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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迦巴瓦峰地区维管束植物

区系的基本特征

倪志诚兴 程树志
(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迦巴瓦峰 (以下简称南峰)l)位于西藏高原的东南部,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

的最高峰 ,海拔 7782米。 南峰地区处于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的汇

合处。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其下游绕南峰急转南流。在南峰地区,高峰耸立、峡谷幽深 ,

从江面到山峰相对高差一般在 5000米 以上,是世界上举世闻名的高山峡谷区。

根据地史资料,以南峰为主的东喜马拉雅的成陆时间比喜马拉雅其它地区要早,但山

地的强烈抬升和大峡谷的强烈下切,都主要发生在第四纪。中更新世后,以南峰为主的山

地才起到了屏障作用,大峡谷才发挥了南来气流的通道作用 (刘东生,1984)。

由于南峰地区地理位置及地质结构特殊,自 然条件十分优越。境内高耸的山体对南

来的暖湿气流起到鲜明的阻挡作用,使得本区的气候在水平方向上发生了区域性分异,水

热组合状况随山体垂直高度的升降而变化。尤其是南峰东南坡的墨脱县境内则成为我国

降水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植被垂直带谱最完整的地区。 被誉为我国植被类型

的
“
天然博物馆

”
和西藏高原上的

“
西双版纳

”
。 所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是许多生物

南来北往、东行西走迁徙变异的走廊,而多层次的立体气候和复杂多样的环境,则成为古

老生物良好的
“
庇护所

”
。

在上述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以及本区植物区系自身的演化和发展,形成了

南峰地区维管束植物区系的一系列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植物种类丰富

截止目前资料统计,南 峰地区计有维管束植物 210科、1106属 、3768种动。其中蕨类

植物门含 41科、108属 、369种 ;裸子植物门含 7科、15属 、36种 ;被子植物门含 162科 、

983属 、3364种。就植物种类而言 (表 1),本区分别占西藏总种数的 63,02%及 全国总

种数的 13,88%,这充分说明本区是西藏植物种类最富集的地区,也是我国植物种类丰富

中倪志诚现在西我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

1)南迦巴瓦诤地区包括墨脱县、米林县、波密县和林芝县等四个县。

2)种下等级不包括在内。

本文 1986年 8月 25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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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之一。

表 1 南△地区袋t柬扭”斜、】、种统计与全曰和西△的比较i
Tabic l  A conlparison of nurnbers of fiunities, genera and speci.es ln thc 

卜it.
Nainjagbarwa re吵 on with whole Chua and all Xizang

不斗、属 、种
No,

、 fain.,

所
分

区
百
)

地
数

%

蜂
种
(

南
占
比

gen.,
Pcrcentagc

2

14.19 89.35

18,13 68.62

】3,8】 60.99

13.88 63.02

类别
Ku.ds

、  sp.

蔟炎植物门
Pteri(lopltyta

裸子植物门
Cymnospernlac

被手植物门
An81° spermac

合计
Total

注 Notc:l 全国 AII Chlna; 2西 燕 Xizangs 3南怿 Nainjagbarwa.

南峰地区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还可以从种子植物一些科所含的属、种数体现出来,例
如,本区有 8个合有 100种以上的大科 (表 2),共有 322属 、1381种 ,它们分别占本区维
管束植物总属数的 29,11%,总 种数的 3⒍ 65%。 分别占全国这 8个科所含属、种数的
35· 98%和 15,32%,占西藏的 82.14%和 63.49%。 其中兰科 (orchidaccac)、 菊科(Com~
positac)、 豆科 (Lcgumin。 sac)、 禾本科 (Grainheac)是 世界种子植物含有万种以上的
特大科,在我国为合 1000种 以上的特大科,它们的种群在本区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和发展,

是反映本区植物区系组成极大丰富性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含有 100-1ooo种植物的大科中,有许多科在本区也同样得到了繁衍和发展 ,

例如在蔷薇科 (Rosaccac)、 毛莨科 (Ranuncdaccac)、 杜鹃花科 (Encaccae)和 虎耳草
科 (saxlfragaccac)等 均为本区合有 100种以上的大科;而杨柳科 (s砧caccac)、 荨麻科
(Udcaccac)、 蓼科 (Polygo贬ccae)、 石竹科 (Ca,。 phyllaccac)、 小檗科 (Berbcndaccac)、

樟科 (Lauraccac)、 罂粟科 (Papaveraceac)、 五加科 (Aral!acc ac)、 伞形科 (Umbcllifc-
raC)、 报春花科 (Pnmdaccac)、 龙胆科 (Gc:ltlanacc ac)、 唇形科 (Labiatac)、 玄参科
(scrophda。 aceac)、 茜草科 (Rubiaceae)、 忍冬科 (Capnfo liaccac)、 莎草科 (CypCracc~
aC)和百合科 (LⅢaccae)等 17科植物中,在本区也含有 40-100种的共约有 234属 ,

共有 1045种 ,分别占南峰地区总属数 21.15%,总 种数的 27,73%。 以上 25科、仅占南峰
地区总科数的 1⒈ 90%,但它们所含属数则达到本区植物总属数的 50.26%,总 种数的
6⒋ 38%。 这说明它们是本区植物区系组成中的重要成员。

三白草科 (saumraccac)、 金粟兰科 (CHora】1t11accac)、 大花草科 (Rafflcslaccae)、

紫茉莉科 (NyctagInaccac)、 商陆科 (Phytolaccaccac)、 番杏科 (Aizoaccac)、 马齿苋科
(Po负 ulacaccac)、 睡莲 科 (Nymphacaccae)、 金鱼藻科 (Ccratophyllaccac)、 昆栏树科
(Trochodcndraccac)、 肉豆蔻科 (Myrisdcaccac)、 茅膏菜科 (Droscraccac)、 旱金莲科
(Tropacolaccae)、 蒺藜科 (zyg。phyllaceac)、 金虎尾科 (M址 pighiaccae)、 水马齿科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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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0△地区种子扛钧含】0① 种以上科所含■、种残计比较击

table 2 A comparison of nu】 nbcrg coinrlsi.ng gcnern and speocs

of fainilics wlth ovcr 100;pcCics

90丿 457

54∫ 264

lO4`335

30/242

II∫ 274

13`176

3⒐ 2∫ z17,

25∫ 179

科  名
Fainilics

属数

`种

数 No.of gcnefa/No.of spec】 cs 南评地区所占百分比 Percentagc(%)

兰 科
(∶9rch.idaceae

:50`lOI9 ‘,`248

菊 科
(k,rnpositac 230/2300

豆 科
1.egumn.otae

150∫ ”00

禾本科
Cramnaeac

225∫ 1200

蔷薇科
Ro:aceae

51`lO00

杜鹃花科
Ericaceac

‘,/218 43,33/21.39 lO0∫ 87· 90

62J238 26· %” 0· 35 68.98∫ 52.07

4△ 128 29.33∫ 8.53

49.OI`12.50

81.48`48.48

81/211 36.00`17.58 7',88`62.99

29∫ I25 33.33`51.65

20`792

42`725

ll`251

21/lO7 50.00∫ 17.76 84.00`59.78

55.00`31.‘ 9 lO0`91· 60

毛茛科
Ranu1】 cuIaceac

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c

27`480 13`lO3 48.14`21.46

35.98∫ ”.32

l i. 
·′.’

′

总 计
r。tal

895/9016 322∫ 13sl 82.14`‘ 3.49

hrichaccac)、 无患子科 (sapindaccac)、 西番莲科 (Passifloraceac)、 仙人掌科 (Cactace~

aC)、 干屈菜科 (Lythraccac)、 小二仙草科 (Hdoraodaceae)、 杉叶藻科 (Hippu。 dacc-

ac)、 香蒲科 (TypbacCac)、 黑三棱科 (sparga。 acc ae)、 水鳖科 (Hydrocharitaceae)、 石

蒜科 (Ama~lidaccae)、 蒴蒴薯科 (TaccacCac)、 竹芋科 (Marantaccac)以 及南峰登山

科学考察采集到的牛栓藤科 (Cannaraceae)、 橄榄科 (Burseraceac)、 茶茱萸科 (Ic缸na-

ccac)、 木棉科 (Bombacaccae)、 玉蕊科 Gccythidaceae)、 露兜树科 (Pandanaccae)等

34科植物,在本区均以单种属出现;而杨梅科 (Myicaceac)、 山龙眼科 (ProtCaceae)、 海

桐花科 (Phogporaccac)、 酢浆草科 (oxaltdaccae)、 马桑科 (C湘血ceae)、 省沽油科

(staphylCaccac)、 椴树科 (T由aceae)、 柽柳科 (Tamaricaccae)、 旌节花科 (stachyurace-

aC)、 八角枫科 (Alan妒 accaC)、 便君子科 (CombrCtaceae)、 桃金娘科 (Myrtaccac)、 桤

叶树科 (ClCthraccae)、 蓝雪科 (Plumbamaccac)、 野茉 莉科 (s” racaceae)、 旋 花 科

(comolvdaccac)、 车前科 (Plantaginaccac)、 秋海棠科 (Bego0accae)、 眼子菜科 (Po-

tamogctOIlaCCac)和水麦冬科 (Juncaginaceae)等 20个 科,是以合 2-4种的
“
单型科

”
出

现于本区;只有冬青科 (Aq碰 oliaccac)、 槭树科 (AceracCac)、 凤仙花科 (Balsaminaceˉ

ac)、 堇菜科 (ViolacCac)、 山矾科 (symplocaceae)和 薯芋科 (Dioscoreaceac)是 以含有

5-32种的
“
单型科

”
出现在南峰地区。以上 60科植物计 178种 ,占南峰地区维管束植物

总科数的 28,57%,占 总属数的 5,43%,而 种数仅占总种数的 4,72%。 其中以单种形式分

布于本区的科占南峰地区总科数的 16,19%,占总属数的 3.08%,而 种数仅占总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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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4种的单属科占本区总科数的 9.52%、 总属数的 1,81阢 、共计 49种 ,约 占本

区总种数的 1.30%;而冬青科等 6科 ,仅 占本区总科数的 2.86%,总 属数的 0.54%,计 95

种、占本区总种数的 2.52%。

除上述各科外的其余 125科 ,它们均属含有 8-40种之间的科,计 490属 、1164种 ,

它们分别占本区总科数的 59.52%、 总属数的 44,30%、 总种数的 30.89%。

综上所述,南峰地区植物区系组成中的各科所含属种数是十分悬殊的,这充分反映出

它们在本区植物区系组成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也显示了本区植物种类的丰富多

彩。 上述提及的本区合有的 40-100种或 100种以上大科 (25)、 或中等科 (125),它 们

在本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获得了充分的繁衍和发展,所以,它们是本区植物区系组成

的基本成员。而在其余 60个科中,多数属于本区内的单型科或少属型科,也是比较原始

或古老的科,其 中有些属于热带性很强并广布热带的科,例如肉豆蔻科,它是一个以热带

亚洲最为集中分布的大科,含 1^8属、300余 种,但在本区内仅有红光树属 “″″口)——属

一种分布;番荔枝科 (Ann。naccac)是新旧大陆广布的科,含 120属、2100余 种,但该科

也仅有 3属 4种分布在本区;其它如木棉科、玉蕊科、大花草科、露兜树科、牛栓藤科、橄榄

科、使君子科、桃金娘科等都具有类似的情况。这有力的说明了南峰地区是许多典型热带

科属植物分布的最北界。它们在本区的自然条件下,由于长期的地理隔离,也产生分化 ,

如番荔枝科的西藏暗罗 (P。 J夕″
``乃

扬 c历
`,″

“),就是古老科属在本区分化成为特 有种的

一个例子。所以,在本区植物区系的组成中,既有丰富的温带种类,也有热带的科属;既有

许多年轻而进化的类群,也有许多古老而原始的成分。

地理成分多样

南峰地区的植物区系组成中的地理成分是极其复杂而多样的。根据吴征镒教授对中

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划分原则,将本区 1106属维管束植物划分成 16个分布区类型及其
21个变型 (表 3)。

根据目前资料统计,在南峰地区的维管束植物中,各类热带分布属为 484个 ,占本区

植物总属数的 47.16%,而 居首位(总属数中不包括世界分布属,下 同)。 这说明本区植物

区系的基本性质是属于热带的,并具有明显的热带亲缘性。 而各类温带分布属共有 379

个、占本区植物区系总属数的 3⒍ 88%,为第二位,说明本区植物区系以温带性质为辅。所

以,南峰地区的植物区系成分,从属的角度看,是以热带成分为主,温带成分为辅的,新老

兼各而又处在发展中的一种植物区系。此外,中 国一喜马拉雅分布类型有 91属 ,占总属

数的 8.86%;中 国—日本分布型有 51属 ,占 总属数的 4.96%;中 国特有分布有 22属 ,占
总属数的 2.14%。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本区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是十分复杂而多

样,而且还反映出南峰地区的植物区系与世界许多地区的植物区系、在发生上有着程度不
同的联系。其次,上述分布类型中的各变型、也充分反映出本类型中地理成分上的联系与
区别。例如,全热带分布类型中有两个相近的变型,一个是热带亚洲一大洋洲和南美洲间
断分布 ,显示出属南半球地理成分也出现到北半球了,如罗汉松属 (Po'oc″p弼)植物(图

1),全属约 100种 ,多 产南半球;我国产 13种 3变种,分布长江以南各省区;南峰地区所
产的百日青 (P.″耐〃o杨”),从长江以南各省至马来西亚、台湾省一直到东喜马拉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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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 3 n迦 巴0i△地区强0束位物r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3 r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c geneFa of Vascutar plants in thc Mt,Nam,agbarwa rc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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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pics Asiu an(I East Af△ ican disjunction

7.热蒂亚洲分布及其变型
△
·
ropicB Asia and va iants

热带亚洲分布
tropic;Asi△

a· 瓜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分布
Java,Hilllalaya south∶ 1△ds()11th-Westefo Chitla

b· 热带印度至华南分布
Frolu tropics India to south Cltina

c· 越南至华南分布
Fron】 Viet N· am to south China

(“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
Fron】  Burlna,· rhailand to sout1】 -”

`。
stern Cbina

8·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l`lorth tcltlpeiate an(l variants

北温带分布
No△ th teinperate

a· 北极一高山分布

^Ictic-Alp1:le
b· 全温带分布

Panteniperate

c· 欧亚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Europeˉ Asia s.American and disJuncted

d· 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至智利间断分布
Mediterranea,E,Asiu,New zealand,
Mexico an(i Chile di” uncu。 n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及其变型
B.Asia N.^Inericarl and(h” unctcd and va△ ian“

东亚和北美问断分布
E.A“ a N.Aine△ ican an(l disjunc0on

a· 东亚和墨西 ,【 间断分布
E.Asia Mcxico an(1 di”uncdon

14

8

1

2

48

36

7

3

1

1

86

75

3

2

2

4

151

122

11

7

3

8

199

169

7

26

!

l

52

49

3

41

10

`

3

7

20

15

2

3

!48

121

5

20

l

l

46

43

3

29

2497

6

15

1

1

22

科 数
公̀lo,Eall1.

中 属
Medium
gCn,

2

|

大 属
Large gen,

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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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旧 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old woild tcmperale an(l va0antB

旧世
oid

界温带分布
world tcn】 pcrate

a· 地中海、西亚与东亚间断分布
Mcdicrranea,W.Aia di” unctcd wh1】 E.A“ j

b· 地中海与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Meditcrranca disluncse(I With Himalaya

c· 欧亚和南非闸断分布
A;ia-Eu△ ope di” u ncte(l With s.African

11,温带亚洲分布·
ren)pcrate A91a

】2.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Fioin M.editerranea,W,Asia to central Asia
and varlaj1t:

地中海、西
``至

中、|`分 布
Fron1 Med“ erranea W,Asla to central Asia

△.地 中海至 Iˉ ll亚 、架 占、华西北至 R饣 西 。F闸断分布

`Ic(litcrl anca,tentral^sia,M(】
△8olia,N,-`V.

China d“ iunctcd with Mcxico

b.地中海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From Mcditerranea to· rr。pics African
di”uncted with L】imalaya

!3.中亚分布反其变型
Ccntra1 Asia a了 1(I Varunts

a,中 亚至喜马拉雅分布
Fr。!n Ccntrat^‘la to IImataya

b.中 亚至喜马拉雅或中亚至阿尔泰和太平洋至北美
间断分布
From Centra1 Asia to Himalaya or fro】】
Ccntral^“ a to^ltai di” unctcd with Pacific
and N.A in erican

27

11

l

I; 10

3

62

47

82

60

12

24

7

7.98

14

12

2.33

1.4‘

o.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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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占总属数的百分比(

p;rccntage(%)
in the total

%)

8,8‘

4.96

2.14

]()()

分 布 达 类 型
Distribution patterns

14,中 国一 一喜马拉雅分布
sino·IIimaiayas

1’ ·中闱
⒒J-Japf本分布

16· 中国特有分布
Endenlic ifl China

总
t。tal

计

注:(1)
(2)

(3)

(4)

Notcs:

(1)

(2)

所引用的资料裁 1L到 1985年 12月 底。

属的大小 :

单型属:全属只含 1种 ;

少型属:全属含 1-6种 ,南蜂地区仅有 1-6种
;

小 属:全属含 7种或 冫种以上 ,南 峰地区有 】-lO种 ;

中 属:全属含 ll-lO0种 ,南 择地区有 ll-sO种
;

大属:全属含 100种 以上 ,南 峰地区有 50种 以上。
占总属数的百分比(%)中 的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属。
表中 a、 b、 c、 d为变型。

Data· citcd.arc tlp to thc en(l of r)ecember of 1986.

△
ˉ
he range of genefa:

`..Ionotypic gen.:  ()nly one specics is involvcd in this gcntls.Cen,with few specics: Altogether l-6 spccies are involved in this:enu:.Only 1-6 :pecies occur ill thc、
犭t. Nan” agbarwa region.

sinal1, gen.: ` or inore are invoived in this gcnu‘
, 1-IO spccies are found in thc Mt, Nalniagbar、 〃a rc:ion.

Medium gen,: Altogether 11-100 species are involvcd in this genus,1I-50 species occur i【 lthe Mt.Nam” gbarwa,
I,arge gcn.: C)ver iOO species are involvcd in this gen,,more than 50 species。 ccur in thc、 .it.Nami。 gbarwa region.
tllc whole :lllmb.er of the gen., in thc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exclu(les t1】

c (listribl,tio11 geo. of tI)e b`。 rld.
a.b.c.d. in the table represent variai· t:,

科 数
No.fam.

3】

16

210

2!

16 3()

io 12

‘7 224 734 75

26 41

中 嬴
lvicdiun1

ge:1.

`J`

sl)】 all
属
8cn·

单型属
Monotypic
gα 1,

少型属
Cen.with

few specie,:

大 属
Largc gen.

属合计
Ⅱ

to【 al

”l

51

II()6

(3)

(4)

3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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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罗汉松科和属,粗榧科和属的分布

Fig. I  A.distributiotl of Padocarpaccae``ith Podocarpus arld Cepllalotaxaceae 、vlth Cephalotaxus

1罗汉松科 Podocarpaceae类型2a(引 自崛田满,1974,Aubrc“ llt,A.1974);罗汉松属 Po′。‘
'rp“

‘

2粗榧科 cepha1otaxaceae, 类型 14(弓 |自 吴征镒,19s3);粗 榧属 C‘″洒。″/“‘同上。

墨脱境内。此外,这一分布变型还有西番莲属 (P“‘,∫′。″)、 粗叶木 属 (L',‘ 9'″

`肠
‘)等。

另一分布变型是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例 如 ,禾本科的缅竹属 (助〃拓‘口)及

荨麻科的雾水葛属 (Po″ zoJz‘四)等 ,是该分布变型在南峰地区分布的代表。

樟科的木姜子属 (‘
`‘

“)和楠木属 (P切助纟)、 猕猴桃科的水东哥属 (扬啊 历″)、 杜

英科的猴欢喜属 (s杨御″)、 清风藤科的泡花树属 (M″;口‘″
')和茶科的柃木属 (E″ /y')

等则是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类型的成员。 还有旧世界热带分布类型的代表,例

如番荔枝科的暗罗属 (Po”口J历〃)、 桃金娘科的蒲桃属 (s'z昭〃
`力

)、 葡萄科的火筒树属

(L″四)、 露兜树科的露兜树属 (P四
`9洳`“

)等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类型的成员 ,

例如远志科的黄叶树属 (X″″
`乃

。

`匆

″″″)、 山龙眼科的山龙眼属 (Fr、防″)、 楝科米仔兰

属 (彳 g`″口)和香椿属 (T。°
`9口

)、 萝孽科球兰属 (Ho`四 )等 ;而木棉科的木棉属 (Bo″ -

励工)、 藤黄科的藤黄属 (C``r,″ ,口 )、 紫金牛科的铁 仔属 (Myri`9F)、 禾本 科的莠竹属

(Micro‘
`cg`″

″)等则为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类型的代表,这些分布区类型和变型 分

子在南峰地区的出现,有力的证明了南峰地区与上述地区植物区系之间的联系。

热带亚洲分布区类型在南峰热带地理分布类型中是最主要的一 种分布 类型,计 有

151属。其中金缕梅科蕈树属 (刀
`J″

驷 )和马蹄荷属 (E形仍欲J'`滋
`)、

山茶 科木荷属

(&历″
')等 ,它们基本上是我国华南至西南一线南亚热带山地和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中

的建群种类,归于爪哇或苏门答暗和我国华南、西南星散分布变型;第二个分布变型为热

带印度至华南,大风子科的马蛋果属 (C″oc″历
')就是该分布变型的代表,它从云南东

南部一直分布到本区墨脱县境内;第三个分布变型一越南或中南半岛至我国华南、西南 ,

例如紫杉科的穗花杉属 ('″ F″

`砌
r`‘‘)、木兰科长蕊木兰属 ('加″

'9l′
/四)等则是该 分布

变型的成员;第四个分布变型为从缅甸或泰国分布到我国西南,例如百合科的 Y蕊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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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全

属 5种 ,产于缅甸、我国西南部和南部,我国产 4种。南峰地区产云南 Y蕊
花 (y.y″″″夕″御●,9)和高山Y蕊花 (y,口

`p`″

″)两种,它们均从云南延伸分布到本区。
本区富含天南星科石柑属 (Po`切‘)、 崖角藤属 (R切

`历`o`切
″)、 葫芦科藏瓜属

(r″

`o/叨
″″)和油渣果属 (Fr。恕‘。历夕)、 兰科贝母兰属 (Co``o匆〃)、 吻兰属 (Co″汕J″″)

和金石斛属 (F``c历″夕 杨)、 以及禾本科牡竹属 (DF刀′,· oCO`'″ ″‘)等藤本植物、附生植物
和竹类,这些植物使本区南翼低海拔河谷地带印度一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特征更加显著,森

林结构更加复杂。

北温带分布区类型包含北极—高山分布,南北温带(全温带)分布,欧亚和南美洲间断
分布,地中海区一东亚一新西兰和墨西哥至智利间断分布等 4个变型。 其中:1.岩梅科
的岩梅属 (DJ″ p御彭 )、 杜鹃花科的岩须属 (C口m。

``)、

蓼科的冰岛蓼属 (K“碗山)、 玄
参科藏黄连属 (I馏o`99)等 均属高山植物类型的代表,它们一般分布在北极和高纬度的
高山上,或者分布于亚热带的高山地带,但这些属的种类主产于东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山
区,南峰地区是该类变型主产地之一;2.南北温带间断分布在本区也不乏代表,例如柳叶
菜科的柳叶菜属 (E刃o历″″)、 伞形科的当归属 (/″gf″“)、 荨麻科的荨麻属 (〃

``fc')、
玄参科婆婆纳属 (7〃@刀 :‘

')、
杨梅科杨梅属 (My″c口 )、 毛茛科唐松草属 (T杨扔 ″″)、

豆科野豌豆属 (T/`″〃)等则分别反映了北温带与澳大利亚、南美洲、非洲南部温带间断分
布的情况;3.而菊科的火绒草属 (‘的刀′0`口′J″″)等属间断分布在欧亚和南美洲山地,是
个与南北温带间断分布十分相近、而另属欧亚与南美洲间断分布变型的代表;4.马桑科
的马桑属 (Co″卵

'),间断分布于地中海区欧洲和北非、喜马拉雅至东亚、菲律宾至新西
兰及南太平洋诸岛,直至墨西哥和智利,则成为本类型中第 4个变型的典型代表。

由于北美与欧亚大陆在历史上曾有过联系,特别是北美东部与我国东南部具有相近
似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因此,这些地区的植物区系在发生和演化上存在着共同的历史渊
源、并构成东亚和北美洲植物区系的共同特征 ,而且本分布类型的近代分布中心也往往偏
于东亚或北美,但大多数仍集中于东亚。 例如在本区分布的木兰科木兰属 (″馏″o`,口 )、

八角茴香属 (r```″ 钌仍)和五味子属 (sc乃
`‘

″″
`r″

)(图 2)、 蔷薇科石楠属 (P加
`‘

″杨)、 木
犀科木犀属 (o‘〃〃″扬

`‘

f)、 杜鹃花科南烛属 (纫 o历
`)、

小檗科十大功劳属 (aor汕 。″杨)

等,这些属多数为占老的残遗植物。在此类型中的另一变型为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例
如山茶科的红淡比属 (c```″四)的分布中心在南美洲的墨西哥到巴拿马和西印度群 岛。
我国产一种 (C.冫

`o″

″)分布于江南各省,向东延至日本,而南峰地区墨脱县、海拔
1600米上下的乔松林下产一地理变种 (C.`印 o″″

'″
″.″

`″
fr历″″'),这很可能是长 期

以来地理隔离的结果。虎耳草科的溲疏属 (D砌历ヵ 也属该变型的代表。这些都成为南
峰地区与东亚一北美植物区系有过共同联系的佐证。

本区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和中国一 日本分布类型属更不乏其代表植物,例如毛茛科
星叶草属 (C:r″ F″·″ )、 昆栏树科领春木属 (E″ p`油〃)、 木兰科水青树属 (TF`,″ c`,`ro″ )、

旌节花科旌节花属 (汤幻咿″f)、 漆树科九子母属 (Do历7阳 )、 壳斗科青冈属 (cyr`口莎
'-′

'″
o`访 )、 木通科猫儿屎属 ⑿″纰″″)和猕猴桃科猕猴桃属 ('扬汤″)等 ,都是这两

个分布类型的典型代表,其中有许多属,或为形态特征原始 (例如星叶草属等),或者起源
古老(例如猫儿屎属和猕猴桃属),它们很可能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后裔。

此外,随着喜马拉雅的形成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对本区植物区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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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八角茴香科、五味子科和莲科的分布

F.ig, 2  A distribution of 1tliciaceae, schizandraceae and Netun】 bonaccac

l八角茴香属 r″ni‘ ″ (八角茴香科)类 型 9(引 自
^ubre“

ne,A.,1974); 2南 五味子属 K'″“
`'(五味子

科)类型 7(引 自 Aubre“lle,A.,1974,smth,A.C,,1974)3五 味子属 s汕;″″′
``(【

司上)类型 9(同上)

响,使得一些北温带分布属或中国喜马拉雅区系成分等,在本区产生了强烈的分化,形

成一些较进化或年青的区系成分,例如报春花科的独花报春属 (0动加耐。岁〃″″0、 伞形

科的矮泽芹属 (c肪″的仍仞)、 菊科的君范菊属 (si″油。″
`opo历

仍″)、 玄参科的马松蒿属

(Xiz`″ g蹈 )等 ,其中有些属还是青藏高原或者是本区的新特有属,所以南峰地区与毗邻的

横断山地区一样 ,同样也是许多年青的区系成分的一个重要的演化中心。

南峰地区的植物区系与地中海区、中亚区的植物区系之间的联系,在本区也有所体

现 ,例如,百合科的独尾草属 (E〃侈″/纟‘,),全属约 50种 ,分布于中亚和西亚的高山上,我

国仅产 4种 ,在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均有分布,而在本区的干旱河谷地带亦有 1

种出现;再如豆科的雀儿豆属 (C加‘″/口),就是西亚和地中海区植物区系在本区植物区

系中的典型代表。

三、原始和古老的种类众多

南峰地区的南北两翼分属于不同的板块,它们的成陆历史和发展过程也不相同。 在

地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保留或演变形成了特殊的地质结构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有利

于古老植物种类的保留,也有利于新生种群的分化和发展。

蕨类植物门是维管束植物中最原始而古老的一类植物,南峰地区含有 41科 108属

369种°。其中如石松科 (Lycopodlaceac)、 卷柏科 (sCl婚nCllaccae)、 木贼科 (EqtllsCtacc-

ac)、 黑白科 (Gleicheniaccac)、 海金沙科 Gygodiaccac)、 桫椤科 (CyathCaccac)、 双扇

1)不含变种在内,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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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科 (Diptcndaccac)等 等,它们中大都出现在距今 2-3亿年前的古生代泥盆纪或石炭

纪 ,是经中生代延续至今的古老类群。它们所含的一些属 ,例 如观音座莲属 ('″g`op″弼 )、

桫椤属 ('`‘op历
``)、

凤尾蕨属 (P`″订)、 鸟巢蕨属 (Ⅳ饣o``@``″“)、 以及双扇蕨属 (D``″ -

/`f)等 ,都是古热带的植物区系成分,比较起来,更显得原始和古老。

南峰地区的裸子植物含 7科 15属 36种 ,其 中松柏类植物是本区裸子植物门中较大
而最原始的一个类群。例如,南峰地区松科 (Pinaceac)植 物含有 6属 18种 ,全为乔木 ,

是本区亚高山针叶林和高山暗针叶林的主要建群树种。 又如热带亚洲、热带大洋洲和南
美洲间断分布的罗汉松属 (Po洳″/p绡),它是罗汉松科 (Podocarpaceac)中 最原始的一
个属,该属的百日青 (P.刀c河 o`,“ f)分布在本区海拔 800-14oo米的河谷季雨林 中或 山
坡常绿阔叶林中。 粗榧科 (CcphaIotaxaceac)在 亲缘关系上与罗汉松科近缘,尤与罗汉
松属更为密切,我国仅产粗榧 (C印杨切勿胚)1属 7种 ,本区只产海南粗榧 (C.乃″″劭印一
“)1种。红豆杉科 (Taxaccae)的穗花杉属 ('仞砌 o`″粥),本区亦只产一 种穗花杉
(左 刃召幽御切)。 上述这些属种、均是第三纪古热带区系成分中典型的残遗植物,常常被
人们称为

“
活化石

’
植物。

被子植物是植物界中发展得最为进化的一类植物群,现在种类极其繁茂。 根据植物
化石资料证明,被子植物中的一些原始类群、发生于中生代白垩纪,到新生代第三纪时已
发展很快,成为世界上占优势的一类植物 ,现今被子植物所有的科在当时就已形成。在本
区含有的 162科 983属被子植物中,古老的科属也不乏其代表。 例如木兰科 (Magnolia~

ceaC)植物 ,因具多心皮特征,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最原始的被子植物,含有 15属 240种
(狭义科),我国产 11属 110种 ,主要分布于云南、广西、广东;西藏有 6属 ll种 ,南峰地区
产 6属 8种 ,其中木莲属 (ar夕″g``幽')被认为是木兰科所含各属中最原始的一类植物。本
区境内海拔 2000米 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生长的西藏木莲 (M.″″ro`″ r切)是本区和西
藏该属植物的唯一代表。本区也是西藏该属植物的唯一分布区。木兰 属 (M绍″口″四)和
含笑属 0彷拓

`,口

)分别为木兰亚族和含笑亚族中的两个最原始的属,这两属的成员也在
南峰地区出现,是值得注意的。盖裂木属 (r″御″0,全属约 40种 ,是一个热带美洲和
热带亚洲间断分布的属,主 要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南的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南苏门答腊和
南美洲的巴西东部热带地区。 本区产 1种盖裂木 (r.乃 。绍‘。磁),是现今知道该属植物
分布的最北限。

此外,本区还有毛茛科的星叶草属,为一个具有蕨类植物两歧叶脉,形态特征较为原
始的单种属;铁青树科 (olacaccac)的 青皮木属 (sc杨印∫,')、 昆栏树科 (Tr。chodcndra~
cCaC)的领春木属 (E印″切 )、 木兰科的八角属 (r```。 ″″)和水青树属 (rF``、″″

`ro″
)、

木通科 (Lardizabalaccac)中 古老而原始的猫儿屎属 O″纰″勿)、 漆树科 (Anacardiacc~

aC)的九子母属 (Do历″印)、 猕猴桃科 (Ac。 nidiaceac)的 你猴桃属 ('″彦
`7`'扬

)等等,均
属第三纪植物区系中的残遗或后裔。还有秉荑花序 类的金 缕梅 科 (Hamamclidaccac)、

桑科 (Moraccac)、 胡桃科 (Juglandaccac)、 壳斗科 (Fagaccac)等 ,以及樟科 (Lauracc-

aC)和 山茶科 (Thcaccac)等 也都是一类原始而较古老的类群,它们所含的属种常常成为
本区半常绿雨林、山地常绿阔叶林组成中的重要成员。由此可以看出,本区具有众多的古
老而原始的区系成分,这一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另外,南峰地区位于北纬 29° -3o。 之间,远远超越了我国东部地区热带的北界,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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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峰截堵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湿气流,使其东南坡的墨脱一带成为我国雨量最多、

水热组合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深切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则成为印度洋暖湿气流北进和

植物区系成分南北迁涉的一条天然通道。加之山高谷深、高差悬达 5000米左右 ,本区成

为我国山地 自然垂直带谱最完整、最典型的地区 ,因 此汇集了复杂而丰富的植被类型和植

物区系成分。即使在第四纪冰川时期 ,南峰地区也有不少植物种类免遭其害 ,故南峰地区

的墨脱县境内有冰川
“
避难所

”
之称。正因为这样 ,南峰地区保留了丰富多彩的特有植物。

随着高原的隆升和喜马拉雅山的形成 ,一些年成轻的区系分是由邻近的一些属演化出来 ,

因此形成本区富含众多的新特有成分 ,从而形成本区植物区系新、老结合的区系特点。

南峰地区计有我国维管束植物特有属 22个 ,其 中种子植物特有属 20个 ,归 12科 ,约

占我国 196个特有属的 10,2%,占 我国特有属分布到西藏的 27个特有属的 74,07%。 其

中以伞形科含 6属 7种 3变种最为丰富 ,其次为菊科,含 4属 5种 ,其余各科,各合 1属 1

种。

我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分布到南峰地区的计有:球隔麻属 (sp切″o叨°‘)、 翅果蓼属

(P″印招/op'r″私)、 金铁锁属 (P“仞″“切″)、 冬麻豆属 (s￠切″″扬)、 滇芹属 (s彦

`9o加
一

`访
)、 舟瓣芹属 (s扬。

``移 `彷

加扬)、 环根芹属 (CycJo,乃 9励 )、 马松蒿属 (X,z″″g仍 )、 重羽

菊属 (D`p磁o``切″)、 君范菊属 (s加 oJFo″
`。

po″砌励)等 10属为特有单种属;马 蹄黄属

(sp御〃 杨 )、 岩 匙 属 (B″″弼 访刃)、 马 尿 泡 属 (P9z`″油 是杨 )、 叉 序 草 属 (C肪″g纟〃″ 刀
`乃

″‘)

等 4属为我国特有的 2种属,它们也都有 1种分布到本区;只有川木香属 (7场′
``刀

方扬)、

毛冠菊属 (Ⅳ御″。g′。″办)等为合有 7种以上的特有小属,其中川木香属 ,全属 12种 ,只有

川木香 (T/′渤力9`仞 ‘0″′
`纟`)1种 分布到本区,毛冠菊属 ,全属 9种 ,分布到本区的也只有

狭叶毛冠菊 (Ⅳ
`刀
仞g′。

``订

g`″″
'″
)和大果毛冠菊 (Ⅳ ,仞″/D“

`p夕
)2种 ;其余各属为含

4-6种的少型属 ,其中羌活属 (Ⅳ°
`@P″

ryg′钌勿)、 全属含 4种 ,小芹属 (s氵″@″ /″勿)和矮

泽芹属 (c杨解″屁″彻)2属各合 5种 ,秦岭藤属 (B汤″历″)全属含 6种 ,其中秦岭藤属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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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存着 484个古热带属,占 本区植物区系总属数的 47.16%,例 如,天料木科 (Flacour。 a~

ccac)的 天料木属 (Fr。仞
'切

″)和马蛋果属 (G`″ @″r`杨 )、 八 角枫科 (Alangiaccac)的

八角枫属 (/`夕
`9驷

私)、 使君子科 (Combrctaccac)的 榄仁树属 (r″″
`励

切)桃 金娘

科 (Myrtaccac)的 蒲桃属 (s'名9〃″)、 肉豆蔻科 (Myristicaccac)的 红光树属 (Κ刀
`″

9四 )、

大戟科 (Euphorbiaccac)的 虎皮 楠属 (D印乃历

`匆``吻
)、 楝科 (MeliacCac)的 麻楝 属

(c乃掀彻砌 )、 荨麻科 (Urticaccac)的 球隔麻属 (s`乃″
`@`y′

°,)、 露兜树科 (Pandanaccac)

的露兜树属 (P〃″扬″弼)、 棕榈科 (Pdmae)的 山槟榔属 (P9″〃驷)、 鱼尾葵属(C″”⑺ 、

桄榔属 (/r幽 g￠)等等。它们也都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残遗或后裔,它们中大部

分起源于古南大陆或古北大陆南缘。它们是组成本区热带雨林中的重要分子。 在上述

484个古热带属中,有 23个属为我国的单型属,72个少型属,约 占本区古热 带属的

21.88%,加 之它们的形态特征十分原始而孤立,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它们在发生上的原

始性和古老性;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它们与第三纪古老的植物区系间、有着不可动摇的继

承性。

四、特有植物丰富



黑种藤(B.`″‘
`g`9`‘

)1种分布到本区,矮泽芹属有大苞矮泽芹 (C′9″彬
'油

″勿 ‘
'″

劢加″
`9a)

和小矮泽芹 (c,‘

`″

″
`咖

吻″var.`999″ or)1种 1变种分布到南峰地区,小芹属有蕨叶小芹
(s扬 o砌 ·

″移 ″

`′

6莎

`,叨

彬 )和 阔 叶 小 芹
(s,″

馆
``,〃 `″

勿 )及 尖 瓣 小 芹 (s.c`· ″御 彻 勿 ″″ .′彦
`,砌

~

r``O拓勿)2种 1变种分布到本区。其中球隔麻属、马松蒿属和君范菊属为南峰地区的 3个

自身特有属。

南峰地区所产的 20个 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中,球隔麻属、翅果蓼属、冬麻豆属等,都

是些较原始的古特有属。例如球隔麻属,经陈家瑞 (1985年 )研究后认为: 该属植物雌

花被 5数 ,几乎离生,仅基部联合等,都表现该属性状的原始性 ,是荨麻科芋麻族中最原始

的 1个属。它与分布于本区的同科植物毛叶锥头麻 (Po饮助‘

`″

·肜仍仞 ′卿″幽沏历)、 圆齿

火麻树 ⑵ 汾or`9`洳 “″″″″)等印度一马来西亚区系成分等都着生在本区墨脱县低 山常

绿季风雨林带,所以,球隔麻属显然属于印度一马来西亚古热带区系成分。

而爵床科叉序草属、茄科马尿泡属、菊科君范菊属等是在青藏高原抬升后生成的新特

有属。例如马尿泡属,该属在我国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都有较广泛的分布区,但该

属很可能是从在欧亚温带广泛分布的莨菪属 (sr。po切),随着青藏高原抬升,在高原高

寒气候条件下衍生出来的。再如南峰地区自身特有属— 君范菊属,据陈艺林 (1985年 )

研究,该属与火绒草属 (LⅡ″
`opo历

″〃)中的密垫火绒草 (厶 杨弼
`9o`洳

F)很相似,与蝶

须属 ('刀″″
`9刃```)近缘。 但君范菊属为雌雄异株,头状花序中小花同形,花冠上部被微

毛及多数白色长柔毛,瘦果具明显的肋而与密垫火绒草相区别;该属具基本分离而不连合

的冠毛,有深杯状窝孔和边缘明显的花托、花冠上部被白色长柔毛,具薄膜质的总苞片等

特征而又与蝶须属有别。君范菊属的这些特征性性状,显然是对干燥、多风的高山生态环

境的一种独特的适应 ,从而产生的一个新特有属。

以上事实说明在南峰地区维管束植物区系,中 国特有成分属一级类群中的分化情况。

如果从种级分类群来看,其分化就更显得十分活跃,以致形成了众多的特有种,种数达
1282个 、变种 197个 ,占南峰地区维管束植物总种数的 34.26%,其 中蕨类植物特有种 98

个 ,归 18科 33属 ;裸子植物特有种 14个 、变种 8个 ,归 3科 9属 ;这两类植物,当 然应属

于古特有种。而被子植物特有种达 1170个 、还有 189个变种,归 97科 396属 ,这些特有

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认为是新特有种。 曲此可见,南峰地区维管束植物区系中的特有

成分,包括新特有种和古特有种也是相当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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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1C FEATUREs OF THE FLORA OF VAsCULAR
PLANTS IN THE MT.NAMJAGBARWA REGlON

Ni zhizhcng  Cheng shu△ 1】 i

(J″‘Ji`″ ;c o` noF夕 ny· 'rc‘ Ic`″氵o s|″ 访o〉

As the humid-warm currents f】 om Indian Occan havc bCCn stoppcd by thc East Iˉ Iimalayas

n,ountains, the Mcdog county in t11c southcrn Hinlalaya has becolne onc of tlic bcst rt:gio· ns on

abundant prccipitation and cxccllent conditions of watcr and heat in wholc China,  rhc vallcy

of tlle Yarlung zangbo Jiang iRiv退 r in this region bccon△ c a natural passagcwa、 9 in lnp()tIring

of thc hurnid一 飞varm currcnts and cXchangc arca of floristic clcmcnts bct、 vccn tllc southcrn and

northcrn arcas,  As a rcsult,thc vcg· ctation of tllc arca posscssCs thC n】 ost typical and conlplctc

spcctra of vcrtical zonc of tlle l△ lou〗 ltain Vegctations in China. lviany kinds ()f 、λ̀c11 prcscrvcd |pa-

laeotropic clclrlcnts are cxistcnce in rcgion,  At thc sanˉ lc tin1c, along `vith thc upheayal of

Qinghai-Xizang iPlatcau and thc uplifting of thc HiⅡ lalayas thc plants undcr highly changing

ccologica1 conditions rcsultcd in aclltc differcntiations and plcnty of cndcnlic clc∏ lcnts that arc

rclativc youth fornncd in thc area,so thc``ft. Nˉ anliagbarwa rcgion llas vcry diVcrsificd vcgcta-

tional Patterns and cOrnplicatcd~ floristic coln.positions.

The floral fcaturcs in tlis region inay be summarizcd as follows.

(l〉  vcry ricli in plant taxa

Bascd.on thc inforlllation ol)taincd, the vascular plants in thc arca inClude 210 faillilics,

1106 gencra aIld 3768 spccics, of 、vllich, 41 falnilics, 108 gcncra and 369 sr)CciCs l,clong to Ptcri-

dophytcs,7 fatn11ics, 15 gcncra and 36 specics to Cylllnospcrlns, 162 fa1】 1ilics,983 gcncra and 3364

spccics to Angiospcrms.Thc numbcr of familics,gcncra and spccics in thc`It.N· amiagbarwa

rcgion account for 97 60%,86.sl and 62.70%thc total of Xizang platcau rcspectivelv~ 
·
rhcrc

arc cight familics comprising 100--200 specics,i.e.thc fatoily R口
(四cedc (203), ''F黑

`r″

,J″仍cc

(128), R口 ″″刀C``′夕cecc (107),s(7芳′∫
`·

ckncr〃 c(103),ε /氵r日ccc召 (251),Co″ 2.p口 sf`口e(· 218),C· 7口
`,if″

召口
`

(211)and orc加 ‘
`日

c彻c(218)·

(2) Complicatcd gcOgraphiCal clcmcnts

In accordancc ``ith thc analysis and conlparations of thc gcographical clcnlents, rcfcrcd.to

a dclillnitation of distribution pattcrns of sccd plants in(.)hina(C· Y· ′′⒎u,1983)and on thc basis

of thc law of gcography and distril)ution patterns wc arc ablc to divide 1106 gcncra of thC vascu~

lar plants distributing in this arca into 16 gcographical pattcrns 21 variants.  .`rnong tllcn), tllcrc

are 7·
·
cr`7,I″ O`氵σ ″,yr氵 ‘〉c日 /`夕 of pantropic distribution, 2· 口

`cc″
`″

 乃@‘

`gJo″

氵

` of tropic .`sia and
tropic Al△ lcrican,Lcgc/‘

`roF`7J●
7`’ 9`″″氵‘口r`d of tropic Asia and tropic Australia,and'`″″g汤

矽Fc矽
`jd of tropic Asia ctc.(3) PlCⅡ ty of primitivc or ancicnt taxa

so11△ c prinlitivc and palaeotroPic clcn】 cnts lil the P.tcridophytcs sucll as tllc gcnus~饣 ″t|o`,`召 /`J,

'r`f。
`````夕

, P′召rF|' iV召 o``o`zcr′ ;, atld `,```cr`J ctc. distributc in this region. 
·
rbc gcnus Po2.or日 /``‘‘

of ~Pozoc夕 /pdc召 dc, ‘
.f夕

`,d`o`口

1;″J of C`'乃 c`o`夕
'口

CF夕饣 and ar`″
`。

彦cr哆
`f of 7.日

石夕cc″ e ctc.  ln Gylll-

nosperllls bClong to relics of tbc palacotfopic~tcrtiary.  In.~A~ngiospcrnls, colrlpriscd prilllitivc or

ancicnt taxa arc thC nlost abundant in thc arca, 
·
I′hcre arc 476 palacOtropic gcncra, sdch as

· 69 ·



z:″ g``乃 口r`氵 c of J″ g`″″

'口

ct· ″c' E义·3``r尺

`口

″

``″

 of″
·
口

`″

〃
``r′

′″口rccc' Ro`fr召 口  of Co″ ·沙rF`夕 cF〃 c'

I9口p乃 f刀 FP乃 y′′″
`″

of r〃

`乃

@/3F″ c‘
’‘
``,C`l″

烫/日‘

`日

of a· r'``口 c召〃c, Κ 刀C`97日 of lryr`,`lr‘
`c‘

·
r″ ctC.. It

shows t1】 at thc rl。ra 。f thc vascular plants in thc arca is not only closcly rclated to palaeo-

tropic-tcrtiary gcIlera but atso kccps solidly iIlhcritancc of tcrtiary flora.

(4)  A.grcat nulllber of cn(1c】 nic taxa
·
rhcrc arc t、 vcntv gcncra cndcI△ ic to China in this rcgion, bcing 74.04%.of 27 cndcn1ic

oIlCs in iXizang platc‘ lu, 3 of thcln arc confincd t。 tllc arca, 17 arc conalllon not onlv in this rcgion

but other rcgions in China as、 vcl1,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 spccics, thc vascular plants llavc 1282 spccics and 197 varicties

cndcn)ic t°  this rcgion,  
·
rhcy I)clong· to 128 fan)ilics and.438 gcncra,  C)f thosc thc l):cridoplly-

tcs havc 98 spccics bclonging to ls fanlilics undcr 33 gcncra,Cymnospcr】 Ils 114 spccies and 18 va-

rictics to 3 fanlilics undcr 9 gcncra, the r1nglospcrms 1170 spccics and 189 varictics to 97 falnilics

under 369 gcIlc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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