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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观草属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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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810001)

摘　要: 鹅观草属是禾本科小麦族中的最大的属, 现知全世界有 4 组、20 系、126 种, 分布于北

半球的温带和寒带; 中国有 4 组、18 系、79 种, 主要分布于西北、西南、华北和东北, 是鹅观草

属植物种类最为集中的区域; 尤其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唐古特地区又是我国鹅观草属分布相对

密集之地, 有 3 组、12 系、30 种, 而且其间不同等级、不同演化水平的类群均有分布, 该地可能

就是该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同时, 唐古特地区多汇聚有鹅观草属不同等级的原始类群和与原

始类群很近缘的短柄草属植物, 其中最原始的大柄鹅观草特产于该区, 而该区缺乏的是高级

的大颖组类群, 故推测唐古特地区可能又是该属的起源地, 起源时间大约在青藏高原明显增

高、气候转凉的晚第三纪初的中新世。鹅观草属起源后, 在中国境内地质活动比较剧烈的地区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分化, 但只有少数适应性较强的类群大概以 3 条路径扩展到国外, 并

向东到达北美的巴芬岛, 向西延伸到大西洋滨岸, 向北进入寒冻的北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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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 ica l d istr ibution of R oegner ia C. Koch (Poaceae)

CA I L ian2b ing
(N o rthw est P lateau Institu te of B io logy,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X in ing 810001, Ch ina)

Abstract: R oeg neria is the largest genu s in T rit iceae of Poaceae, including 126 species, 20

series and 4 sect ion s. T he genu s is on ly dist ribu ted in the temperate and frig id zones of

the N o rthern H em isphere. A cco rd ing to T akh ta janπs (1978) reg ionaliza t ion of the w o rld

flo ra, R oeg neria w as found in 7 region s. Irano - T u ran ian region w ith 105 species, of

w h ich 70 are local endem ics, 20 series and 4 sect ion s, rank s the first among all the re2
gion s. T he h ighest concen tra t ion of the taxa and endem ics in the region occu re in Ch ina.

T he ch inese taxa of R oeg neria include 79 species, 18 series and 4 sect ion s, and are m ain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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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 ribu ted in N o rthw est, Sou thw est,N o rth Ch ina and N o rtheast reg ion s of the coun try.

T he mo st abundan t area fo r sect ion, series and species is in the T angu t reg ion regional2
ized by C. Y. W u in 1979. In th is sm all area there are 30 species, 13 series and 3 sect ion s,

and these taxa include the p rim it ive to the mo st advanced ones in the genu s. T hese facts

indica te that N E Q inghai2X izang P la teau is p robab ly the dist ribu t ion cen ter of R oeg neri2
a. Fu rthermo re, the T angu t reg ion has a lo t of p rim it ive taxa of R oeg neria, of w h ich R.

m ag n ip od a is the mo st p rim it ive species in the genu s, a lso a endem ic species in the re2
gion. In T angu t reg ion, on the con trary, there is no t the sect. C ilia ria w h ich is con sidered

as the mo st advanced sect ion in the genu s. Besides, the clo sely rela ted group of R oeg neria

is the genu s B rachyp od ium. Som e species of B rachyp od ium is no t on ly cen tred in T angu t

reg ion, bu t a lso their hab ita ts in the region agree w ith that of the p rim it ive species of the

genu s. H ence, it w as inferred that the T angue region is likely to be the o rig in p lace of

R oeg neria, the o rig inal t im e w as app rox im ately in the M iocene of N eogene w hen the

Q inghai2X izang P la teau had been ra ised to a certa in heigh t, and the clim ate in the area

had been changed in to arid ity and coo lness. A fter R oeg neria o rig inated from the T angu t

reg ion, it fu rther go t developm en t and differen t ia t ion in som e areas of Ch ina w here the

geo logica l act ivit ies w ere vio len t. How ever, a few taxa w h ich po ssess the h igher adap t2
ab ility d ispersed to fo reign coun tries in th ree m ain rou tes. T he first rou te is no rtheast2
w ard, and to the Baffin Island via the Bering Stra its and A laska; the second is no rthw est2
w ard, and to the A tlan t ic seasho rn via Kazakh stan and Cen tra l Eu rope; the th ird is

no rthw ard, and to the frozen A rct ic via M ongo lia and Sou thern Siberia.

Key words: R oeg neria; geograph ica l d ist ribu t ion; o rig in; d ispersa l

鹅观草属 (R oeg neria)是禾本科 (Poaceae)、小麦族 (T rit iceae) 中的大属、难属, 由于它

花序疏松、细狭, 小穗单生、多花、非篦齿状排列, 颖背扁圆、无脊, 外稃光滑或疏生短毛, 内

稃通常短于外稃、顶端钝或微凹等特征, 现多数学者不仅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属, 而且有

的学者还分析了它与近缘属的相互关系 [1～ 6 ], 尤其雀麦族 (B rom eae) 中的短柄草属

(B rachyp od ium )被认为是与该属有直接派生关系的近缘类群[1, 3, 6 ]。

目前, 鹅观草属的种类已基本搞清, 组、系划分已经排定[7 ] , 各个类群的地理分布也有

了一般性的记录、记载。在系统发育上, 既有根据单一证据作出的零散推断, 又有依据分支

系统学的原理和方法, 综合宏、微观多方性状所作的全面分析。所欠缺的是植物地理学方

面的研究尚未深入进行, 故本研究在这一基础上借助过去的研究资料, 利用组、系、种的自

然时空分布, 以阐明该属的分布中心、地理起源、起源时间及散布式样等问题。

1　分类系统简介

自鹅观草属创立以来, 该属的分类系统一般是以地区性质提出的, 其中最早的系统为

N evsk i 所建立。1934 年N evsk i 在《F1. U SSR》(苏联植物志) 中首次根据外稃芒的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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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将鹅观草属分为 2 个组; 以小穗的多少、排列、颜色, 颖的长短、脉数等在组下划分了

24 系、40 种[8 ]。嗣后, 我国学者耿以礼等在 1959 年问世的《禾本科图说》中基本沿袭了

N evsk i 的系统, 只是在类群数量上新增了 1 新组、15 新系、32 新种和 16 新变种[9 ] , 并在

1963 年的订正文章中将全部新类群作了拉丁描述[1 ] , 从而为杨锡麟 1987 年《中国植物

志》29 系、70 种、24 变种的编写奠定了基础[10 ]。

不过, 鹅观草属是个多变异、多形性的属, 尽管前人努力做了许多工作, 但在属的范

围、属内次级划分和种概念等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 即便是《中国植物志》第九卷第三分册

上修改过的体系, 也不仅组、系特征难于掌握, 就是某些种间性状也十分模糊。所以到了

1997 年, 作者再次对鹅观草属进行了修订, 按照“颖分组、芒分系”的原则在中国共划分了

4 组、18 系、79 种、22 变种[7 ] , 并后来经查认为中国类群的组、系划分也基本上包罗了国外

类群的隶属等级, 相差数额仅在 1、2 系之间, 即整个鹅观草属的次分类群展示如下:

组É 　半颖组 sect. É Gou la rd ia (H u sno t) L. B. Cai(包含 32 种)

　　系 1　阿拉善系 ser. 1 A lashan icae L. B. Cai

　　系 2　长芒草系 ser. 2 D olicha therae Keng

　　系 3　假花鳞草系 ser. 3 A n thosachnoid es Keng

　　系 4　犬草系 ser. 4 Can inae N evsk i

　　系 5　秋草系 ser. 5 S erotinae L. B. Cai

组Ê 　小颖组 sect. Ê R oeg neria (包含 20 种)

　　系 6　三齿草系 ser. 6 T rid en ta tae L. B. Cai

　　系 7　红原草系 ser. 7 H ongy uanenses L. B. Cai

　　系 8　高加索草系 ser. 8 R oeg neria

　　系 9　扭轴草系 ser. 9 S ch renk ianae L. B. Cai

　　系 10　紊草系 ser. 10 Conf usae N evsk i

组Ë 　大颖组 sect. Ë C ilia ria (N evsk i) H. L. Yang (包含 11 种)

　　系 11　齿草系 ser. 11 D en ta tae N evsk i

　　系 12　纤毛草系 ser. 12 C ilia res N evsk i

　　系 13　北方草系 ser. 13 B orea les N evsk i

　　系 14　宽叶草系 ser. 14 P la typ hy llae L. B. Cai

组Ì 　长颖组 sect. Ì Cu rva ta (N evsk i) H. L. Yang (包含 63 种)

　　系 15　大鹅观草系 ser. 15 G rand es Keng

　　系 16　缘毛草系 ser. 16 P end u linae N evsk i

　　系 17　弯穗草系 ser. 17 Cu rva tae N evsk i

　　系 18　狭颖草系 ser. 18 A ng ustig lum es N evsk i

　　系 19　狭穗草系 ser. 19 A ng ustae L. B. Cai

　　系 20　喜雅草系 ser. 20 H im a lay anae L. B. Cai

2　类群系统位置

根据最新的系统编排, 全世界鹅观草属有 4 组、20 系、126 种。由于这些类群不是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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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祖先一次所直接派生, 因而其各个类群的系统位置也不尽相同。就拿次分类群组、系来

说, 作者曾依据外部形态、核型、叶表皮解剖、胚乳细胞等性状均证实鹅观草属中的半颖组

最原始、小颖组次之、大颖组和长颖组较高级, 半颖组可能既派生了颖体瘦小的小颖组, 又

派生了颖体宽大的大颖组和长颖组; 鹅观草属中颖无芒的系原始, 颖具芒的系进化, 外稃

具直伸芒的系原始于外稃无芒或外稃芒弯曲的系[6, 11～ 14 ]。结果, 类群的这一系统位置关系

在新近作者进行的分支分析中, 基本上又再次得到了证实[15 ]。只是过去分析的系是 18

个, 缺少大颖组的北方草系和长颖组的喜雅草系, 而这 2 个系如以上述的演化结论推证,

则前者北方草系应比纤毛草系稍进化或接近于宽叶草系, 后者喜雅草系应略高于狭穗草

系, 位居该组进化之首。

至于种级阶元的系统位置, 虽然作者没有作过具体的细致研究, 但有一个原则可予以

肯定。那就是演化水平较高的组、系, 其内部种的总体演化水平较高; 演化水平较低的组、

系, 其内部种的总体演化水平较低。显然, 在鹅观草属 4 个组中最原始的半颖组所含的种

系统位置较低, 稍进化的小颖组所含的种系统位置渐高, 而高级的大颖组和长颖组所含的

种系统位置均高; 原始半颖组的 2 个系阿拉善系和长芒草系所含的种可以说是处于全属

类群演化的最低层次, 相应大颖组和长颖组中一些高级系如宽叶草系、狭穗草系和喜雅草

系所含的种则处于全属类群演化的顶级阶段。

3　地理分布

3. 1　属的分布

　　鹅观草属是一类具温寒特性的植物, 在地球上仅分布于北半球的温带和寒带, 但以北

温带分布类群为主, 分布区范围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尤以亚洲中部分布最普遍, 其

分布的东界可到达北美北部的巴芬岛, 如R. hyp era rctica, 西界可伸至大西洋海滨, 如犬

草 (R. can ina)、狭颖鹅观草 (R. m u tabilis) , 北界已濒临北冰洋沿岸, 如 R. borea lis、R. v il2
losa、R. k ronokensis, 南界扩展到了我国的滇、桂、台地区及美国西部的落基山脉, 如长芒鹅

观草 (R. d olicha thera )、细瘦鹅观草 (R. m acerrim a)、台湾鹅观草 (R. f orm osana )、贫花鹅

观草 (R. p aucif lora )等 (图 1)。

图 1　鹅观草属的地理分布

F ig. 1　T he distribu tion of the genus R oeg n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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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梯度上, 鹅观草属分布的最低记录是光穗鹅观草 (R. g laberrim a) , 可分布到海

平面之下- 30 m 的吐鲁番盆地; 最高记录是芒颖鹅观草 (R. a ristig lum is) , 可攀升到海拔

5 500 m 的喜马拉雅山脊; 而绝大多数类群的适生高度是在 1 000～ 3 000 m 之间。通常,

该属植物喜生于山坡、草地、河滩、沟谷、林缘、灌丛、田边、路旁, 可个别种类能在比较极端

的环境下生存。如鹅观草 (R. tsukush iensis var. transiens) 能在流水小河中生长, 变颖鹅观

草 (R. tsch im g an ica var. va riig lum is) 能在戈壁、沙漠中存活; 钙生鹅观草 (R. ca lcicola ) 适

生于石灰岩土上, 吉林鹅观草 (R. naka ii) 可在温泉旁寻觅; 多变鹅观草 (R. va ria ) 多见于

阳坡砾石, 短颖鹅观草 (R. brev ig lum is)常出现在湿地、沼泽等。

3. 2　属下类群分布

在分类学上, 鹅观草属的属下共划分了 4 级阶元, 即组、系、种和变种。其中除变种一

般没有固定的分布区外, 其它 3 级都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只是鹅观草属类群繁多、变异式

样致密, 形成了各类群分布区广狭悬殊、明显重叠的特点。

(1)半颖组 sect. Gou la rd ia。主要分布于亚洲的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东部, 分布区范围

大致在北纬 24°～ 69°、东经 0°～ 西经 120°之间。本组共分 5 系。

系 1　阿拉善系 ser. A lashan icae。含 6 种, 其中 2 种分布于中国的西北、西南, 另 4 种

分布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及远东。

系 2　长芒草系 ser. D olicha therae。含 11 种, 除 2 种分布于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外,

其余各种分布于中国的西北、西南及中南。

系 3　假花鳞草系 ser. A n thosachnoid es。含 6 种, 分布于中国西南、西北、华北, 中亚,

伊朗, 尼泊尔及印度。

系 4　犬草系 ser. Can inae。含 5 种, 是一个分布广泛的系, 几乎跨及整个组的分布

区, 但以中国、日本、中亚分布最普遍。

系 5　秋草系 ser. S erotinae。含 4 种, 仅分布于中国的西南、西北和华北。

(2)小颖组 sect. R oeg neria。集中分布于亚洲, 并以亚洲中部最普遍, 分布区范围大致

在北纬 23°～ 65°、东经 39°～ 150°之间。本组共分 5 系。

系 1　三齿草系 ser. T rid en ta tae。含 1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北, 呈狭域分布。

系 2　红原草系 ser. H ongy uanenses。含 4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南地区。

系 3　高加索草系 ser. R oeg neria。含 10 种, 除 3 种分布于中亚、伊朗和高加索地区

外, 其余 7 种分布于中国的西南、西北及台湾。

系 4　扭轴草系 ser. S ch renk ianae。含 2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北及西南地区。

系 5　紊草系 ser. Conf usae。含 3 种, 分布于中国西北、西南, 蒙古, 俄罗斯的东西伯利

亚及远东。

(3)大颖组 sect. C ilia ria。主要分布于亚洲的中部和北部, 个别种分布在欧洲的东部

至北部, 分布区范围大致在北纬 26°～ 70°、东经 7°～ 180°之间。本组共分 4 系。

系 1　齿草系 ser. D en ta tae。含 3 种, 分布于中国东北、华北、西北, 中亚及俄罗斯西伯

利亚。

系 2　纤毛草系 ser. C ilia res。含 4 种, 在中国广为分布, 但以东北、华北、华东及中南

较普遍; 日本、朝鲜、蒙古、俄罗斯远东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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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3　北方草系 ser. B orea les。含 1 种, 分布于中亚, 蒙古, 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和欧

洲东部至北部。

系 4　宽叶草系 ser. P la typ hy llae。含 3 种, 分布于中国西北, 中亚, 蒙古及俄罗斯西

伯利亚。

(4)长颖组 sect. Cu rva ta。分布区最宽泛, 分布于亚洲的中部、北部和西部, 整个欧洲

及北美的西部和北部, 分布区范围大致在北纬 28°～ 68°、东经 7°～ 西经 63°之间。本组共分

6 系。

系 1　大鹅观草系 ser. G rand es。含 13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北、华北, 俄罗斯西伯利

亚、远东, 蒙古, 中亚, 伊朗, 高加索, 欧洲北部和北美西部。

系 2　缘毛草系 ser. P end u linae。含 16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和东北, 国

外分布于日本, 蒙古, 中亚, 伊朗, 土耳其, 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 欧洲东南部及地中海沿

岸。

系 3　弯穗草系 ser. Cu rva tae。含 11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和东北, 蒙古、

中亚, 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也有分布。

系 4　狭颖草系 ser. A ng ustig lum es。含 11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北、华北, 俄罗斯的西

伯利亚、远东, 蒙古, 中亚, 高加索, 北欧以及北美的落基山脉与巴芬岛。

系 5　狭穗草系 ser. A ng ustae。含 11 种, 分布于中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华中, 俄罗

斯的西伯利亚、远东, 蒙古, 中亚以及北美西北部。

系 6　喜雅草系 ser. H im a lay anae。含 1 种, 分布于中亚, 印度和尼泊尔。

4　植物区系分布

4. 1　世界分布

　　现全世界 126 种鹅观草属植物, 按照 T akh ta jan (1978) 的世界植物区系划分[16 ] , 则分

布于塔氏的泛北极域 (Ho larct is)的环北方区、东亚区、大西洋—北美区、落基山区、地中海

区、伊朗—土兰区和古热带域 (Palaeo trop is) 的印度区。其中环北方区有 4 组、13 系、34

种, 占总种数的 26. 98% , 含 11 个特有种; 东亚区有 4 组、9 系、21 种, 占总种数的

16. 67% , 含 3 个特有种; 大西洋—北美区有 1 组、1 系、1 种, 占总种数的 0. 79% , 无特有

种存在; 落基山区有 2 组、4 系、5 种, 占总种数的 3. 97% , 无特有种存在; 地中海区有 2

组、2 系、2 种, 占总种数的 1. 59% , 无特有种存在; 伊朗—土兰区有 4 组、20 系、105 种, 占

总种数的 83. 33% , 含 70 个特有种; 印度区有 2 组、3 系、3 种, 占总种数的 2. 38% , 无特有

种存在。整个组、系、种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列出的数据中虽然伊朗—土兰区分布种类最多, 但鹅观草属在区内的分布仍不

均衡。若对照检查塔氏在该区下分的 12 个植物省, 则西亚或前亚亚区所辖的 8 个省分布

种类一般很少, 各省平均不超过 5 种, 存在的地方特有种也甚微; 而中央亚细亚区所辖的

4 个省分布种类一般较多, 最低的省也有 15 种以上, 且相当数量是地方特有种。显然, 鹅

观草属在该区分布的主体不在国外, 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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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中国分布

鹅观草属在中国共有 4 组、18 系、79 种[7 ] , 主要分布于中国的西藏、云南、四川、贵州、

青海、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及台湾等省区, 属于吴征镒 (1979)的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中

的泛北极植物区 (Ho larct ic K ingdom )和古热带植物区 (Paleo trop ic K ingdom ) [17 ]。其中泛

北极植物区的各个亚区均有分布, 只是种、系数量多少有异; 古热带植物区仅分布在马来

亚植物亚区中的台湾地区, 即惟产 1 种台湾鹅观草。现国产种的各亚区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1　鹅观草属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的分布

T able 1　T he distribu tion of R oeg neria in flo rist ic regions of the w o rld

组
Section

系
Series

环北方区
C ircum 2

bo rcal
R egion

东亚区
Eastern
A siatic
R egion

大西洋-
北美区
N o rth

Am erican
A tlan tic
R egion

落基山区
Rocky

M ountain
R egion

地中海区
M editer2

ranean
R egion

伊朗-
土兰区
Irano2

T uran ian
R egion

印度区
Indian

R egion

Gou lard ia

A lashan icae 4 2

D olicha therae 2 2 9

A nthosachnoid es 6 1

Caninae 2 2 1 1 2

S erotinae 1 3

R oeg neria

T rid en ta tae 1

H ongy uanenses 4

R oeg neria 1 9

S ch renk ianae 2

Conf usae 1 3

C iliaria

D en ta tae 1 1 3

C iliares 1 2 4

B orea les 1 1

P la typ hy llae 1 2

Cu rva ta

G rand es 4 1 1 11

P end u linae 4 7 1 15

Cu rva tae 1 4 11 1

A ng ustig lum es 6 2 8

A ng ustae 6 1 1 8

H im alay anae 1 1

总组数 4 4 1 2 2 4 2

总系数 13 9 1 4 2 20 3

总种数 34 21 1 5 2 105 3

特有种数 11 3 无 无 无 70 无

　　另外, 从整个国产鹅观草属的分布来看, 类群相对密集的地域是吴氏的青藏高原植物

亚区, 有 4 组、13 系、38 种, 还有 14 个特有种。可这些类群在该区的分布也并非匀称, 如进

一步再查考下去, 则吴氏细分的 3 个地区中以唐古特地区分布最多, 有 3 组、12 系、30 种,

喜马拉雅地区分布最少, 为 1 组、2 系、2 种, 帕米尔、昆仑、西藏地区分布居中, 为 3 组、8

系、13 种, 可见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又是中国鹅观草属类群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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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鹅观草属植物在中国植物区的分布

T able 2　T he distribu tion of R oeg neria in flo rist ic regions of Ch ina

组
Section

系
Series

欧亚森林
植物亚区
Eurasia
fo rest

subk ing2
dom

亚洲荒漠
植物亚区
A siatic
desert

subk ing2
dom

欧亚草原
植物亚区
Eurasia
steppe

subk ing2
dom

青藏高原
植物亚区
Q inghai2
X izang
p lateau
subk ing2

dom

中国- 日本
森林植物
亚区

Sino2Japan
fo rest

subk ing2
dom

中国- 喜马
拉雅森林
植物亚区
Sino2H i2
m alayan

fo rest
subk ing2

dom

马来亚
植物亚区

M alaysian
subk ing2

dom

Gou lard ia

A lashan icae 1 1 1

D olicha therae 1 3 2 7

A nthosachnoid es 2 4 1 1

Caninae 1 1 1 2 1

S erotinae 1 2 2

R oeg neria

T rid en ta tae 1

H ongy uanenses 3 1

R oeg neria 1 3 6 4 1

S ch renk ianae 1 2

Conf usae 1 1 2 1

C iliaria

D en ta tae 2 1 1 1

C iliares 2 3 1 1

P la typ hy llae 2 1

Cu rva ta

G rand es 3 1 1

P end u linae 2 1 6 5 5 4

Cu rva tae 5 2 4 5 4 1

A ng ustig lum es 4 1 2

A ng ustae 1 1 1 2 1

总组数 4 4 3 3 3 4 1

总系数 11 12 9 13 10 10 1

总种数 24 16 19 38 20 22 1

特有种数 6 1 4 14 3 5 1

5　讨　论

5. 1　现代分布中心

　　从前面统计的地理分布知道, 鹅观草属主要分布在世界的欧亚大陆, 并着重生长于塔

氏的伊朗—土兰区, 即此区拥有该属的全部组、系, 所含的 105 种、70 个特有种已占全属

总种数 (126)的 83. 3% , 各区总特有种数 (84)的 83. 3%。而伊朗—土兰区地域广阔、类群

分布不均一, 其分布的主体又在中国境内。中国现有鹅观草属植物 79 种, 占全属种数的

62. 7% , 所隶的 4 组、18 系, 与世界总次分类群相比仅差 2 个单种系。不过, 中国鹅观草属

的分布也不平衡, 其分布密集之地是青藏高原植物亚区, 特别是青藏高原东北侧的唐古特

地区, 其很小范围就有类群 3 组、12 系、30 种,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区系中任何一个同

级地区都是不可比及的, 应是鹅观草属分布的多度中心。

在唐古特地区分布的鹅观草属植物中, 处于各种系统位置的类群都存在。如组级阶元

上, 既有最原始的半颖组, 又有较进化的小颖组, 还有最进化的长颖组, 只是缺乏长颖组的

姊妹群大颖组。在各个组内, 原始和进化的系也同时并存。如半颖组中分布的长芒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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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系比较原始, 秋草系比较高级; 小颖组中分布的三齿草系相对低级, 扭轴草系相对

进化; 长颖组中缘毛草系位置偏低, 狭穗草系位置显高。并且即使在一个系里, 原始和高级

的种也往往有体现, 如长芒草系中分布的大柄鹅观草 (R. m ag n ip od a)就格外原始, 可能是

全系、全组、全属最原始的类群[6 ] , 而其它分布的种原始程度均有所减轻。由此看来, 唐古

特地区又是该属植物的多样化中心。现鉴于该区兼具 2 个中心, 则根据确定分布区中心的

两条原则[18, 19 ] , 可以认为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鹅观草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

5. 2　可能的起源地

在化石资料缺乏的情况下, 要探知植物类群的起源地, 通常要借助于现存类群的地理

分布。但地理分布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起源中心必须集中有更古老、更原始的种

型[18, 19 ]。所以依据这一观点, 不难看出鹅观草属中最原始的种型大柄鹅观草仅分布于我

国青藏高原的唐古特地区, 与大柄鹅观草相近、同处长芒草系的植物毛穗鹅观草 (R. tri2
chosp icu la )、长芒鹅观草和高株鹅观草 (R. a ltissim a) 也发生在这一区域, 而与长芒草系近

缘、同处半颖组的原始系阿拉善系、假花鳞草系也分别有类群汇聚于此; 相应, 该区缺乏的

是高级的大颖组类群, 即便有进化或较进化的小颖组和长颖组植物存在, 也多为组中原始

系种型, 即小颖组在该区分布 9 种, 其中就有 6 种属于原始的三齿草系和高加索草系, 长

颖组分布 13 种, 其中有 10 种属于原始的缘毛草系或弯穗草系。此外, 鹅观草属的外类群

是短柄草属[15 ] , 短柄草属一般被认为是鹅观草属最直接的始祖[1, 6 ] , 现短柄草属的分布区

早已跨及整个青藏高原, 一些类群如短柄草 (B . sy lva ticum var. sy lva ticum )、草地短柄草

(B . p ra tense) 不仅普遍分布于高原境内的唐古特地区, 而且在外部形态、适生生境上与鹅

观草属的原始种型大柄鹅观草、毛穗鹅观草、高株鹅观草等非常接近。可见, 鹅观草属由短

柄草属植物样的祖先在青藏高原东北部被派生出来是有可能的。况且, 一般新植物的繁生

是出现在地质环境发生重大变革的地区和时期。纵观鹅观草属的分布范围, 唯有青藏高原

是个位置特殊、地质气候变迁最大的区域, 是极易促成该属植物呵成创生的天然境地。

5. 3　大概的起源时间

如果说鹅观草属的地理起源与青藏高原有关, 那么它的起源时间必须与青藏高原的

地史、气候变迁密切相联。根据地史资料报道, 青藏高原在新生代的早第三纪初即古新世

还属欧亚大陆南部古地中海的一部分[20～ 22 ], 当时由于海水浸没, 作为旱生性极强的鹅观

草属植物是不可能在水域环境中滋生存活的。到了第三纪的始新世, 由于印巴次大陆与欧

亚大陆相撞, 致使海浸所淹的青藏高原由北向南逐渐抬升成陆, 但新成的陆地海拔低下,

受海洋季风影响, 气候十分炎热湿润, 作为具温寒特性的鹅观草属植物来说, 也不可能在

此气候下生长发育的。可到了第三纪的渐新世, 特别是晚第三纪初的中新世, 青藏高原隆

升海拔已见增高, 其气候已由湿热转向干凉, 高原北部初步具备了新类群适生、繁衍的自

然条件, 因而鹅观草属在这一时期得以创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再者, 从鹅观草属的近缘类群来看, 已知有地理起源的属是以礼草属 (K engy ilia ) 和

大麦属 (H ord eum )。其中以礼草属曾把鹅观草属作为外类群, 并被认为是直接派生于鹅

观草属[23 ] , 而以礼草属的地理起源已被证实是在我国的天山地区, 起源时间是在晚第三

纪末或第四纪初[24 ] , 如是这样, 则系统位置较低的鹅观草属在晚第三纪初的中新世起源

于比天山隆升较早的青藏高原是不相悖的。过去的研究还证实大麦属可能起源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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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25 ] , 也许在第三纪前的白垩纪就演化产生了[26 ] , 但大麦属的系统位置要比鹅观草属低

得多, 因为依据小麦族小穗的演化趋势[2, 4 ] , 大麦属穗轴节上着生的是三联小穗, 比之穗轴

节上着生单生小穗的鹅观草属来自然要原始些, 故原始的大麦属起生较早、进化的鹅观草

属起生较晚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5. 4　现代分布格局的形成

鹅观草属植物于第三纪的中新世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诞生后, 便开始向周围区域扩

散。而当时的周围区域受青藏高原继续抬升的影响, 地质活动增强, 各大山脉、高原陆续形

成, 气候渐趋凉温化, 为鹅观草属原始类群的拓展提供了空间和场地。鹅观草属植物一方

面朝向适合自身生存的境域侵展, 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临新的生态挑战, 尤其在环境变革

比较激烈的地区, 也会产生新的适应类型, 新类型也会同样向四周扩散, 结果在青藏高原

东北部的唐古特地区形成了现代分布中心。

图 2　鹅观草属的主要散布途径

F ig. 2　T he m ain dispersal rou tes of the genus R oeg neria

在青藏高原隆升的作用下, 地质变革较大的区域 (大山、高原) 多集中在中国, 国外仅

在个别区域有过大的地质运动, 这是造成中国鹅观草属植物种类丰富、特有现象普遍、多

数类群集中西部、难于向外传播的重要原因。鹅观草属中只有少数适应性较强的类群分布

到了国外。分布到国外的种大体从 3 个路道自寻出境, 即一个为东北道, 其代表种有日本

鹅观草 (R. tsukush iensis)、纤毛鹅观草 (R. cilia ris)、毛叶鹅观草 (R. am u rensis) 等; 另一个

为西北道, 其代表种有高山鹅观草 (R. tsch im g an ica )、天山鹅观草 (R. tianschan ica )、异芒

鹅观草 (R. abolin ii) 等; 还有一个基本上算是正北道, 其代表种有紊草 (R. conf usa )、直穗

鹅观草 (R. tu rcz an inov ii) 等。南道未出境, 主要是由于热带可暑气候的侵扰、以及巍巍喜

马拉雅的阻隔。不过, 出境后的种也并非终止于国界附近, 多数种仍继续伸延、占据更为广

阔的领地, 如狭颖鹅观草东边分布到了北美的落基山脉, 西边分布到了大西洋近岸, 北边

扩展到了乌拉尔北部的北极地区。并且, 有的种甚至继续分化, 产生更适远方分布的新种

型, 如 R. kam cz ad a lorum、R. hyp era rctica 可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东西伯利亚一直侵生

到北美的阿拉斯加或北部的巴芬岛; R. borea lis、R. f ibrosa 已伸扩至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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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半岛; R. p anorm itana 喜生于地中海沿岸; R. tu ruchanensis 适宜于寒冻的北极地区。

因此, 综合类群的系统位置与地理分布, 不难分析鹅观草属从起源中心开始的散布主要通

过 3 条路径来实施的: 第一条东北向途径, 经白令海峡、阿拉斯加到达加拿大东北部的巴

芬岛和美国西部的落基山脉; 第二条是西北向途径, 经哈萨克斯坦、中欧到达大西洋滨岸;

第三条是北向途径, 经蒙古、南西伯利亚到达寒带北极地区 (图 2) , 从而形成鹅观草属的

现代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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