这些岛屿与大陆还没有分开时
,

这三个组的植物 已经分布到了那里
。

地质资料

也证明东南亚岛屿同大陆的联系时间至少持续到更新世
。

这三组在印度半岛总计 种
,

其中特有种 个
。

虽然印度板块在地史上原与非洲大陆直接相连过
,

在第三纪初才与亚

洲大陆合拢
。

然而该地现存的璋牙菜种类中却与非洲没有共有种
,

相反它仅与中国和喜

马拉雅地区共有
。

这个事实表明印度半岛的种类是晚近时期由中国和喜马拉雅地区的种

类向它扩散的结果
,

与非洲的没有联系
。

斯里兰卡仅有 种
,

其形态与印度南部的种类

有 种 非常相似
,

表明该岛与印度半岛关系非常密切
。

第三
,

向北扩散
,

通过我国的

北方
、

中亚到欧亚大陆的高纬度地区
,

同时也通过东亚进入北美
。

这条路线包括折皱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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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牙菜组
、

密花组
、

异花组和 多枝组的歧散系
。

折皱组是本属 的原始类群
,

看来分化比较

充分
,

尽管分布区并不大
,

但却分化出 个系
,

种
。

异花组是一个高度特化的组
,

虽

仅含 个种但分布区较大
,

个种 由西 向东以地理替代方式散布
。

璋牙菜组虽然起源于

四川西南一湖北西部
,

但通过共有种 加 众 使欧
、

亚和北美洲联系起来
,

形成该

属最大的分布区
。

该种散布到北美洲后衍生出北美洲特有组 —
一

密花组
。

密花组演化水

平较高
,

发展也比较充分
,

分化出 系 种
。

璋牙菜组的欧
、

亚
、

北美洲间断分布类型

在该属中仅此 个
,

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由于大陆变迁的结果
,

它 已被众多的植物 区

系学资料所解释
。

正如地质历史资料证实
,

欧亚大陆与北美洲之间曾因存在 白令古陆而

有过连接
,

通过这 个连接
,

两陆块的植物区系可以得 以交流
。

至晚第三纪 中新世
,

由

于 白令海峡 出现才使两陆块终断联系
。

可以这样 设想
,

璋牙菜属在起源之后
,

由于欧亚

大陆和北美洲还有一定的连接和植物散布的渠道
,

故其种类 由亚洲散布到北美洲
,

后来

白令海峡 出现
,

形成当今的洲际间断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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