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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石植物———亟待拯救、保护和研究
!

汤彦承 ! 路安民 ! 陈之端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 "’’’#&）

摘 ! 要 ! 本文讨论了活化石植物的概念，提出了确定活化石植物的 % 个条件或指标。作者认为：在当前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 ，对活化石植物的拯救、保护和研究是刻不容缓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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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化石”一词，当初只是达尔文用来形容银杏的一个普通形容词，虽然后来为生物学家

（ 包括古生物学家）应用而逐渐被接受成为一个术语［"、S］，但至今在众多的植物地理学书籍和

文献中还是采用“ 孑遗种”。前苏联著名植物学家 L 5>N98>H>7［&］在其名著《 有花植物：起源和

散布》中，专辟一章论述被子植物的“ 活化石”。他列举了一些被子植物的原始科，我国有分布

的如木兰科（T>E7@BC>?:>:），昆 栏 树 科（ 5<@?9@F:7F<>?:>:），水 青 树 科（ 5:8<>?:78<>?:>:）和 蜡 梅

科（*>BP?>789>?:>:）等。当然这些科的成员不全都是活化石，但其中不乏包含有活化石植物。

根据 5>N98>H>7 和一些论著的讨论，我们认为确定活化石植物要有下列 % 个条件或指标："）在

时间上，起源久远；S）在空间上，有可靠的化石证据，它曾在第三纪或第三纪以前有过较广泛

的分布，而今只存在某 个 大 陆 板 块 的 局 限 地 区；&）在 性 状 上，与 同 类 化 石 植 物 相 似 或 基 本 相

同，并保留较多的原始性状，因此它在某一大类群中（ 如植物界中的“ 门”、或“ 超目”）处于较

原始的系统地位，又由于历经较长历史时期而性状未发生较大改变，因此是一类进化缓慢型植

物；%）其近缘类群均多已灭绝，系统位置比较孤立，而今在一个属中只保存一种或少数几个代

表种，而这些代表种中有的已处于濒危之中。这些指标和李凤麟［%］所限定的似乎相同，但李

凤麟极其重视“ 活化石”和“ 孑遗种”的区别，强调后者必须是现代种与地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是

同一物种，并认为不少人（ 包括部分古生物学家）将“ 活化石”与“ 孑遗种”等同起来，导致“ 活

化石”一词的混乱。我们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二者无法作如此严格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可视

为同义词，不过“ 活化石”含义较广。由于这 % 个指标要涵盖植物界的所有门类，因此它们有

一定的相对性。例如，被认为代表被子植物的一个最早分支的金鱼藻科（*:<>8@;9PBB>?:>:），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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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位置也十分孤立。现此科仅含 ! 属 " 种，其化石记录可上溯到下白垩世 #$%&’( 早期（ 距

今 !!) * !+" 年），在北美始新世地层中（（ 距今 ,) * !+" 年），还发现它的现代种的化石，故此科

被誉为“ 活化石”［)、"］。但由于本科植物为水生，果实又多被鸟类作长距离传播，致使成为一个

世界广布科，若仅就其现代分布来看，似难确定其为“ 活化石”。因此，要明确一类（ 或一种）为

活化石植物也会有颇多争议，故要十分慎重。既然金鱼藻科是“ 活化石”，但它又分布很广，无

疑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活化石植物都值得保护？哪些活化石植物亟待保护？这正

是需要我们研究的一个方面。

活化石植物之所以亟待拯救、保护和研究，一是有些种类处于濒危之中，二是具有很高的

学术价值。如：蕨类植物中的天星蕨属（!"#$%&’(%’($)），该属约 ! - ) 种，我 国 仅 有 天 星 蕨（!*
)%%)+$,)）! 种；原始观音座莲属（-#,")(.$/0&’#$%），该属约 !+ 种，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海南和

台湾，越南有 ! 种，它们都和早在侏罗纪已出现的 1)#)&&$) 属和 -(.$/0&’#$% 属植物相似而同隶

属于一科。前一属的天星蕨虽分布较广，从印度北部经缅甸到云南东南部，但在我国生长稀

少，处于濒危状态。原始观音座莲属虽有 !+ 种，但大都是分布局限而少见，个别种类还趋于濒

危之中。银杉（!)&")2) )#.2#/0"233) 隶裸子植物门、松科）已为大家所熟知，是继水杉之后，在

我国发现的又 一 重 要 活 化 石 植 物，现 在 只 残 存 少 数 几 个 居 群。马 蹄 参（ 4$03/0)()5 %&),"2)(6
&"7%）隶被子植物门、山茱萸科（./0(’12’2）分布于我国华 中、岭 南、滇 黔 桂 等 地 区 以 及 越 南 北

部，经最近研究发现，它即是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第三纪的化石 1)%&$5$,)#07+ 属植物［3、4］，但在

北美和欧洲已灭绝，故它被称为东亚活着的 1)%&$5$,)#07+ 的代表，在当地生长稀少，有时被当

做神树而保存下来。由于这些植物在各类植物群中的系统位置极为特殊，多处于原始、孤立的

地位，它们又被认为是一些进化缓慢型的植物，因此在研究植物系统和进化方面具有很高的学

术价值。

众所周知，东南亚至东亚被誉为被子植物的“ 起源地”、原始被子植物的“ 避难所”或“ 博物

馆”，尽管不同学者所持观点各异，但对我国生长着一大批原始的蕨类和种子植物类群的事实

是得到共识的。如被子植物中的连香树科（.201&5&$6788’12’2），杜仲 科（9:1/;;&’12’2），悬 铃

木科（<8’%’(’12’2），金缕梅科（=’;’;28&5’12’2），领春木科（9:$%282’12’2），胡桃科（ >:?8’(5’12@
’2），马尾树科（A6/&$%282’12’2）和紫树科（B7CC’12’2）诸科中的成员，不乏活化石植物，这是我

国开展活化石植物研究极为有利的条件。但目前的情况如何呢？正如李凤麟［,］所说：“ 当前

对动物界的‘ 活化石’讨论较多，植物界‘ 活化石’研究较少”。综上所述，开展拯救、保护和研

究活化石植物的工作，显然是刻不容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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