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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垂头菊属是菊科干里光族一乘吾亚族中的一个大属,也是中国—喜马拉雅地区的特有

唇。全属有 67种和 5个变种 ,中 国均产,其 中有 19种也见于缅甸、不丹、锈金、尼泊尔、印度

和克什米尔地区。

该属分为 3个组 :垂头菊组、羽脉纽和平行脉组。第一个组是原始的,具有肾形叶和掌状

叶脉,含 17种 (若包括羽脉组具掌式羽状脉的 5种 ,其总数达 22种 ),占 总种数的 25.3%。 其

他两个组较为进化,具线形一圆形的叶和羽状、掌式羽状及平行脉,含 m种 ,占 总种数的

74.5%。 属的分布区介于东经 75°
~103° E和北纬 25° 40′

~39°
20′ N,可分为 4个小区:①东

南峡谷小区 介于东经 92° -lO2° E,北纬 25° 40′
~29°N,有 3组 ,44种 ,其 中 35个是特有种 ,

14个是原始种。②喜马拉雅小区(含克什米尔) 介于东经 75°
~92°E和北纬 26°⒛

′~31° N,

有 3组 ,⒛ 种,其中 15个是特有种,4个是原始种。③青藏高原东部小区 介于东经 92°E以

东和北纬 29°N以北,有 12种 ,其中5个是特有种,2个是原始种。④羌塘高原小区 介于东

经 78° 3()′
~92°E和北纬 31° -36° N,只有 4个种 ,没有特有种,仅有 1个原始种。

该属可能起源于柒吾同伞房组的原始种。起源时间在老第三纪。

如上所述 ,东南块谷区拥有大量的种 ,其中很多是特有种和原始种 ,毫无疑问这一小区是

本属的现代分布中心。起源中心在按断山南段 ,由此沿喜马拉雅向西,种类显著减少,仅有 5

个种见于克什米尔地区;向北,沿横断山系到祁连山,也只有 4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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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头菊属 0o犯刀洗o涉功″ Benth.是菊科千里光族柒吾亚族中的一个大属,现有 67

种 ,中国全产 ,部分种类分布于缅甸东北部及喜马拉雅山区诸国。属的分类及属下分类等

级经 Clarke(1876)、 H∞ker(1881)、Good(1929)、 Koyam(1968)、 刘尚武(1982,1989)等

的研究和修订 ,已有明确结果。并在《中国植物志》77卷 2分册中进一步作了全面记述。

由于 Good(1929)、刘尚武 (1980)对该属的起源、演化及地理分布仅提出过一个初步的见

解,因而有必要就此问题再继续作深人探讨。

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960059)和 中国科学院生物分类区系学科发展特别支持费资助课题。



属的系统位置

垂头菊属作为独立的属已经得到广泛承认 ,但它在菊科千里光族 TIrb.senecloneae

中应置于哪一亚族中,则有不同的见解。H∞ker最 早将本属置于款冬亚族 Subtrib.

Tussilagininac中。Jeffrey和 Chen(1984)赞同这一作法。最近林有润 (1997)将该属与近

缘的橐吾属 L钮此腕 G甾 ,等组成一个新亚族— 柒吾亚族 subtib.Ligulelninae,较 之

前人有进步,也是合适的,但其范围仍需再议。据我们的研究 ,款冬亚族(或蜂斗菜亚族 )

的两个属,款冬属 Tz血细胆 和蜂斗菜属&勿s切5早春先花后叶的生育特点是极为独特而

原始的习性 ,形成了季节性的生殖隔离 ,避免杂交 ,所以款冬属分布虽广 ,但迄今仅有一

种。另从染色体特征看(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 ,待发表),染色体大小不等 ,二型性强 ,也不

同于受吾属等,故而款冬亚族仅保留上述两属的处理是正确的。

垂头菊属与橐吾属在系统位置上相近 ,亲缘关系密切,不少性状具有平行演化的趋
势 ,地理分布上两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在同一地区,即中国横断山地区的南段(云南西北部
和四川西南部),表明它们在历史发生上有紧密的联系。

属的主要性状及其演化

垂头菊属的主要检索性状一如过去的研究 ,有明确表述 ,但为了探讨属的起源,还需
择其要者作出性状演化趋势。

(1)具有不育叶丛 ,花茎自不育叶丛外围叶腋中抽出,当年死亡 ,而不育叶丛中心的
主芽多年存活,类似

“
单轴分枝

”
。例外的是矮垂头菊 C.hz',z切 和条裂垂头菊 C.

/ccim砌″,没有不育叶丛 ,花茎发自根茎的节上 ,类似
“
合轴分枝

”
,属 于进化的一支。

(2)叶基生和茎生,具鞘是原始性状 ;而茎生叶苞叶状或苞片状 ,则是进化种类的特
征。茎生叶与基生叶同形 ,较小至不同形或完全异形 ,呈苞片状 ,是一个完整的演化系列。

(3)叶形从肾形
一

卵形
一

长圆形
一

线形 ;叶脉为掌状9掌式羽状
一

羽状
一

羽状平行
或平行。肾形叶和掌状叶脉是原始性状 ,与橐吾属相同。依据叶形及叶脉将该属分为 3

个组 :垂 头菊组 (sect.G勿叼,z`杨伤″″,具 肾形 叶,掌 状 叶脉 )、 羽脉组 (sect.

Pi刀
`z四

彦i″rt〃5具 卵形或长 圆形 叶,掌 式 羽状或 羽状 叶脉 )和 平 行脉组 (sect.

P口犯
`z召

zz″er仍s,叶披针形或线形 ,叶脉羽状平行或平行),组 间界限明确。仅羽脉组戳舌
系 ser.Cˉ z‘彳幽功的 5种 ,似乎是一个过渡类型,舌状花的舌片倒披针形 ,先端截形 ,浅裂 ,

叶脉掌式羽状与原始种相似 ,其中有的种叶羽裂或叶卵形,具羽状脉与进化种类又有联
系。在橐吾属属下分类中叶形和叶脉也是主要特征和依据。

(4)头状花序单生 ,少数种头状花序排列成总状。该属的原始种无一例外地都具单
生的头状花序 ,总状花序是后起的。这与橐吾属花序演化序列相反 ,单生头状花序仅在少
数进化种类中出现。

(5)总苞片多数是 2层 ,少为 1层 ,基部略合生。总苞片的质地通常是叶质 ,狭窄 ,与

管状花等长 ,但有 2个种 ,钟花垂头菊 C,∞
`,氵

p7z″

`￠

r况m和裂叶垂头菊 C.pz刀肥‘劫砌 ″
的总苞片膜质,紫色或黑紫色,宽大,花瓣状,远 长于管状花,或在小舌垂头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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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c石‘,gJoss么″2中 ,总苞片狭长圆形 ,比管状花长 2倍以上,在花期 ,中部以上平展 ,内面常

橘红色 ,形似舌状花。显然都是为了吸引传粉者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适应选择 ,以补充舌

状花的消失或极度退化。总苞片花瓣状的性状 ,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演化起点。

(6)头状花序辐射状 ,边缘小花舌状 ,舌片远长于总苞片,最长达 6cm(长舌垂头菊

C.pm″″)或与之等长(小垂头菊C.″曰刀″仞),极个别种的舌状花具小舌片,其长为总苞

片的 1龙 ,与管状花等长(小舌垂头菊 C.″zFcrod灬勿彻)。 少数种无舌状花或同一种有或

无舌状花。舌状花的消失是适应高寒生境的一种减化。

(7)舌状花舌片形状的多样性在该属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近缘属没有哪一个能与之

相比。舌片形状有 3大类 :倒披针形、楔形或叉形 ,先端平截、浅裂或圆形具小齿 ;卵状披

针形、披针形或狭披针形至线形 ,先端渐尖或尾状渐尖 ;长 圆形、椭圆形或阔椭圆形 ,先端

钝或急尖。第一类仅见于原始种中,第三类多见于进化种类 ,而第二类则两者兼有。舌片

的形状是区别种的重要检索性状之一。

(8)瘦果的性状在种的划分中无价值。一般果皮为黑灰色,具肋 ,但在变叶垂头菊

C.mrFF乃″″″中,瘦果紫红色或白色 ,肋 间红色 ,或在壮观垂头菊C.″沩J``中 仅肋间紫

红色。使人联想到向日葵 HeJz@″此仍s@″刀幽sL.或红花 乙″朊″″″sr而 f氵o”“sL.的瘦

果。这一变异在近缘的橐吾属中不曾有记载,可能也是一个新的演化起点。

(9)冠毛通常与管状花花冠等长,个别的例外是冠毛很短 ,仅与管状花管部等长或无

冠毛。这一演化系列见于体态完全相同的灰绿垂头菊 C.g`‘zz石c切″l^短缨垂头菊 C.

拓勿”杨勿″″一柴胡叶垂头菊C,b妒肠 ”foJ砌 z`z中 。后者无冠毛。

垂头菊属与橐吾属的平行演化

依据属的主要演化趋势 ,结合外类群 ,大吴风草属 Far∫咄切″ Lind1.以 及橐吾属的特

点(刘 尚武,1994),两 属在形态特征、染色体数目、地理分布和起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平行

演化现象 :

(1)形态演化  两属的叶形都是肾形
一

卵形0长圆形一线形 ;叶脉从掌状
一

羽

状→羽状平行或平行。具肾形叶,掌状叶脉的类群都是原始的,而具羽状或平行叶脉的种

类则是进化的。依此性状演化 ,垂头菊属分为 3个组。橐吾属也有相应的组和系(刘尚武

等,1994)。 其他性状 ,诸如叶全缘
一

分裂,但具分裂叶的种 ,无一例外都是原始或较原始

的种。总苞片 2层-1层 ,分离或合生。头状花序有舌状花
一

无舌状花 ,两属都有 ,只是

橐吾属中无舌状花的种较多而已。染色体根据前人记录和作者的研究,2n=58或 60,显

然都是多倍化起源。

(2)地理分布  橐吾属种类较多,约 140种 ,虽 为欧亚大陆分布式样 ,但 主产亚

洲 ,欧洲仅有 2种 ,其现代分布中心在我国横断山。垂头菊属为中国—喜马拉雅地区分

布式样 ,现代分布中心也在横断山,两属的部分种类均沿喜马拉雅山到达克什米尔地区。

两属分布区部分重叠 ,现代分布中心在同一地区是少见的,表明它们在发生上有密切联

系。

(3)起源  两属的原始种类都起源于我国。橐吾属起源于我国四川东部、华中、华

东至华南的华夏古陆,而垂头菊属则起源于康滇古陆的横断山南段。两属的初始交汇点
· 55 ·  ·



在横断山东界 ,此处也正是东亚植物区系中,中国一日本和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两个

亚区的分界线。

橐吾属的原始种如鹿蹄橐吾 L.方耐gso`2zj(分布于湖北西部到横断山〉叶肾形,叶脉

掌状 ,典型的花序是伞房状 ,但头状花序数目会减少 ,有时单生 ,后一情形则与垂头菊属的

原始种几乎雷同。细茎橐吾 L.肋曲历 (分布于我国陕西太白山、四川经横断山到西藏 ,

沿喜马拉雅山至于尼泊尔),叶肾形 ,叶脉掌状 ,典型的花序是总状 ,但常有单生的头状花

序 ,有人也曾把该种归人垂头菊属中。可见橐吾属原始或较原始的种都会出现单生的头

状花序。虽然缺乏化石证据 ,但根据形态和现代地理分布可以推测垂头菊属起源于橐吾

属的原始种类。

两属尽管有一系列平行演化的现象 ,但橐吾属头状花序排列成伞房状、总状、极少单

生 ,总苞阔钟形至细筒状 ,基部平截或楔形 ,原始种类具伞房花序等与垂头菊属不同,在演

化上各自达到了属级水平 ,是两个独立的属。只是垂头菊属起源较晚,与橐吾属亲缘密

切 ,分布区重叠 ,种间区别特征多有交又 ,形成的类型多,应是一个新特有属。

现代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也和生物本身的外部形态和遗传成分一样 ,是各种进化过程以及地壳气候

的长期变化相互作用的最终产物(stebbins,1964,中 译本)。 垂头菊属是我国青藏高原及

喜马拉雅山区的特有属 ,在 中国,分布于西藏(43种
)、 云南(33种

)、 四川(23种
)、青海(9

种)和甘肃(8种 )。 按吴征镒(1991)中 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垂头菊属应是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型的属。按吴征镒(1979)中国植物区系分区,垂头菊属是泛北极植物区一

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和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的特征属。属的现代地理分布的范

围,东起横断山东界 ,西止克什米尔 ,南依喜马拉雅山及南坡的高山带 ,北界南迦一帕巴特

山
一

昆仑山→祁连山,约当东经 75° ~103° E和北纬 25° 40′
~39°

20′ N。 属的分布区略呈

三角形 ,其周边为高大山系环绕。但在四川北部和甘肃西南部稍稍超过了东经 103° E。

另有 1种 ,即箭叶垂头菊 C.阳gz历ヵJzz佣 ,仅见于云南东川及会泽 ,其分布区与属的分布
区隔离(图 1)。

垂头菊属的分布区较大 ,但绝大多数种的分布是狭域的。以其种数的多少和地理环

境可分为 4个小区 :

I.东南峡谷小区  即属分布区的东南角,地处喜马拉雅东段(含缅甸东北部)和横

断山南翼 ,主体是三江峡谷区,大致为东经 90° ~103° E,北纬 25° 40′ ~29° N。 此区有 44

种 ,占总种数的 65.5%,其 中特有种 35种 ,原始种 19种 (其总种数 22种 ),羽脉组有 22

种 ,平行脉组 3种。在此区中,仅云南西北部就有 32种 ,将近总种数的一半左右。

II.喜马拉雅小区  此区范围大体在克什米尔的南迦一帕巴特山
一

冈底斯山
一

念

青唐古拉山以南地区,约当东经 75° ~92°E和北纬 26° 30′ ~31°N(克什米尔达 34°N)。 地

处喜马拉雅山主体部分 ,有 20种 ,占总种数的 29.9%,主要种类是羽脉组的,其中特有种
15种 ,原始种 4种。在不丹一尼泊尔和西藏南部一带种类最为集中,克什米尔仅有 4种。

III.青藏高原东部小区  即属分布区的东北角 ,地处念青唐古拉山以北 ,止于祁连

山。约当东经 92° ~103°E,北纬 31° ~39°
20′ N。 此区有 12种 ,占总种数的 18%,其中有 5

·  · 56 ·



≠|

办

″

种
沦

￠紫
市

.i·

◇

袋
扌

` 顿
本

一

一
一

)
一

社

n
.
'
`
.

lf

海
本

`映

`

^冫
辶

K
〓

人

`ˉ 冬

河   南

川

∠
.

建
备妇镣

平

江

‘冫

` 冷

窳

'
●
ν
f

江
1

袖

‘
¨

濑

南

河

/''^′
′′

窳

丿

'
)

?
`
;越

老
湾

△__ˉ犭坐_ˉ±匹L~●型干米

比拼尺  二干五百万分乏一
泰

国 挝

o
闷

r冬 1 垂头菊属的地理分布图

1东南峡谷区,2喜马拉雅区;3青藏高原东部区;4羌塘高原区
rig( I)istribution oF Cremanthodiulll

l southeathcrn Corgc Rcgion;2.liin181aya Region,3 Eastcrn Qinghai-Xizang Plateau Region,4,Qiang-tang Platcau Rcgion

本



个特有种,2个原始种。

IV.羌塘高原小区  位于冈底斯山
一

念青唐古拉山以北 ,唐古拉山主峰以西 ,约 当

东经 78° 30′
~92°E和北纬 29°

~36° N。 仅有 4种 ,其中有 1个原始种 ,但该种也见于其他

3个小区,没有特有种和平行脉组的种。

垂头菊属的种类在属分布区内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多数种的分布是狭域的,而且多

是
“
山头种

”
。仅有少数种分布较广 ,例如喜马拉雅垂头菊 C.d召cois,z召 j从云南西北部沿

喜马拉雅山分布至克什米尔 ,也分布于毗邻的羌塘区,沿横断山向北到达青海南部(杂多

县)和东部(河南县)。 车前状垂头菊 C.召踟s△ 分布式样与上种相同,但向北扩散到祁连

山。盘状垂头菊 C.djscod幽 7冫z自 四川西北部 ,向 西南经西藏中部止于尼泊尔,向北到达

祁连山。条叶垂头菊 C.`J72e‘″ 和褐毛垂头菊C.br、″″召opazo、功″ 由四川西北部北上 ,

经西藏东北部 ,前者到达祁连山,后者止于西倾山。两者均不见于横断山南段和喜马拉雅

山。在属分布区的西端(克什米尔)有 4种 ,其中小垂头菊 C.忽ヵ仍7冫z从尼泊尔到克什米

尔,也见于羌塘区,但在《中国植物志》77卷 2分册中,由 于包括了小舌垂头菊 C.

,刀 acrogJoss“
`,2,故

有分布到甘肃、青海之说 ,现予纠正。另外 3种是车前状垂头菊、喜马拉

雅垂头菊和宽舌垂头菊 C.cr″ aco山勿s。 属分布区的北缘(祁连山)也有 4种 ,即盘状垂头

菊、车前状垂头菊、条叶垂头菊和矮垂头菊 C.】切
`″

z`召 ,后一种是从云南西北部向北扩散

而来 ,但不见于喜马拉雅山区。上述两地有 1个共有种 ,但没有特有种。一个属分布区边

缘没有新种形成 ,除了生态原因外 ,也证明本属起源较晚。

起源与散布

从垂头菊属现代地理分布看 ,东南峡谷区,特别是横断山南段(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

南部)地史古老,为康滇古陆,境内山高谷深 ,从山脚到山顶往往具备了热带、亚热带到高

山寒带的各类植被 ,为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区域(李锡文 ,1993)。 此区是著名的三

江峡谷区,由 于纬度偏低 ,地形多样 ,气候湿润为该属种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

态环境 ,物种形成极为活跃 ,分化强烈,特有程度高 ,有 65,6%的 种,86%的原始种和 35

个特有种 ,以及原始的和最进化的类型均出现在这一地区。此区虽小 ,但它却是该属的现

代分布中心。一个属的分布区在其历史过程中不曾发生严重的逆行变化时,那么,种类最

大多样的发源地 ,即为该属的真正
“
发源中心

”
。把原始种的分布区看作是发育原始中心 ,

原始种的分布便导致了该属近代种的发育(托尔马乔夫 ,1965)。 可以认为,垂头菊属由橐

吾属发生在中国西部的高山地区一 云南 ,在喜马拉雅上升之后 ,它开始从这里向西分布

(吴鲁夫 ,1964)。

该属种类起源之后 ,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线扩散的。以起源地— 横断山南段为中

心 ,向西沿喜马拉雅山到达克什米尔地区。在喜马拉雅山中部 (锡金一尼泊尔)和西藏南

部形成了一个次生的分化中心。该中心主要是羽脉组的种 ,有 15种 ,其中有 13个特有

种 ,有 4个原始种 ,其中2个来自横断山,2个是特有的,即掌叶垂头菊 C.加
``92@`z/″

z和垂

头菊 C.r召
`zzヵ

r″c,但 它们分别 是 长柱垂 头菊 C.,`l耐∝cp`2幽
`,z和

叉 舌垂 头 菊

C.油o″ s(,,z″ 的替代种 ,前者叶掌状分裂,后者舌状花的舌片倒披针形 ,先端圆形 ,具小齿 ,

在原始种类中是较为进化的。尽管特有程度高,但均是进化的具羽状脉的种 ,因此 ,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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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是原始的分化中心。另一条路线则是由横断山南段向北散布,到达祁连山。本属种

类向北扩散时,仅形成了少数几个特有种 ,总种数明显减少。显然纬向地带的生态环境是

限制因素。在两条路线的中间,即羌塘地区和青海可可西里地区,由 于海拔高,水热条件

更差 ,限制了该属种类的生存和发展 ,仅有的 4种 ,其分布也偏于羌塘地区的南部。

垂头菊属种类在扩散中只有车前状垂头菊分别达到了两条路线的终端。不少种类在

扩散中常形成地理替代种 :如喜马拉雅垂头菊在由云南西北部 ,经四川西北部至青海南部
(杂多)的散布中,在 四川西北部形成了一个地理替代种— 狭舌垂头菊 C,s沏嘤r炳、仍″,

该种向北达到青海巴颜喀拉山口。条叶垂头菊由四川西北部向北扩散至祁连山。该种在

西班东部仅见于林芝和米林 ,而在西藏错那和不丹另有 1种与条叶垂头菊体态十分相似

的不丹垂头菊 C,b`l″姻″ic泌″,两者体态一样 ,叶形一致 ,但后者叶先端钝圆,舌片椭圆形

与前者不同,形成了纬向地理替代种。在矩叶系 Ser.C.Wo″解姻 中以基生叶长圆形、卵形

或倒卵形 ,茎生叶苞片状 ,总苞被毛与否的类群中,共有 18种 ,除去广布的车前状垂头菊

外 ,其余 17种的分布格局是横断山南段有 6种 ,西藏东南部(加查、朗县)2种 ,喜马拉雅

山中部利西藏南部 7种 ,西喜马拉雅山 2种。上述各地种数均不合共有种。横断山的 6

种中,有 2种也见于西藏东南部 ,但后面 3个地区的种绝不出现在横断山,形成了经向地

理替代种。灰绿系 Ser,G拓四田有 9种 ,分布式样与上系相仿 ,横断山南段有 5种 ,西藏

东南部 1种 ,喜马拉雅山中部及西藏亚东 3种 ,其中 2种的花序总状 ,舌 片很短,最为特

化。所有这些都表明随着喜马拉雅山的隆升,为羽状组种类的分化创造了良好环境 ,新种

在不断形成 ,有些种类可能是复合群 ,种间性状交又 ,区别不易。相比之下 ,原始类群的物

种分化较弱 ,仅有 3种不见于起源地。

本属种类生于海拔 2400~56()0米 的高山灌丛、高山草甸和高山冰缘带的流石滩。大

多数种生于海拔 3000-4800米 的山区。生于最低海拔的种类是条叶垂头菊,从海拔

2400米的高山灌丛至 4800米的高山草甸 ,但不见于高海拔的流石滩。一般说来 ,原始种

类大多生于高山灌丛和高山草甸 ,个别种可见于林缘和流石滩与高山草甸的过渡地段。

进化的具羽状脉的种大都生于高山草甸和高山流石滩 ,后一生境中,大约有 15种左右。

在低纬度地区,本属种类生于海拔较高的山区,而在高纬度地区生长地的海拔则明显降

低。纬度的补偿现象在本属种类中有明显的体现。因此 ,本属种类的垂直分布和替代现

象很难有明确的划分。

近缘属橐吾属 L1g仍J@'z口 植物的生境是林下、林缘、濯丛(含高山灌丛)和高山草甸 ,

仅有一种可达到高山流石滩。垂头菊属植物的生境更具高原特色 ,不见于林下和林缘 ,也

没有林生植物的习性 ,表明本属起源于高山。

关于垂头菊属的起源时间,由 于缺乏化石及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现代地理分布则是推

断起源时间的惟一选择。该属种类最为集中的横断山南段 ,按吴鲁夫(1964)的观点是最

古老的,在被子植物发生时已经存在了。西藏 ,特别是它的东部 ,像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余

部分一样 ,在始新世时还被古地中海的水在盖着 ,因此 ,它的区系没有古老的特征。况且

在第三纪时 ,虽然喜马拉雅开始抬升,部分陆地出现 ,但西藏和云南还是热带和亚热带的

常绿阔叶林(陶君容 ,1992)。 青藏高原自始新世晚期脱离海浸成为陆地后 ,至上新世未 ,

地面高度仅 1()()0米左右 ,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的新构造运动为大幅度整体断块上升 ,累

计上升 35(X)~4(X)()米 (李吉均等△979)。 由此看来 ,该属 65%的种类集中在横断山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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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分布格局表明,该属起源时间应在喜马拉雅山开始抬升之前。正如吴征镫(1987)

指出的,在热带山区本来就有广泛的亚热带至温带区系,而横断山第三纪古热带区系,随

喜马拉雅山不断隆升为温带区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活跃舞台。因此 ,该属的起源时间

应在老第三纪 ,比粢吾属要晚(刘尚武 ,1994)。 随着喜马拉雅山及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 ,

为该属种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该属原始种类集中在横断山南段 ,而进化种

类则在喜马拉雅山中部和西藏南部形成了一个次生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 ,就是最好的例

证。而少数种类出现在属分布区的西端与北缘,可能更晚。因为在晚更新世 ,青藏高原的

自然景观终于接近现代格局(李吉均等 ,1979)。

论

(1)垂头菊局是我国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高山地带的特有属 ,也是上述地区植物区

系的特征属。

(2)垂头菊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均在横断山南段。起源时间可能在老第三

纪。

(3)垂头菊属起源于橐吾属的原始种类。两者一系列的平行演化现象就说明这一

点。

(4)垂头菊属的扩散主要是沿喜马拉雅山向西分布和沿横断山向北迁移。其间,形

成了很多地理替代种 ,这与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多次隆起有关。

参 考 文 献

王文采,1994.横断山区维管植物 ,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史旦宾斯著 ,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译△965.植物的变异和进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刘尚武△980.垂头菊居的起源与分布 青苡高原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129-130

刘尚武,1982.垂头菊属的分类研究 高原生物学集刊 1;49~59.

刘尚武,1985.吴征镂主编,西藏植物志 北京 :科学出版社.4:836-857,

刘尚武,1987.中 国植物志,77卷 2分册.增补 高原生物学集刊 △27-33,

刘尚武,1989中 国植物志,77卷 2分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

刘尚武,1996.青海植物志,3卷 .西宁 :青 海人民出版社

刘尚武、邓德山、刘建全△994.橥吾厨的起源、演化与地理分布.植物分类学报.32(6)514-524.

托尔马乔夫著 ,李锡文和宣淑洁译△965分布区学说原理.北京 :科学出版社

吴征镂,1979.论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问题.云南植物研究.7(4):361-371

吴征镂,1987西寂植物志,5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吴征镂,1991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云南植物研究增刊 4:1~139

吴鲁夫著,仲崇信等译,1964.历史植物地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李吉均等,1979青豉高原隆起的时代、辐度和形成探讨 中国科学.6:6080616

李锈文,1993.横断山脉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云南植物研究.15(3):217~231.

林有润△997,中 国菊科植物系统分类与区系的初步研究.植物研究,17(1);6~27.

陶君容,1992中 国第三纪植被和植物区系历史及分区.植物分类学报,30(1):25~43,

G∝dR.1929 The Taxonomy dld G各 名raphy of the sin0hin alayan Gcnus C`留 ″u″″tα访“”:Benth Joum Luul soc u)t,

48; 267~301.

Hara n,Cluter A o,Williams L H J 1982.An En1mentlσ l of the nowenng P1alts of Nepa1.Iヵ lld(ll:Tnlstees&

·60·

士
日

彡
〓



Br1“sh Muscun】 (Nat,IIsO.3:34035.

H∞kerJ D,1881.non Brltish Indlca.L狈 由】:L.Reeve&.Co.3:3∞ ~322,

Jeffrey C,Chen Y L,1984.Taxoi`onlV studis on the Tib s·″∝to,7召je(Co`”.加

`″
)dE· Asia Kew B1111 39(2);

205~254

Kovan】 aH,1968 Taxonomc studies on tlle Thb.5● ,:茁 io9】四召0f E.Asla II.Enun℃ ratlon of t1】e specis of E.`ba.Mem

Fac sci Kyoto uruv 防 les。f区olog、 .20(1):19~ω

Polunin O.stanton A,1985.nowers。 fH血猛hya lヵ ndoil:Oxford univ Prc§ ,

Wuz Y,1988.Hengdtun Motntain rlora a· ld its s gnificatlon,Joum Jap Bot.63(9);297-311.

ON THE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0F THE GENUs CREMANT!Ⅱ 0DI【
`∶

″r BENTⅡ

Liu shangwu Ho Tingnong Chen shilong Liu Jianquan
(Nonhwst Phteau Il<t lltC of Bio吒 y,thC Chin6e A∞ dmly of scicnc6.km滔 ,81αⅪ 1)

Abstract

Cn印兹.nmα

`拟

″ Benth.is onc of thc large gencm in subtib. L:g″ 切″切夕e.It is endeIIllc to the

H“lalavan reglon and Chna.Altogα hcr 67 species a1△ d5vanet芯 arc rcoorded up to datc md∝ cuhn Chna

while 19 specles are dispened over Mya:¨ ,Bhutan,skklm,Nepal,India and KashnIr.

C″7奶耐h〃J“ ″: nkly bc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C沼刀lc″油α拓″″ , P:m`〃
`i,2σ

犰否 and

Pcm氵
`e`j7】

″叨‘.The fist section rep心 Fnt a rektivay pru1】 1“Ve giotlp mth kidncy-shaped lcBves ard Ixah】】atc

vetns,including 17 species and cα 】.pnsIng 25.3%of the world tota1.The two other sectloi⒖ mth 50 species

are relativdy advanced and陀 ve linear t。 rαndd leav6 alld pln!late to panllel wins.

The dIstnbution range of Cre″饣″沥α伍″77:is located at 25° 40′
~39°

20′ N,75° ~lO3° E.It may be

dimdcd it into 4 ge()graphical r唿 !ons:(1)Sotlthcastem Gorge R吃 l◇n.It is situated at 25° 40'~29°N,92° ~

102° E.and has 3∞ ctlons and 44 species,of w.hich 35 are end伍 ric and 14 belong to sα义.Cr田刀口刀′几α茄〃″2.

(2)mⅡ·nla”n Reglon(incl11ding Kaslu】 △r).It is at1ated at 26° ⒛'~31° N,75° ~92°E,including 3 scctlα s

and 20 specles wnth 15 endemic.(hly 4 specis belong to scct.Crmu.刀 腕咖″″.(3)砀stcrn Qilgha1-Xmng

platmu Reglon.It lies to the east of 92° E aild north of 31° N,includ】 Ilg 12 species,of which 5 are endemic

and 2 belong to sect.Cr印 吧″俄‘泷u″:.(4)9ang Tang Plateau Reg,on.It is atmtd at 31°
~36° N,

78° 30'~92°E and has only 4 5pecies,wltlDtlt cndeIIuc spccls.

The gcnⅡ  Crg,,2o″ 功(以J“〃 perhaps denved fKm sect.C0r)印 .&M召 of△ zgu汤r1c(L.)Cas.Tlle ongln

time of C″″饣″访α妨″″l is in the early Teniary.

As statd abc)ve,rr心 t specics are in gⅪ theastem nver gorge reglon,where a lot of endemic and pnmitlvc

species my be fα lnd.Therefore,here is a nlain disolbutlon center and the ongln center rIlay bc in the south

regon of Hengduan nK)untaln s冷 tef)s.

Key womds:G刀77:`ui加召;C石″姆″砒α拓“〃 ;Dstnbutlon;(△ g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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