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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故

摘要 秦吾属 嗜 是菊科千里光族款冬亚族的一个大属
。

在款冬亚族中本属与大吾风草属

亲缘关系最近
,

但进化程度较高
。

本属包括 组
、

系 种
。

所有种类均分布在

亚洲
,

仅 种扩散至欧洲
。

在东亚地区有 种
,

占该属总种数的
。

高度集中在横断山 区的有 组
、

系 种
,

其中 种为特有种
,

占该属总组数的 “ 写
,

总系数的
,

总种数的
。

这个事实

表明了横断 山区是该属的多度中心和 多样化中心
。

通过性状分析
,

伞房组伞房系
,

叶肾形
,

具掌状叶脉
,

头状花序大而少
,

排列呈伞房状
,

总苞半球形
,

被认为是该属的

原始类群
。

原始种齿叶真吾 和鹿蹄豪吾 的分布区从我国四 川东部经过湖北
、

湖

南
、

安徽
、

福建等省至 日本
。

这个分布格局与近缘属大吴风草属 次 一致
。

根据共同起源原理
,

这两个属的祖先极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一地区
。

因此我们推测东亚地 区从中国四

川东部至 日本这一地区是本属 的发源地
,

然而根据地质历 史和现代分布
,

作者认为中国中部 包括四 川

东部 是本属的初始起源地
。

该属起源后
,

基本上沿亚洲南缘的山地扩散
,

少数种类向东北至亚洲东北

部
。

本属起源时间至少不晚于中白奎纪
。

关键词 崇吾属 分布格局 性状分析 起源地 散布途径

真吾属 心 是菊科 千里光族 中的一个属
,

全世界

种
,

全产亚洲
,

仅有 种分布至欧洲
。

本属的分类学问题 比较清楚
。

亚洲和欧洲出版了区域性植物志
,

已有较好的研究
。

但

对本属 的起源
、

演化及地理分布方面还没有系统研究与报道
。

一
、

属的系统位置

本属 自 年建立之后
,

对于它的成立与否有两种意见
。

及以后的

许多植物学家都认为本属植物具有叶
、

至少基生叶具膨大的叶鞘
,

茎生叶叶鞘发达
,

但叶

片退化呈苞片状或较不发育
,

头状花序下具苞片状叶
,

但总苞基部无小外苞片
,

花柱分枝

先端钝
,

非截形
,

瘦果无毛等特征
,

与广布的千里光属 不同
,

是一个独立的属
。

但也有一些学者
,

如
、

等将本属作为千里光属的一部分或

是属下的一个组
。

虽如此
,

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
,

不赞成独立为属的学者也仍然将本

属作为一个 自然分类群
,

表明两者亲缘关系十分密切
。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
一

对中国的真吾属植物进行了研究
,

记述 种
,

并依据花序类型分为伞房组和总

状花序组两大类
。

他的研究
,

奠定 了本属 的分类基础
,

也 明确 了本属 的范 围
。

笔者
‘

对本属的中国种类也作了全面的研究
,

记述了 种
。

属下分为 个组
,

其中

个组下各有 个系
。

本属在千里光族 中
,

应隶属哪一亚族
,

也有不同的处理
。

早期学

者将本属划归千里光亚族
。

最近 总结前人研

究
,

将本属置于款冬亚族
,

中
,

展示了本属 的系统位置及其与近缘

属 的关系
,

值得称赞
。

因为 曾将本属与垂头菊属 两

个亲缘关系极为密切的属分别置于不同的亚族中
,

人为的割裂了它们的联系
。

本属与大吴风草属 犷了公 在系统位置上相近
,

亲缘关系密切
,

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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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
,

有不少共同特征
,

表明它们在系统发生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

二
、

属的主要特征

鉴于本属知者较少的现状
,

也为了进一步分析本属系统发育
,

有必要就属的主要分

类性状作如下介绍 本属植物均为多年生
,

具极短的
、

近似块状的根茎
,

有一个不育

的发达的叶丛
,

顶芽存活多年
,

从不伸长
。

茎或花草由莲座叶丛的外围叶腋 中抽出
,

单

生或 一 个丛生
,

当年开花结实后死亡
。

这是很多高山植物的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

幼叶出土时外卷
,

与它的近缘属大吴风草属的内卷式不同
。

十分可能是适应林区和灌

丛中土壤疏松
,

排水良好的生存环境的结果
,

而后者幼叶内卷
,

将背面的毛被外露
,

作

为缓冲层
,

显然是适应气侯湿热
、

土壤多水
、

粘重的生境的一种方式
。

毛被可使幼 叶不

沾染泥土
,

防止病害发生
。

基生叶和茎生叶有膨大的叶鞘
,

或至少基生叶有鞘
,

是本

属显著的特征之一
,

与大部分近缘属 明显不同
。

叶形和叶脉也是重要的分类依据
。

肾

形叶具掌状叶脉的性状是原始的
,

与它的外类群大吴风草属相同
,

而卵形至条形叶
,

具羽

状或羽状平行脉的特征是后起的
。

头状花序排列成伞房状和总状两大类
,

个别种类

也有单生的
,

如长白山真吾
,

部分种类则具有复花序
。

伞房状

花序的特征与近缘属大吴风草属和千里光属 相同
,

显然是原始性状
。

总状花

序和复花序是后起的
,

也是本属绝大多数种类的共同的性状
。

头状花序大
、

数 目少

向头状花序小 、 数 目多的方向演化
。

总苞大小和形状的系列演化趋势是从大而半球

形或宽钟形到小而狭筒形
。

总苞片 或 层
,

近等长
,

分离或合生
,

仅总苞顶端具

一 齿
。

合生现象是特化性状
,

仅出现在个别种类中
。

总苞片多数到 一 个
,

数 目减少

的情形与头状花序多而小是相关的
。

叶状苞片 或外苞片 从卵形至线形
,

常常与头

状花序大小或数 目多少相关联
。

进化种类中
,

多数具线形叶状苞片
。

小外苞片通常 个
,

个别种类具多数小外苞片
,

如梨叶真吾 巧 以沈
。

头状花序辐射状
,

边花雌性
,

舌状
,

一层
,

常多数或无舌状花
,

头状花序呈盘状
。

在少数种类中
,

随小花

数 目减少
,

仅有 朵舌状花‘ 中央花两性
,

管状
,

常多数或减退至仅有 个小花 花冠整

齐
,

少有边缘小花呈唇形
。

例外的情况是在裸柱真吾
,

一 中
,

小

花花冠不存在
,

花柱裸露
。

舌状花的缺失
,

是进步现象
,

是对高山环境的适应
,

也是在头

状花序多而小的种类中
,

在结构上的简化
。

花药基部钝
,

花丝顶部膨大
,

膨大部分

因种类不同
,

略有差异
,

但不能作为种间的鉴别特征
。

花柱分枝先端钝圆
,

具乳突

状毛
,

比之千里光属花柱分枝先端截形的式样
,

是进化性状
,

出现在多数进化的亲缘属

中
。

瘦果无毛
。

在已做过染色体的种类中
,

仅一种 —阿尔泰真吾 以 。

一
,

其他为 一
、 。

而千里光属及其他近缘属
,

一
、 、 、

⋯⋯
。 ‘

但

推测本属可能是 多倍体起源的
。

依据上述主要分类性状的演化趋势
,

结合外类群 大吴风草属 沁

的性状进行分析
,

可以看出
,

本属 叶肾形
,

叶脉掌状
,

伞房花序
,

头状花序大而少
,

总

苞半球形或宽钟形
,

小花极多数
,

舌状花十分发育等特征是原始性状
,

加之染色体 一

,

以及相同的分布式样
,

表明两者有共同起源
,

只是大吴风草属的进化级较低
,

幼叶

出土时内卷
,

花药基部有尾状附属物
,

瘦果被毛与本属不同
。

经过性状分析后
,

本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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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演化示意图表示如下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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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可作如下推测 本属与大吴风草属 同起源于一个绝灭 了的祖先
。

在本属
,

从伞

房系 沿着掌状叶脉和羽状叶脉形成了 个演化系列
。

在掌脉系列中
,

相关

的特征是叶肾形
,

由具伞房花序的小头系 演化出具总状花序的短缨系

和真吾系
。

在羽脉系列中
,

相关特征是叶宽卵形至条形
,

由具伞房

花序的羽脉系 分别演化出具伞房花序的线苞组 和具

总状花序的有翅系
。

后者再形成其他组和系
。

由伞房系到羽脉系似乎缺

少一个脉序转化的类型
,

因此以虚线表示
。

对此
,

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

伞房系有 种
,

共

同的特征是叶肾形
,

叶脉掌状
,

头状花序大
,

排列成伞房状
,

是本属最原始的类群
,

齿

叶真吾 就是典型代表
。

另外
,

鹿蹄鬃吾
,

心 傲 在

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有强烈的分化
,

前人曾在种下分出 个等级
,

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

的界线
。

由于该种的头状花序的数 目从多到少
,

从大到小
,

形成的花序有典型的伞房花序
、

聚伞状圆锥花序或近似总状的花序
,

总苞大小
、

长宽比例也多变化
,

加之开花的习性大

多是由下部或边缘先开
,

具有总状花序的特征
,

所以
,

就将本种移至总

状花序类的真吾系
。

但我们认为该种尽管有较多的变异
,

但诸如叶形
、

冠毛特征以及伞房

花序的存在
,

因而不赞成将它归入总状花序类中
。

但也表明该种可能是两个演化系列的联

系点
。

更可能羽脉系就源于该种
。

本属花序的基本类型是伞房状和总状 照此也可作为 个演化系列
,

但叶形和叶脉却

互相交叉
,

掌状脉和羽状脉同时出现在一个系列中
。

鉴于花序和叶形的可变性
,

而脉序相

对的稳定性
,

因此我们选择脉序作为本属演化的主线
,

这样相关的叶形也就成了主要的

分类标准
。

而头状花序的大小
,

多少以及由此形成的花序
,

就必然会出现变化
。

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没有将花序的类型作为主要的分类性状的原因
。

三
、

地理分布

本属现有 种
,

亚洲全产
,

仅有 种扩散至欧洲
,

是一个典型的旧世界温带分布式

样的属
。

虽然属 的分布区大
,

但绝大多数种的分布区则是狭域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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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本属种类的地理分布之前
,

需要就种的划分问题作如下说明
。

本属种类按欧亚

各国植物志统计
,

有 种
,

但由于不同作者在种的划分上有不同处理
,

因而种的范围大

小
,

存在着明显差异
。

以苏联植物志 卷为例
,

本属有 种
,

其中
,

长根茎亚属

从 涌 反 连同所含的 个种 已独立成属外
,

在所剩 种中
,

有一些种如 几
、 。。 、

几 ’ “ 和 几
一

等已被别的学者作为异名处理
。

有些种
,

如西伯

利亚聚吾 的 个近缘种中
,

有 种
,

即 ’’玩
、

和 。 在

欧洲植物志
, ,

中
,

已被该属作者认为是 、 介扮 的
“

似乎

不超过生态型
”

的类群
。

产西伯利亚和远东的 个种 。 、

和 几

动 也与产欧洲的一样
,

至多是生态型
,

与模式种无大的差异
。

只有 仅

见于高加索南部
,

与原种略有不同
,

予以保留
。

类似情形在其它组系也有
。

因此
,

原苏联

的 种
,

扣除与我国共有的 种和应当归并的 种之后
,

只有 个特有种
。

喜马拉雅及克

什米尔地 区有 个特有种
,

日本有 个特有种
,

因而本属的总种数是 种
,

而不是 种

或 种
。

在亚洲
,

中国有 种
,

日本 种
,

喜马拉雅及克什米尔地区 种
,

中亚
一

帕米尔
一

伊朗

种
,

西伯利亚 种
,

远东 种
。

在中国
,

云南有 种
,

四 川 种
,

西藏 种
,

青海 种
,

其

它省区种数锐减
,

在 种以下
。

在欧洲
,

有 种
,

西伯利亚真吾和灰绿真吾 “ ,

主要分布于喀尔巴吁山和阿尔

卑斯山
。

只有西伯利亚真吾 包括 分布于俄罗斯的北极地区 摩尔曼斯克
。

北欧及英国没有本属种类的分布记录
。

属的分布区

伴 召 二 一 详 一
一 一

属的分布区大致是东径
。

一
,

北纬
“ ,

一
。

东部
,

自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

下科累姆斯克
、

萨哈林岛 库页岛
、

日本至我国台湾一线 西部以法国中部为界
,

北部
,

大约是北极圈稍北的地区
,

与欧洲及西伯利亚的森林北界相吻合 南部
,

自中国广东 信

宜
、

云南 思茅
、

缅甸北部
、

经喜马拉雅
、

帕米尔
、

伊朗北部
、

外高加索南至阿尔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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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山一带
,

最南部为我国广东信宜 图
。

据以往资料
,

本属在北美洲无记录
。

但最近
,

于 年组合发表了产北美的一种聚吾 勿

和产南美洲智利 麦哲伦地 区 的
‘刀 。

由于未见到标本和资料的证实
,

值得怀疑
。

但如果可靠
,

在推论

本属起源与扩散上
,

倒是一个新的证据
。

种的分布

作 为植物 区 系 区划 的理 想材料仍 然是要有全部植物种类 的分布 图 塔赫他 间
,

。

也就是说植物区系分区的真正基础是每个植物种的分布区
。

因此
,

对每个属 的各

个种按其现代的分布区
、

原产地
,

并结合地 史推测它们的发生时间
,

完成种的分布分析
,

进而得出属的分布区类型
。

因为属在分析一个具体区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种的现代分

布有历史原因
,

但生态原因要多于地史原因
,

加之资料的不完整
,

难以绘出每个种的真

正分布图
。

因此
,

多少带有推测的成分或偏差
。

依据塔赫他间 和吴征锰 的区划将本属种类在各
“
省

”
或

“

地区 ”

作

了总种数和特有种类的统计
。

但因上述区系单元过于分散
,

在很多单元中无本属种类的分

布
,

因而统计不能得到明显效果
,

所以在本文中
,

我们采用高一级的区系单元
“

区 ”

或
“

亚区
”

为单位进行统计
。

塔赫他间的区划 按此区划共有 区
,

其中仅 个区有本属种类分布
。

环北方区

本区有 种
,

有 个特有种
,

即 和
。

在本区 个省中
,

有 个省仅有 一

种
,

即 和 。 。

个省无分布记录
。

阿尔泰
一

萨彦岭省种类较多
,

有 种
,

其

中 种也见于伊朗
一

土兰区
。

东亚区 本区种类最多
,

有 种
,

占属的总种数的
。

在本区 个省中
,

种数的多少
,

依次是西康
一

云南省 种
,

东喜马拉雅省 种
,

华中省

种
,

华北省 种
,

东北省 种
,

其余各省 一 种
。

除去 助 和 才 “ 外
,

其他

全部是特有种
。

伊朗一土兰区 有 种分布在本区内
,

其中有 个特有种
。

在本区

个省中
。

准噶尔
一

天山省有 种
,

其中 个是特有种
,

其次是西藏省
,

有 种
,

但没有特有

种
。

另外 个特有种见于克什米尔地区和伊朗高原
。

从本属种类在上述 个区的分布来看
,

由于气候寒冷和干旱及森林消退限制了本属种类的生长和分布
,

因此在第一和第三区 中
,

种数锐减
,

造成了种的不连续分布和属的分布区的缩小和变形
。

例如 介 的现代分

布区就是这样
,

未必与历史上的一样
。

鹿蹄真吾 心 现代分布于我 国秦岭
一

巴 山

以南
,

日本和俄罗斯远东
,

但我国华北
、

华东和东北等地却没有分布记录
。

形成此种间断

分布
,

显然生态原因就大于历史原因
。

按吴征锰 夕 的分区
,

我们以亚区为单元
,

进行统计
。

在全部 个亚区中
,

以种

数而论 中国
一

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 特有种 总种数
,

下同
、

中国
一

日本森林植物

亚区
,

青藏高原植物亚区
,

欧
、

亚森林植物亚区
,

亚洲荒漠植

物亚区
,

欧
、

亚草原植物亚区
,

马来西亚植物亚区
。

从上述统计表明
,

本属种类的地理分布与森林植被有密切关系
,

而且至今仍保留了生于森林环境的习性
。

本属种类主要生长于林间空地
、

林缘或灌丛中
,

少数较为进化的种类则上升至高山

草甸
,

个别种生于山地草原
。

其垂直分布因地区及纬度以及种类不同而各异
。

一般生长在

海拔 一 的地方
,

最低海拔是
,

见于东北北部的狭苞真吾 、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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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分布的上限是海拔
,

有四川西北部的贡噶岭真吾
,

分布在

北纬 一
。

分布纬度最低的是长叶真吾
‘

’
,

产云南思茅 北纬
, 。

产高

纬度地区的种是西伯利亚真吾 北纬
“ 。

一般说来
,

在北纬 以南地区的种类大都生长

在海拔较高的山地
。

而北纬 以北地区随纬度增高
,

则植物生长地的海拔高度就趋于降

低
。

本属种类中绝大部分是狭域分布种
,

只有西伯利亚真吾见于欧洲及亚洲的广大地区
,

但不是连续分布
,

近似岛状分布
。

这一点在亚洲北纬
“

以南地区更为突出
。

该种现代分布

格局显然是与第三纪以来中亚气候干旱
、

荒漠的形成
、

森林退缩以及第三纪末至第四纪

初的冰 川反复进退有直接关系 图
。

、、

牙 叹一
’

从一蕊
。

一

丫

一一一一一 ⋯咧恻卿一
“

一

公

公卜
。

一

气
一

巴巴巴巴巴巴,

一 心
一

口
、、

必
,

在亚洲的种类
,

主要分布在我国秦岭一大巴山一横断山一喜马拉雅山
。

在此区域内约

有 种
,

占总种数的
,

我国横断山区有 种
,

占总种数的
。

在中亚及俄

罗斯远东和我国东北两大地区种类虽少
,

只有 一 种
,

但有特有种 一 种
。

另外部分种

类间断分布于 日本和我国台湾
。

分布中心

确定分布区中心是分布区学说的核心问题和重要问题
,

也是研究区系起源和演化及

其发展的出发点 吴征锰
,

植物区系地理学教学大纲
,

油印本
。

因为在一个地域

范围内
,

属可能以不同数量的种来代表 托尔马乔夫 , ,

也就是说
,

属内各个种在

其分布区内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

因此
,

在确定分布区中心 或分布中心 时
,

应当依据两

个原则 种类分布最多的地区
,

即多度中心 包括地理中心和生态中心 在属

的分布区内
,

种类数量多
、

并且这些种类能够反映属的系统发育的各阶段的地区
,

就是

多样性中心 路安民
, 。

依据前述种数的统计
,

我国横断山区有占全属 的种

和 占中国特有种数 个 的种集中于此
。

这些种分别隶属于 个组
,

即伞房组

小头系和羽脉系
、

囊吾组 全部的系
、

花草组和蓝灰组
。

没有原始的齿叶囊吾
。

小头系

的种类是较为进化的
,

头状花序小
,

但数 目多
,

总苞形状大都为筒状
,

舌状花数 目减退

至 个
,

或舌片形状多变
,

以至出现 一 裂的舌状花
,

个别种的舌状花短缩至仅有小舌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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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与地理分布

是本属形态分化十分强烈的类群
。

羽脉系的种类虽具有伞房状花序
,

但叶形多变
,

叶脉羽

状
,

显然是进化线上的中间类群
,

与真吾组的叶形从肾形至三角形
,

叶脉从掌状至羽状

的演化趋势十分相似
,

只是后者为总状花序而不同
。

显然它们都是后起的类群
。

蓝灰组的

种类更为进化
,

适 应性有了明显变化
,

向着草甸或草原的生境扩散
。

花草组的种类茎基部

有一圈白色长毛
,

与线苞组种类茎基部有一圈褐色绒毛十分相似
,

可能有发生的联 系 但

地理分布不同
,

花序有异
。

藏囊吾 ’ 虽不见于中亚
,

但与产于克什米尔地 区

的西域真吾 朋‘。 和克什米尔臭
一

普 呷 。 同属 一组
,

可能是联系上的一

环
。

由此不难看出
,

在横断山地区不仅种类多
,

而 且
,

它们代表了本属种系演化的重要类

型
,

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特有种
。

因此
,

横断 山区是本属的现代分布中心
。

此外
,

在 中亚山

地 包括天 山
、

吉尔吉斯山
、

准噶尔山及塔尔巴哈台山 有 种和 个特有种
,

属于线苞

组和蓝灰组
。

线苞组的 个种
,

从茎生叶无膨大的叶鞘
,

叶有毛
,

总苞杯状等与典型的聚吾

有显著差异
,

但部分种与千里光属的种却很近似
。

可能是为着适应荒漠性生态环境而后起

的
。

因此
,

中亚山地可以认为是本属的一个小的次生的分布中心
。

同样
,

在我国东北北部
、

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朝鲜北部有 种
,

其中有 个特有种
,

也是一个小的次生分布中心
。

四
、

起源与扩散

本属种类的现代分布中心在中国横断山区
,

但该区 由于缺乏原始类群
,

因而不是本

属的发源地
。

对于属的发源中心
,

在理论上可以把原始种的分布区看作是发源中心
,

原始种的分

布便导致了该属近代种的发育 托尔马乔夫
, 。

伞房系的几个种如
、

和 叔 “ ,

叶肾形
,

全缘或掌状分裂
,

叶脉掌状
,

头状花序大或较大
、

但数

目较少
,

是本属最原始的种
。

它们 自四 川东部经我国华中
、

华东分布至 日本 图
。

这 一

地区
,

即亚洲东部
,

就是本属的发源中心
,

但起源的初始地区
,

可能在我国中部 包括

四川东部
。

因为这一地区不仅原始种最集中
,

分布密度大
,

而且 由于地 史古老
,

自前寒武

纪以来就存在着四川古陆
。

因此
,

在一个属的分布区范围内其原始种类最集中的地方
,

自

该属发生以后没有经受过大灾害性的环境变化
,

而使该属古老种系或其后裔得以保存下

来
,

这个地方就可能是该属的发源地 王荷生
, 。

本属原始种 自发生之后向东到达

日本
,

其中 分布到印度东北部是因为并入 了 形
,

后经研究
,

这一归并显然 欠妥
,

两者是独立的种
,

也没有发生上的联系
。

在本属

的初始发源地除原始种之外
,

尚有 个进化的种
。

一如前述
,

心 显然是原始种

和进化种的联系纽带
。

本属初始起源地区在我国中部 包括四川东部
,

而现代分布中心

在横断山
,

两个中心不是同一地点
。

但如张宏达教授 所言
,

本属的两个中心均在

华夏植物区系的发祥地 一一华夏古陆的范围内
。

本属伞房系的原始种与近缘属大吴风草属 凡 介袱 明 不仅有共同的外部形态

特征与相同的染色体数 目 一
,

而且都生长在同一地点
,

同是中国
一

日本森林植物区系

的成分
,

都向东分布达 日本
。

这就表明两者在发生和分布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

十分可能起

源于同一祖先
。

本属伞房组与千里光属在花序
、

总苞
、

小花类型及结构也都十分相似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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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千里光属 种中仅有 种见于这地区
,

且体态相去甚远
。

就是款冬亚族

所含其它各属也都不具备作为祖先型的条件
。

总之
,

由于菊科植物在系统发育

上处于最高层次
,

分化活跃
,

类型复杂
,

常常使属间界线不能明断
。

因此
,

就 目前而言
,

尚不能追溯到本属的原始祖先
。

加 咖

啥 必 心 汀

砚 么

本属起源时间从中国大陆与 日本分离的历史可以判断
,

在白奎纪和第三纪古新世时
,

日本岛屿大部分是亚洲大陆向东的直接延续
。

在中新世
,

日本与大陆发生分离 吴鲁夫
,

。

本属种类分布至 日本
,

并在当地分化
,

形成了 个特有种的现实
,

说明至少在古新

世本属种类已达到 日本
。

那么
,

本属的起源时间应当在古新世之前
,

也可能在白圣纪中期

被子植物爆发式发展时就形成了本属
。

本属起源之后
,

向南经武陵山
、

雪峰山至南岭
,

沿

武夷山北上至我国台湾以及 日本 向东由雪峰山
、

武功山
、

慕阜山
、

黄山至天 目山
,

也可

到达 日本
。

属
一

于这种分布式样的
,

主要是原始种或具肾形叶
、

掌状叶脉和总状花序的种
,

如 “ 和 二 等
。

向东北方向
,

沿大巴山
、

秦岭
、

太行山
、

大兴安岭至

俄国的科雷马山
。

仅有西伯利亚真吾到达了东北亚北部的这一地区
。

另一些种则在小兴安

岭
、

长白山
、

锡霍特山至萨哈林岛 库页岛
、

远东等地形成了特有组 合苞组 和一些

特有种
。

所有这些种都不是原始种
,

是较为进化
,

适应寒冷的亚北极或北极气候的类型
。

也可能这些种在第三纪时分布到东亚的北部
,

而在毁灭亚洲东北部森林植被的冰期之后
,

重新向北分布的 吴鲁夫
, 。

这可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
, 。

政 城 么 由

演化而来
,

但体态变小
,

总苞背部被褐色有节毛
,

介 和 体态细瘦
,

总

苞变小
,

与我国南部的居群相 比
,

判若两类
。

本属种类向西分布的情形
,

如同亚洲植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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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与地理分布

系成分向西分布一样
,

它们的代表在第三纪上半纪 向西分布时
,

沿着山脉到达南欧境内
,

而在下半纪到了中欧和北欧 吴鲁夫
, 。

西伯利亚聚吾就是这种分布式样
。

灰绿真吾

由阿尔泰分布至南欧
,

而未到中欧或北欧
。

大部分种类 由秦巴 山区
、

横断山至东喜马拉雅

地区形成了本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
。

西喜马拉雅至兴都库什山区仅有少数种类
。

一部分种
,

当它们从东亚出发时随着气候开始向更大的干旱性方向变化
,

逐渐失去了它

的湿生特性
,

并且演化成现代较适应于温带森林植物区系干旱化气候的成分 吴鲁夫
,

。

在中亚 山地形成了一个次生分布中心
。

由于中亚地区从第三纪以来就形成了荒漠
,

阻挡了本属种类向北的迁移
,

因此在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仅有少数几种崇吾
。

植物的分布不仅决定于它们对现代生境的反应
,

并且也决定于它们对以前的地质时

期中的山岳条件
、

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的反应
,

此外与古代大陆的形成及分布也有关系

吴鲁夫
, 。

从前面关子属和种的分布可以看出
,

大部分种由于保留了东亚植物区系

的湿生性质
,

主要分布在林区
,

或延伸至灌丛
,

少数种达到高 山草甸
。

另有少数种则生于

荒漠气候区的
“

森林岛竺
。

部分种类分布至 日本和我国台湾
,

形成了由海洋隔离的间断分

布
。

广布的西伯利亚真吾可以越过北极圈线
,

但没有进入北美
。

可能由于第三纪末和第四

纪 中期冰川分布很广
,

北美的整个北部完全被冻结了
,

冰川的多次来临
,

在北美的很大

一部分土地上破坏了第三纪植物区系 吴鲁夫
, 。

本属的近缘属蜂斗菜属 尸 讹、

的部分种类由我国华中地区 向东北到达北美
。

由此推测
,

本属 的一些种类可能分布到

北美
,

但被冰川消灭了
。

因为北美的阿拉斯加地 区和西伯利亚最后的分离发生于晚中新

世
,

不存在分布上的地理障碍 王荷生
,

”
。

五
、

结 论

本属是旧世界温带分布型的属
。

全部种类亚洲均产
,

仅有 种分布至欧洲
,

是亚洲
,

特别是东亚植物区系向西迁移的
,

最具代表性的属
。

本属现代分布中心在横断山
,

而初始起源中心则在中国中部 包括四 川东部
。

是

一个起源中心与分布中心不在同一地区的属
。

本属的形成及扩散与第三纪森林植物区系有密切的关系
。

本属起源时间至少是第三纪古新世之前或白里纪 中期
。

在北美没有分布记录的

事实表明
,

可能与北美的冰川破坏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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