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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称猴桃属植物地理分布

及其区系特点研究

赵运林 刘享平

(湖南湘潭师范学院生物系
,

湘潭 4 11 2 01 )

摘 要 湖南琳猴桃属植物有 21 种 13 变种
,

主要分布于湘南和湘西两地区
,

经分析研究
,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

区系有如下特点 : ]
、

种类比较丰富
,

是构成湖南森林植物区系林间植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 2
、

地理成分比较复

杂
,

种的分析显示出以中国特有分布为主的特点 ; 3
、

种间
、

种内分化强烈 ; 4
、

特有种较多 ; 5
、

与邻近地区称

猴桃属植物区系的关系密切
,

最后
,

作者对湖南称猴桃属植物的起源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推测
.

关锥词 称猴桃属 ; 区系分析 ;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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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湖南植物区系的历史和 自然条件

在大地构造上
,

湖南属华南地台东部的扬子准地台和南华准地台两个大地构造单元
,

系

渊源于震旦纪扬子陆台和华夏陆台
。

此陆台自寒武纪至二迭纪反复海侵
,

直至三迭纪印支运

动地壳普遍抬升
,

海水从此全部退出地面
,

逐渐形成今 日地貌雏形
,

再经侏罗纪一白翌纪燕

山运动
,

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便成为现代湖南地貌
。

华南地台上升时期也正是地球上陆生植

物推陈出新
、

急剧变化和发展的时期
,

此期地球上经历了种子藏 ( R er id os pe mr s) 一本内苏

铁 (B e n n e t t i t a le s )一苏 铁 (C界 a d a l e s )一银 杏 (G i n k g o a le s )一松 柏类 (C o n
ife

r s )一 被子 植物

(A n ig os pe ~ )几个阶段
。

有 的学者认为 被 子植物起源 于联合古 陆未分裂之前的三迭

纪 〔 ’ 0, ` 2〕 ,

那么华南地台的复起正好与新生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发生发展相配合
,

而且

古雪峰山 (江南古陆 ) 自寒武纪海浸以来一直屹立于古海洋水面之上
,

终未沉沦
,

这块不沉

没的陆台更为陆生植物的肇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裸子植物和被子植

物
,

同时赋于湖南植物区系深刻的邃古性
。

湖南历经沧桑发育成今日东西南三面环 山
、

中部为丘陵
、

北开 口为洞庭湖平原的
“

马蹄

形
”

地貌
。

南部有南岭山脉与广东和广西交接 ; 东部有幕阜
、

连云
、

九岭
、

罗霄诸山与江西

毗邻 ; 西部
、

西北部有雪峰山和武陵山盘踞
,

与贵州
、

四川
、

湖北接界并构成黔鄂高原之一

部分
。

由于湖南地史悠久
,

境内多山且地形复杂
,

又处在我国南部的地形过渡和转折带上
,

即南岭山地一东南丘陵一江汉洞庭湖平原的过渡和黔鄂高原一东南丘陵和江汉洞庭湖平原的

过渡
。

这就构成了湖南植物区系起源古老
、

区系成分复杂
、

各方植物汇合过渡等特点的历史

和地理背景
。

2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的分布规律

据统计
,

现知湖南称猴桃属植物有 34 种 (包括 13 变种
,

后同 )
,

占国产称猴桃属总种

数 ( 98 种
,

包括种下单位 ) 的 34 .7 %
。

其中
,

我国特有种有 30 种分布于湖南 (表 l)
。

2
.

1 水平分布

称猴桃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
,

尤以我国的滇
、

桂
、

湘
、

川
、

黔
、

赣
、

浙
、

粤
、

鄂
、

闽

等省
、

区分布多
、

密度大 (表 2)
.

其总的分布规律是 : ( l) 越往南分类群越多越复杂
,

但

邻近的岛屿及亚洲热带地区分类群甚少
,

如台湾只产 5 种和海南仅产 2 种
,

越南
、

印度
、

不

丹等均只产 1 种 ; (2) 越往北分类群越少
,

如青海
、

宁夏
、

新疆和内蒙古不产 ; ( 3) 几乎所

有中国的邻国都有称猴桃属植物的分布
,

但种类很少
,

这些国家都是该属 的分布边缘 ; ( 4)

在种类多而分布密集的省
、

区称猴桃属植物多分布于山地林中
,

说明该属植物的生境与森林

植被有密切的关系
。

从湖南称猴桃属植物的水平分布来看
,

在南北方向上
,

由于纬度的不同

导致了热量分布不同
。

湖南南北跨纬度 5
0

19
/ ,

由南至北经历了南亚热带一中亚热带一北

亚热带的过渡
,

地形由南岭山地过渡为东南丘陵
,

再下降为洞庭湖平原
,

这些因素必然对植

物的分布产生影响
。

湖南北部 (主指洞庭湖平原 ) 几乎没有称猴桃属植物的分布
,

而在其南

部则有较多的种类分布
,

计有 18 种
.

在东西方向上
,

由于湖南东
、

西两地区的地形
、

地

貌
、

气候和土壤等因素的差异甚大
,

尤其是西部地区
,

它为云贵高原的东缘部分
,

·

受云贵高

原的影响较大
,

因而西部地 区称猴桃属植物的种类多
,

计有 29 种
,

而东部地 区其种类贫

乏
,

仅有 2 种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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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湖南产称猴杉瞩`A c tii ni dd夕植物
Ta b le 1 Se pc i e s o fA e ti ni i da i n H una n

种 类 产 地

I 净果组 s ec 七 及io c a , a e n u n n

1
.

紫果称猴桃 A
.

a gr ut a
va

r
.

p u rP u er a
慈利

、

宜章
、

桑植
、

石门

.2 陕西殊猴桃 A
.

a gr ut a
va

r
.

ig ar idl i 城步

3
.

圆果称猴桃 A
.

g ot ob as 宜章
、

黔阳
、

新宁

4
.

黑蕊称猴桃 A
.

me al n a n dr a
衡山

、

城步
、

洞 口

5
.

里叶称猴桃 A
.

m e al n a n d r a v a r
.

c r e t a c e a 桑植

6
.

无髯称猴桃 A
.

m e al an
n d r a va

r
.

g al be 那 en
,

衡山

7
. *

葛枣称猴桃 A
.

p口掀
a 脚 a

桑植
、

龙山
、

城步
、

石门
、

洞 口

8
.

对粤称猴桃 A
.

, a vl at
a

龙山
、

衡山
、

慈利
、

洞 口
、

城步
、

石门

9二狗枣琳猴桃 A
.

ko ot m ik at 洞 口
、

沉陵
、

石门

H 斑果组 S ec t
.

M
a c u la t a e D u n n

红茎称猴桃 A
.

ur br ic a u li s

革叶称猴桃 A
.

; u b r ic a 别 115 v a r
. 。 o r ia e e a

.

硬齿称猴桃 A
.

。 a
llo sa

尖叶称猴桃 A
.

ca llo se ya
r

.

ac
u川 in at

a

毛叶硬齿称猴桃 A
.

ca llo sa va
.r st r ig illo sa

A
.

e a
llo sa v a r

.

h e n yr i

A
.

c a ll o sa v a r
.

id sc
口 ot r

,

.0.1.2.3.4.6.5

l 7

l 8

19
.

20
.

京梨称猴桃

异色殊猴桃

华南称猴桃

金花称猴桃

清风藤称猴桃

毛蕊称猴桃

糙 毛 组

美丽称猴桃

奶果殊猴桃

星 毛 组

黄毛称猴桃

厚叶称猴桃

绵毛称猴桃

A
.

g la uc op hy lla

A
.

e h yr sa n th a

.A sa b ia efo ila

A
.

tr ic h o g y an

S ce t
.

S tigr
o sa e L i

A
.

洲月亡价口月口

A
.

ca orn 咖iaI va .r

gla uc e
sc

e
附

S ec l
。

S t e lla t a e L i

A
.

fu vl ic 口ma
A

.

fu 八ic
口

ma va .r aP
c
hJ 叨hy lla

A
.

户才
v iC o o a

va .r
anI

a ra

桑植
、

保靖
、

慈利
、

大庸
、

龙山
、

石门
、

通道

永顺
、

慈利
、

桑植
、

沉陵
、

石门
、

大庸

石门
、

大庸
、

慈利

汝城

宜章
、

新宁
、

大庸

湘西
、

湘南
、

湘东

湘西
、

湘南
、

湘中

江永
、

宜章
、

江华
、

新宁
、

道县
、

芷江
、

洞 口
、

城步
、

绥宁

芷江
、

宜章
、

资兴
、

通道
、

城步

宁远
、

宜章

大庸

江华
、

江永
、

黔阳

绥宁

长叶柄殊猴桃
.

阔叶殊猴桃

安息香称猴桃

小叶称猴桃

毛花称猴桃

两广称猴桃

中华称猴桃

硬毛称猴桃

A
.

c in e ar sc e n s
va

r
.

ot gn ieP
t ot la at

A
.

aI t扣 iaI

A
.

ytS ar c

扣 iaI

A
.

aI c e o la t a

A
.

e r i a n rh a

A
.

iaI gn g u a
gn

e n

iss
A

.

c h in e n s i s

A
.

de ilc io sa

A
.

so br 扣 il a

宜章
、

桂东
、

汝城
、

炎陵县
、

资兴
、

江华
、

洞 口
、

通道

凤凰

武冈
、

洞口
、

城步
、

道县
、

宁远
、

江华
、

东安
、

绥宁

道县

湘南
、

湘西
、

湘中

芷江

宜章
、

淑浦

湘南
、

湘西
、

湘中

江华

全省广布

龙山
、

大庸
、

桑植
、

黔阳
、

慈利
、

石门
、

城步

城步
、

洞 口

111.2l.22W.23..2425..2627...30..28293l32旅

3 4
.

花揪称猴桃

注 : *

者非中国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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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称猴相瞩植物在湖南西部和南部的垂直分布
称猴桃属植物在湖南西部和南部从海拔 160 一 1 80 0 m 之间均有分布

。

在海拔 SOO m 以下的地带
,

主要分布有硬齿称猴桃
、

异色称猴桃
、

中华称猴桃
、

对粤

称猴桃
、

红茎称猴桃
、

黄色称猴桃和狗枣称猴挑等 8 种
。

在海拔 5 00一 8 0 0 m 之间的地带分布有 17 种称猴桃属植物
。

它们是硬齿称猴桃
、

异色

称猴桃
、

京梨称猴桃
、

金花称猴桃
、

中华称猴桃
、

硬毛称猴桃
、

毛花称猴桃
、

华南称猴桃
、

对粤称猴桃
、

红茎称猴桃
、

小叶称猴桃
、

阔叶称猴桃
、

黄色称猴桃
、

绵毛称猴桃
、

狗枣称猴

桃
、

毛髯称猴桃和厚叶称猴桃
。

在海拔 800 一 1 Z oo m 之间主要分布有紫果称猴桃
、

硬齿称猴桃
、

毛叶硬齿称猴桃
、

京

梨称猴桃
、

金花称猴桃
、

中华称猴桃
、

硬毛称猴桃
、

长叶柄称猴桃
、

毛花称猴桃
、

圆果称猴

桃
、

对尊称猴桃
、

华南称猴桃
、

红茎称猴桃
、

小叶称猴桃
、

阔叶称猴桃
、

绵毛称猴桃
、

狗枣

称猴桃
、

花揪称猴桃和毛髯称猴桃等 19 种
。

在海拔 1 2 0O m 以上的地带主要分布有紫果称猴桃
、

陕西称猴桃
、

京梨称猴桃
、

硬毛称

猴桃
、

毛花称猴桃
、

圆果称猴桃
、

华南称猴桃
、

清风藤称猴桃
、

狗枣称猴桃
、

奶果称猴桃和

毛蕊称猴桃等 12 种
。

由以上可知
,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主要分布于海拔 1 o oo m 左右的地带
。

3 区系特点

3
.

1 种类丰富 它们是构成湖南森林植物区系林间植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

现知湖南称猴桃

属植物有 34 种
,

占国产称猴桃属总种数的 34 .7 %
,

在我国各省区中
,

仅次于云南而居第二

位
。

3
.

2 地理成分较复杂 目前 已知称猴桃属植物计有 59 种
,

我国为主产 区
,

除 A ict
n i id a

str ig o as (产尼泊尔和锡金 ) 和 A
.

eP et lo lt’i (产越南 ) 2 种我国不产外
,

其余种类均产
,

且

特有种多 (达 51 种 )
。

在我 国称猴桃属植物集中分布于秦岭以南和横断山脉以东的大陆地

区
。

现根据湖南产称猴桃属植物 21 种及 13 变种的分布情况分析如下 :

( l) 沿 日本和我国秦岭以南诸省
、

区至喜马拉雅地区分布的种类仅有狗枣称猴桃 1种
。

( 2 ) 中国至 日本分布的种类仅有葛枣称猴桃 1种
。

( 3 ) 中国至喜马拉雅山区分布的只有硬齿称猴桃 1 种
。

( 4) 中国亚热带地区至热带亚洲分布的仅有阔叶称猴桃 1种
。

( 5 ) 中国特有分布的有异色称猴桃
、

紫果称猴桃
、

陕西称猴桃
、

圆果称猴桃
、

毛叶硬齿

称猴桃
、

京梨称猴桃
、

华南称猴桃
、

黄毛称猴桃
、

厚叶称猴桃
、

绵毛称猴桃
、

长叶柄称猴

桃
、

安息香称猴桃
、

小叶称猴桃
、

毛花娇猴桃
、

两广称猴桃
、

中华称猴桃
、

美味称猴桃
、

毛

蕊称猴桃
、

花揪称猴桃
、

黑蕊称猴桃
、

噩叶称猴桃
、

无髯称猴桃
、

对尊称猴桃
、

尖叶称猴

桃
、

红茎称猴桃和革叶称猴桃等 30 种
.

综上所述
,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以中国特有分布式样为主
。

3
.

3 种间
、

种内分化强烈 国产称猴桃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位于秦岭以南
、

横断山脉以

东地区
,

尤以云南 ( 2 2 种 14 变种 )
、

湖南 ( 21 种 13 变种 )
、

广西 ( 巧 种 13 变种 )
、

四川

( 16 种 7 变种 )
、

广东 ( 13 种 7 变种 ) 和贵州 ( 11 种 8 变种 ) 分布的种类多
、

密度大
.

在这

些地区
,

本属植物无论是在种间
,

还是在种内均发生了强烈的分化
,

形成了众多的特有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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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种
。

根据梁畴芬 ( 18 9 3 )的研究
,

称猴桃属净果组 ( S e c t
.

L e io c a , a e D u n n ) 是该属最

原始的类群
。

此组共有 10 种 12 变种
,

除其中的软枣称猴桃
、

狗枣称猴桃和葛枣称猴桃 3 种

在朝鲜和 日本有分布外
,

其余种类均为我国特有
。

而且这组植物的分布范围亦主要是在秦岭

以南
、

横断山脉以东地区
,

因此这一地区很可能与称猴桃属植物的起源有关
。

3
.

3
.

1 种间分化
。

前 已述及
,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计有 21 种
,

其中净果组 5 种
、

班果组 6

种
、

糙毛组 1种
、

星毛组 9 种
,

因而种间分化是明显的
。

①圆果称猴桃 (产广西和湖南 )
、

红茎称猴桃 (主要分布于湖南
、

广西和西南 ) 和花揪

黔猴桃 (主产贵州和湖南西南部 ) 等 3 种均为我国特有种
,

它们很可能是受云贵高原的抬升

而分化出来的
。

其中圆果称猴桃是介于软枣称猴桃和黑蕊称猴桃之间的过渡类型
,

它与前者

的区别是叶背为粉绿色
,

有别于后者是其叶为阔卵形
、

果为圆球形
。

花揪称猴桃与特产于我

国贵州的倒卵叶称猴桃 ( A
.

o b vo at
“
) 近缘

,

其区别点是植物体较后者粗壮
,

叶较厚
,

叶背

除星毛外
,

中
、

侧脉还被黄褐色绒毛
.

同时
,

它也与中华称猴桃颇近
,

但其叶形和叶背稀薄

的毛被以及绿色的果皮容易与之区别
。

②华南称猴桃 (产广东
、

广西和湖南 )
、

金花称猴桃 (产广西
、

广东和湖南等省
、

区 )
、

美丽称猴桃 (产广西
、

广东
,

南可抵海南
,

北可达湖南
、

江西 ) 和黄毛称猴桃 (产广东中部

至北部和湖南南部 ) 等 4 种亦均为我国特有种
,

主要分布于南岭 山地
,

它们很可能是在南岭

山地独特的地理
、

气候和生态条件下分化出来的特有种
。

其中华南称猴桃与纤小称猴桃 ( .A

g ar ic ll’s ) (广西特产 ) 是一对近缘种 ; 两广称猴桃与黄色称猴桃最近缘
,

两者叶背的紧密毛

被是很相像的
,

但前者叶较薄
,

常为卵形
,

偏长的叶其顶端为急短尖或急渐尖
,

叶腹面完全

无毛
,

叶柄较长
,

其毛被则较薄
。

③在净果组内出现 了髓部由片层状至实心的分化
,

其中葛枣称猴桃可以说是此分化联系

的桥梁
。

它一方面与具片层髓部的软枣称猴桃和狗枣称猴桃近缘
,

另一方面也与具实心髓的

种类如对尊称猴桃亲近
。

④中华称猴桃主产我国秦岭以南各省
、

区
,

在湖南境内均有分布
,

它与之极为相近的硬

毛称猴桃在分布上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此两种在纬度带上的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
,

但在

经度带上
,

前者偏东
,

后者偏西
,

两者的分布区有一个相叠的部分
,

即陕西南部
、

河南
、

湖

北
、

湖南西部和广西东北角
.

而且中华称猴桃的垂直分布较低
,

硬毛称猴桃的垂直分布较

高
.

这是一个有趣的植物系统分化和地理分化相结合的例子
.

此外
,

硬毛称猴桃与特产于我

国四川
、

陕西
、

湖北等地的城 口称猴桃 ( A
.

ch
e
gn ko ue ns is )

,

无论是在叶形
、

花序
、

花曹

上
,

还是在果实上的毛被都很相像
,

无疑两种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

只是后者在叶背上不普遍

被有星状毛
,

而小枝
、

叶柄和叶脉上的毛又远比硬毛称猴桃上较硬较盛
,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

果枝较短
,

叶片较小
,

这些差别使它们各自具有独立的特征特性
,

故不能与硬毛称猴桃并列

在一个种里
。

从毛被特征衡量
,

还是放在粗毛组为宜
.

因而可以推测城 口称猴桃是糙毛组中

的某一种和硬毛称猴桃杂交发展而来的
.

这样
,

也为糙毛组和星毛组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线

索
。

还有
,

特产于四川城 口 的星毛称猴桃 ( A
.

st e

all ot 一 l’lo as ) 与硬毛称猴桃在枝条
、

叶
、

花等部分形态十分接近
,

但叶背已无典型的星毛组叶背具星状毛被的特征
,

而叶的质地
、

叶

背带粉绿色和叶脉特征等则与叶背完全洁净的毛蕊称猴桃 ( A
.

t ir ch o幻
少n a) (斑果组 ) 相

似
,

看来星毛称猴桃可能是上述两种的天然杂交种
,

从而为星毛组不完全星毛系的来源提供

了一方面的依据
。

3
.

3
.

2 矛卜内分化
。

与种间分化相 比
,

称猴桃属的种内分化更加强烈
。

国产称猴桃 57 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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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2种发生了种内分化
,

变种达 41 种之多
。

有些种类如软枣称猴桃和 中华称猴桃等的分化

尤为强烈
。

湖南产称猴桃属植物种内分化亦是比较明显的
。

在湖南产 13 变种 中有 3 变种为

湖南特有
,

它们是 : 无髯称猴桃 (产衡山 )
、

尖叶称猴桃 (产汝城 ) 和长柄称猴桃 (产道

县 )
。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湖南称猴桃属在种内分化方面是强烈的
。

其中无髯称猴桃原种

即黑蕊称猴桃
,

主产长江流域以南
。

此种分化十分强烈
,

共分化出 5 个变种
,

即黑蕊称猴桃

(A
.

m e al an n dr a va
r

.

m e al an n

dar ) (原变种 )
、

噩叶称猴桃 (湖北
、

湖南 )
、

无髯称猴桃 (湖

南衡山 )
、

广西称猴桃 (A
.

o e al n a n dr a v a r
.

k w a

gn
s ie n

iss) (特产 广西 ) 和褪粉称猴桃 (A
.

m e al n a n

dar va r
.

su cb on co le 峥 (特产浙江 )
。

每变种的产地不同
,

这可能是原变种长期适应

不同生境而分化的结果
.

尖叶称猴桃的原种即硬齿称猴桃
,

它主产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省
、

区
,

西起云贵高原和四川大陆
,

东至台湾省均产
.

本种是一个庞大的类群
,

形态种种
,

除原

变种外
,

共分化出 5 个变种
,

即台湾称猴桃 (A
.

ca llo sa va
r

.

fo
r m o sa n a) (特产台湾省 )

、

毛叶硬齿称猴桃 (产贵州
、

广西
、

湖南等省
、

区相接壤地 区 )
、

京梨称猴桃 (产长江以南各

省
、

区
,

尤以四川
、

湖北
、

湖南等地最盛
,

甘肃
、

陕西及华东地区也有少量分布 )
、

异色称

猴桃 (产长江以南各省
、

区 ) 和尖叶称猴桃 (产湖南汝城 )
,

除异色称猴桃
、

京梨称猴桃

外
,

其余变种 的分布均具有 明显的地带性
.

长 叶柄称猴桃的原种即灰 毛称猴桃 (.A

c l’n er acs ae s)
,

共有 3 个变种
,

其中原变种和菲叶称猴桃 (va
r

.

t en
u

办 ll’a )特产于广东
,

均为

南岭山地的特有变种
.

此外
,

还有几种是不为湖南特有
,

但分化强烈的种类值得提及一下 : ①软枣称猴桃是一

个分布范围很广的种类
,

从最北的黑龙江岸至南方的五岭山地都有分布
,

而且分化强烈
,

共

分化出 5 个变种
,

并且其分布区带有明显的地带性
.

其中
,

软枣称猴桃 (原变种 ) 和心叶称

猴桃 (A
.

口gr ut a va
r

.

co
r d扩b ila ) 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

,

凸脉称猴桃 (va r
.

ae yr 口sa ) 和紫果称猴

桃(va
r

.

P u rP ur ea ) 主产长江流域以南各省
、

区
,

陕西称猴桃主产秦岭以南各省
、

区
.

②红

茎称猴桃 (A
.

ur br ic au ll’s) 是特产于我国西南地区的种类
。

此种分出 2 个变种
,

即红茎称猴桃

( 原变种 ) 和革叶称猴桃 ( va
r

.

co
r ia ce a)

,

均分布到湖南的西部
。

③奶果称猴桃主产西南各

省
、

区
,

在湖南的西南部也有分布
,

其 中原变种— 肉叶称猴桃 (A
.

ca rn os 扣 ll’a va .r

ca rn os 办 ila )为云南特有
,

看来该种及其变种的形成与云贵高原的抬升密切有关
.

④前已述

及的黄毛称猴桃很可能是南岭山地分化出来的特有种
.

这个种的分化也是很强烈的
。

共分化

出 3 个变种二即黄毛称猴桃 (原变种 )
、

厚叶称猴桃和绵毛称猴桃
。

综上所述
,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无论是种间分化
,

还是种内分化都是比较强烈的
。

3
.

4 特有种多 特有种多是国产称猴桃属植物区系一个重要特点
,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区系

亦是如此
.

在湖南产 3 4 种称猴桃植物中
,

有 30 种为我国特有种
,

占国产该属特有种总数的

33 %
,

占湖南产本属总种数的 88 %
。 b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特有种占有如此大的 比例
,

也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了本属植物在湖南的分化是明显的
。

4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的比较

现将湖南称猴桃属植物区系与其他地区该属植物区系 比较于表 2
。

从表 2 可 以看出
,

湖

南称猴桃属植物区系与广西
、

广东
、

江西和湖北等地区称猴桃属植物区系有密切的关系
,

同

时与云南
、

四川
、

浙江
、

福建和陕西的称猴桃属植物区系亦有密切的关系
.

湖南称猴桃属植

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称猴桃属植物区系的密切关系只能归结于它们在发生和来源上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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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南称猴桃属植物的来源

根据 Co rn q ui s t( 1 8 91 )和 Da h lg e rn ( 1 8 3 9)的系统
,

称猴桃科 (A e t i n id i a e e a e ) 包括称猴

桃属
、

藤山柳属 (C le m at oc let h ar ) 和水东哥属 (aS ur au ia )
。

从胚胎学和血清学的证据表明
,

称猴桃不仅与山茶科有较近的关系
,

而且与杜鹃目山柳科也有关系
,

所以推测称猴桃科可能

是山茶科这个支干上衍生来的一个分支
,

并通过这个分支把山茶 目和杜鹃 目连接起来 〔5 〕 。

又据王文采 ( 199 2) 的研究
,

称猴桃属 (花单性
,

雌雄异株 ; 雄蕊多数 ; 花柱分生 ; 浆果 )

与藤山柳属 (花两性 ; 雄蕊 10 ; 花柱合生 ; 朔果 ) 近缘一这二属各同时具有原始的特征和

进化的特征
,

因此
,

很难判断那一个较原始
, 、

那一个较进化; 更难于确定谁 比谁年轻
。

汤彦

承
、

向秋云 ( 19 89 ) 认为这二属是姊妹群
,

并推测这二属可能是从共同祖先的水东哥属

(S a u ar “ ia ) 在云贵高原一带演化出来的
。

如果是这样的话
,

这二属可 能是相 当古老 的类

群 ( 4 〕 .

表 2 湖南殊猴桃属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的比较l)

·

aT ble 2 C o
m aP ir so n o f A e rin iid o s衅

e ies be wt ee n H皿
n a

诚
n e i g hbo ur i n g er g io us

地 区 湖 南 广 西 贵 州 广 东 江 西 湖 北 云 南 四 川 浙 江 福 建 陕 西 安 徽 甘 肃

总 种 数 3 4 2 8 19 2 0 16 15 3 6 23 18 9 8 8 5

与湖南共有种数 16 14 12 1 1 10 10 9 8 8 7 6 4

l) 各省
、

区总数均包括变种在内
.

称猴桃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
,

尤以我国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种类多
,

分布密度

大
.

该属只有 3 种自我国西南部云贵高原北部一带分布到 日本和原苏联远东地区
,

有 2 种向

南分布到印度尼西亚
,

有 1 种 由云贵高原向西达喜马拉雅山区
,

在喜马拉雅山区还特产 1

种 〔 ’
,

2 〕 .

净果组是该属最原始类群
,

共有 10 种及 12 变种
,

主要分布于秦岭 以南
、

横断山

脉以东地区 ; 班果组是该属 4 组中分布最西 (约 85
O

E 的西藏南部 ) 的组
,

亦是唯一与喜

马拉雅山区称猴桃属植物区系有关系的组
,

其中硬齿称猴桃 (A
.

ca llo sa )为本组中分布区最

大
、

变种最多的一个种
。

这个组的大多数种类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 ; 糙毛组的分布特点是种

的分布区很星散
,

又是该属 4 组中分布区最小的一个
,

其星散
、

孤立
、

互不相干的分布状况

恰好同该组种与种之间缺乏密切联系的特征相一致
, 。

在系统发育上是本属最不发达的一

支; 星毛组分布最南 (赤道附近 )
,

大多数种类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大肺上
,

显示出亚热带分

布的特点
.

在区系上它是联系东南亚植物区系的组
,

该组有两个分布很广的种
,

即阔叶称猴

桃 (A
.

al t如而) 和中华称猴桃 (A
.

ch in en 润
,

它们的广大分布区无疑是与它们在本组系统

发育中强大的影响力相一致的
。

由以上分析可知
,

我国秦岭以南
、

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称猴桃属的种类多
、

分

布密度大
,

而且原始类群也多集中分布于这一地区
,

因此
,

上述地区既是称猴桃属植物的现

代分布中心
,

亦可能是该属的起源地
。

湖南地处上述地区之内
,

因而可 以推断
,

湖南琳猴桃

属植物是本地起源的
,

并且受云贵高原和南岭山地该属植物区系的影响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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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 论

通过对湖南称猴桃属植物的区系分析
,

可得如下结论 : 1
、

种类比较丰富
,

是构成湖南

森林植物区系林间植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

现知湖南称猴桃属植物有 34 种 (包括变种 )
,

占国

产称猴桃属总种数 (包括变种 ) 3 .4 7%
,

在我国各省
、

区中仅次于云南而居第二位
。

2
、

分

布不均匀
,

主要分布于湘南和湘西两地区
。

3
、

地理成分比较复杂
,

种的分析显示 出以中国

特有分布为主的特点
,

属于此分布式样的计有 30 种
,

占湖南产本属总种数的 88
.

2%
。

4
、

种间
、

种内分化强烈
。

湖南产 21 种 13 变种称猴桃属植物中
,

在该属 4 个组中均有代表
。

其

中有些种类如两广称猴桃 (A
.

ila
n g g u a

gn en
s i s ) 和华南称猴桃 (A

.

g la uc op 妙 lla )等很可能是 由

于在南岭山地独特的地理
、

气候和生态条件下分化形成的
,

有此种类如红茎称猴桃 ( .A

ur br ic au ll’s) 和花揪称猴桃 (A
.

so br 如 ll’a ) 等种类
,

可能是受云贵高原 的抬升而分化产生 的
。 、

与种间分化相 比
,

称猴桃属种 内分化更为强烈
,

其中黑蕊称猴桃 (A
.

m e la an
n dr a)

、

硬齿称

猴桃 ( A
.

ca llo sa )和软枣称猴桃 (A
.

a gr ut a)
、

中华称猴桃 (A
.

hc ien n is s) 等种类的分化十分明

显
,

形成了众多的变种
。

5
、

特有种较多
。

在湖南产 3 4 种称猴桃属植物中
,

有 30 种为我国

特有种
,

其中有 3 变种为湖南特有
。

6
、

湖南称猴桃属植物区系与邻近的广西
、

广东
、

江

西
、

湖北等省
、

区的关系密切
,

同时与云南
、

四川
、

浙江
、

福建和陕西的称猴桃属植物区系

亦有密切的关系
,

反映出它们在起源上的一致性
.

7
、

称猴桃属植物可能起源于我 国秦岭以

南
、

横断山脉以东地区
,

因而湖南称猴桃属植物亦极有可能是本地起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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