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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2月9日电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吴征镒院士主持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亚植物区系

中主要特征成分和重要类群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经多年深入研究，近来取得新进展。 

  

   据中国科学院消息，项目采用分子系统学等手段，结合形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孢粉学和传粉生物学等方

法，较系统地开展了与东亚密切相关的一些洲际间断分布类群的系统发育和分子地理学研究。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

一致的见解。对横断山物种多样化中心重要特征成分的一些特征类群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阐明了现代中国—喜马

拉雅及高山植物区系成分的两个源头。对横断山区系的来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在重要地质事件对东亚植物区系的形成和演化研究中，对一些早期被子植物及其伴生植物开展了较深入的研

究。发现了最早的金缕梅科Hamamelidaceae化石，为阐明东亚植物区系的性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生成分。 

  

   另外还对东亚特有或与热带亚洲共有的高等级、孤立的类群进行了比较胚胎学研究，有一些重要的进展，如心

翼果Cardiopteris新的胚囊类型的发现等。对一些重要地区的具体区系一直坚持持久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阶段

性成果，如“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热、温带成分数量动态研究”获得云南省2001年度自然科学二等奖。吴征镒院士

也因仍然坚持在包括东亚区系研究等领域开展持续工作，获得云南省同年度突出贡献奖。 

  

   消息说，该项目的意义还在于：是一个从传统学科到现代学科手段综合完成的课题，昆明植物所分类、民族植

物室的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技人员共同完成的成果，是研究所近年来学科联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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