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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共有的 %" 个原始被子植物科的地理分布、区系分化、起

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明台湾海峡两岸的植物区系是一个统一的区系；台湾省是

一个东亚植物区系和马来西亚植物区系交汇、而以东亚植物区系成分占优势的地区。台湾丰

富的原始被子植物特有种，大多数是在台湾同大陆分离以后形成的，带有新特有种的性质。

中国大陆同台湾现存的原始被子植物科属在区系上是共同起源的，起源的时间和地区可以追

溯到中生代的华夏古陆，即在白垩纪末台湾同大陆第一次分裂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第四纪冰

期大陆同台湾之间的陆桥，对两岸原始被子植物的分布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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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被子植物是一群起源古老、保存着较多原始性状的植物。化石证明现存原始被子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 R %,,
6+-, @.-,%#+, AB%%,%#+,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SEM $##$""%"，$#-$""$"）

收稿日期：%""" + !% + %%，%""! + "! + !- 接受发表

作者简介：路安民（!#$# + ）男，陕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植物区系与分类学，系统与进化植

物学的研究。



植物大类群的祖先，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早白垩世，绝大多数现代属是第三纪保存下来的。

由于东亚拥有丰富的原始被子植物，而被誉为古老被子植物“活的博物馆” （!"#$%&
’(((）；原始被子植物早期分化的关键地区（路安民，’(((）；或它同东南亚一起构成被子

植物的起源地（!)*"+),)%，’(-(）。作为东亚植物区系主体的中国，也就成为人们研究原始

被子植物、以及整个被子植物系统与演化的一个重要地区。本文着重论述中国大陆和台湾

省都有分布的原始被子植物科的地理分布、区系分化和起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 ./0+"（’(-1）列出的 2( 个被子植物原始科中，中国分布有 31 科（路安民等，

’(14），其中大陆有 3- 科，台湾省有 35 科（67)%8，’((-），’( 个科同大陆共有，它们是：

木兰 科 9)8%#:0);&)&，番 荔 枝 科 <%%#%);&)&；肉 豆 蔻 科 9=$0>+0;);&)&，五 味 子 科 .;"0>)%?
@$);&)&，八角科 A::0;0);&)&，樟科 B)7$);&)&，莲叶桐科 6&$%)%@0);&)&，昆栏树科 !$#;"#@&%?
@$);&)&，毛茛科 C)%7%;7:);&)&，小檗科 D&$E&$0@);&)&，木通科 B)$@0F)E):);&)&，防己科 9&%0>?
G&$/);&)&，睡莲科 H=/G")&);&)&（包括莼菜科 I)E#/E);&)&），金鱼藻科 I&$)+#G"=::);&)&，三

白草科 .)7$7$);&)&，胡椒科 J0G&$);&)&，金粟兰科 I":#$)%+");&)&，马兜铃科 <$0>+#:#;"0);&)&，
罂粟科 J)G)K&$);&)& 和紫堇科 L7/)$0);&)&。只有蜡梅科 I):=;)%+");&)&，大血藤科 .)$8&%+#@#M?
);&)&，星叶草科 I0$;)&)>+&$);&)&，水青树科 !&+$);&%+$);&)&，领春木科 N7G+&:&);&)&，连香树

科 I&$;0@0G"=::);&)&，杜仲科 N7;#//0);&)& 1 个科大陆产而不分布于台湾；昆栏树科 !$#?
;"#@&%@$);&)& 则台湾产而不分布于大陆。

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分布的 31 个原始科，代表了原始被子植物的不同类型。吴征镒等

（’((4）根据形态结构、分子资料、化石证据及地理分布的综合分析，提出了“一个被子

植物八纲系统”，31 个原始科处在 O 个主传代线（G$0%;0G): :0%&)8&）上，在由国际上 3( 位

植物学家组成的“被子植物系统发育小组”（<JP，’((4；汤彦承等，’(((）根据分子系统

学的资料提出的“一个被子植物目的新分类系统”中，它们分别处于 - 个基出或较基出分

支上。这些主传代线发生于被子植物在早白垩世的大辐射时期，即它们“在早白垩世结束

之前，都已出现”（!)=:#$ Q 60;*&=，’((-）。R7 等（’((4）发表的综论木兰纲（广义），详

细地分析了原始被子植物各科的特征、关系、分布和起源。根据八纲系统中原始被子植物

分布的 O 个主传代线，作简要介绍。

’ 木兰纲 !"#$%&’%()’*"
中国有木兰科、八角科、五味子科、番荔枝科、肉豆蔻科、睡莲科（包括莼菜科）、

金鱼藻科。这些科在台湾全部有代表：木兰科有 3 属，木兰属 !"#$%&’"（’ 种）和含笑属

!’()*&’"（’ 种）；八角科有八角属 +&&’(’,-（2 种）；五味子科有 3 属，南五味子属 ."/0,1"
（3 种）和五味子属 2()’0"$/1"（’ 种）；番荔枝科有瓜馥木属 3’00’04’#-"（3 种），哥纳香属

5%$’%4)"&"-,0（’ 种）和暗罗属 6%&7"&4)"（’ 种）；肉豆蔻科有肉豆蔻属 !71’04’("（3 种）；

睡莲科（包括莼菜科）O 属，莲属 8*&%-9%（’ 种）、芡实属 :,17"&*（’ 种）、萍蓬草属

8,;)"1（’ 种）、睡莲属 87-;)"*"（3 种）和莼菜属 <1"0*$’"（’ 种）；金鱼藻科 ’ 属金鱼藻

属 =*1"4%;)7&&,-（’ 种）。

木兰科 !"#$%&’"+,", 曾被公认为是较原始或最原始的类群，全世界有 ’O 属 3S- 种，

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大多数种分布亚洲南部和北美东南部，少数种分布于南半球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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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该科的早期分化是在早白垩世的 !"#$%& ’ %()$%& 阶，在新疆塔里木盆

地早白垩世木兰粉 *%+&,($$",(($- 已有木兰 !"#$%&’" 和含笑 !’()*&’" 的分化。其更早期的分

化地点比较可靠地确定为康滇古陆（今云南高原、四川丹巴以南、云南个旧以北），中国

现有木兰科植物 .. 属，从原始到进化的各种类型全部在这一地区有分布，是木兰科的多

度中心和多样化中心（刘玉壶等 ，.///），也是其起源中心。木兰属和含笑属在台湾的分

布至少追溯到第三纪以前台湾同大陆相连接的时期，并一直存在至今。

肉豆蔻科 !"#$%&$’(’)() 有 .0 1 .2 属 324 余种，分布于泛热带地区；属分别为各大洲

特有（亚洲 0 属，美洲 5 属，非洲及马达加斯加 2 属），只有肉豆蔻属 !+,’-.’(" 从东南亚

分布到澳大利亚昆士兰，没有跨新、旧大陆的属，说明其早期分化可能是在各大洲轮廓基

本形成之后。中国只有 3 属 .5 种，产台湾、两广南部和云南。台湾分布 6 变种，!+,’-.’("
(*+&"$’(" 7%8 9 ("#"+"$*$-’- 和 ! / *&&’0.’(" 7%8 9 -’1’",21，它们局限在台湾兰屿岛和菲律宾，

属热带亚洲（印度 ’ 马来西亚）分布。

八角科 *++$’$(’)() 是一单属科，约 :5 种，属于较典型的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大部分

种在东亚和东南亚，仅 5 种分布于美国东南部至西印度群岛。但是它的大化石（果实、种

子、叶等）发现于欧洲德国的始新世、渐新世和中新世，荷兰的上新世，美国的始新世、

早渐新世，南半球未见化石记录。推断本科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第四纪冰川盖形成之

前，已扩散到几乎整个古北大陆，当时气候仍属古热带山地湿润气候，推测在早白垩世末

期之前（据花粉化石）该科起源于古北大陆西部。中国有 62 种，横断山区至华东一带是

现代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林祁，.///）。台湾有 3 种，. 种特有，推测是在大陆同日本、

硫球和台湾还是统一陆块时，台湾就已经分布，以后又有新的分化。

五味子科 ,’-$%(./#(’)() 6 属约 3. 种。五味子属 3()’-"$4," .5 种，. 种分布于美国东

南部和墨西哥东北部，.: 种产东亚和东南亚，属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南五味子属

5"4-2," .0 种，; 种产东亚，.3 种产印度 ’ 马来西亚。中国南部、尤其秦岭以南横断山以

东，到中南半岛北部，有五味子属全部 3 亚属的代表，计 .3 种；并集中分布南五味属较

原始组的 ; 种植物，该地区是五味子科的起源地（刘忠，6444，博士论文）。台湾 6 属均

有，计 3 种，其中南五味子属 6 种，5 / 6"0%$’(" 分布南朝鲜、日本、台湾，5 / 0)’&’00’$*$7
-’- 产菲律宾和台湾兰屿、绿岛；五味子属 . 种， 3 / ",’-"$*$-’-，为台湾特有。台湾分布的

3 种，均不见于大陆，可能是在台湾从大陆分离以后进一步分化的结果。

番荔枝科 0..1.(’)() 是间断分布于热带亚洲 ’ 热带非洲 ’ 热带美洲的科，有 .6; 属、

663. 种，其中有 .44 属为各大洲特有，但在古热带占优势，尤以印度 ’ 马来西亚最为丰

富。对于该科的起源曾有 3 种不同的假设：亚洲热带、亚马逊河或西冈瓦纳。吴征镒等

（<= > %( 9 .//2）认为该科起源于泛古大陆（?%&+%@%），而早期分化和进一步发展均在古南

大陆（尤其是东南亚）。中国有 63 属 .43 种，特有 :5 种，主要分布南亚热带和热带，海

南以属为最多、计 ./ 属，云南以种为最多、有 ;4 种。中国番荔枝的区系成分属于典型的

古热带植物区马来西亚植物亚区成分（陈伟球，.///）。台湾有 3 属 : 种：瓜馥木属 8’-7
-’-.’#1" 6 种，8 / #&"2(*-(*$- 分布于台湾省、中国大陆南部、越南，8 / %&4)"1’’ 产中国大

陆南部和台湾省；哥纳香属 9%$’%.)"&"12- . 种，9 / "12+%$ 分布于菲律宾和台湾省南部；

暗罗属 :%&+"&.)’" . 种，: / &’2;’2*$-’- 分布于硫球和台湾。显然该科是在大陆同硫球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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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时已分布到台湾，后来又有了分化。

睡莲科 !"#$%&’&(’&’ 和金鱼藻科 )’*&+,$%"--&(’&’ 属水生植物科。在台湾，前者有 !
属，莲属（科）!"#$%&’ " 种，芡实属（科）($)*+#" " 种，萍蓬草属 !$,-+) " 种，睡莲属

!*%,-+"+ # 种，莼菜属（科）.)+/"01+ " 种；后者 " 属金鱼藻属 2")+3’,-*##$% $ 种。多为广

布种，科的起源可追溯到联合古陆。只有 !$,-+) /-1%4+1 " 种为台湾特有，是同大陆分离

后分化的新特有。

# 樟纲 .&*/,$012&
中国有樟科、莲叶桐科、金粟兰科、蜡梅科。蜡梅科台湾无分布，其它 $ 科均在台湾

有代表：樟科 "% 属 &’ 种，莲叶桐科 # 属 # 种，金粟兰科 # 属 # 种。

樟科 .&/*&(’&’ 是一个含 %! ( !# 属 #!！!’’ ( $!！!’’ 种的大科，主产热带、亚热

带，多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优势建群树种。根据樟科的分布特有现象和化石证据，它曾

被假设起源于古北大陆南部和古南大陆北部，以及古地中海周围热带地区（)*+,- . /0,12
345，"67%；李锡文，"666）。89 等（"66:）根据樟科的分布区类型及各方面证据，推测它

可能在泛古大陆时即已起源，古南大陆、古北大陆和古地中海式分布可能是分化稍后期的

产物。该科在古南大陆非 ; 澳 ; 美分离前后在热带美洲获得极大的分化机会，产生许多新

的属群。中国有樟科植物 #’ 属约 %’’ 种，分布中国南部；台湾有 "% 属 &’ 种（其中 " 属 "
种为栽培），全部属同大陆共有。其中不乏木姜子属群的成员，如木姜子属 513/"+（"#
种）、山胡椒属 5104")+（& 种）、新木姜子属 !"’#13/"+（6 种）、檫木属 6+//+7)+/（" 种）。木

姜子属群的分布中心在热带亚洲，是樟科中比较原始的属群。分布于热带亚洲 ; 非洲的寄

生植物无根藤 2+//*3-+ 71#17’)%1/ 也有分布，说明这些樟科植物在统一大陆时就在台湾存在，

同大陆分离后，有较大分化，台湾 拥有隶属于 & 属的 ## 个特有种就是证明。

莲叶桐科 3’*4&421&(’&’ $ 属约 !’ 种，泛热带分布，分布中心在中南美和东南亚，是

从樟科进化的一个小枝（89 等，"66:）。中国 # 属 "$ 种；台湾 # 属 # 种，莲叶桐属 8")9
0+041+（" 种），青藤属 :##1;")+（" 种），起源于统一大陆。

金粟兰科 )%-,*&4+%&(’&’ 是一个含 % 属约 &! 种的小科，现代分布在热带亚洲和美洲。

该科的花、雄蕊、孢粉化石发现于早白垩世的北美（美国东北部）和北欧（瑞典）。因此

金粟兰科的起源地可能在早白垩世的环大西洋地区，即冈瓦纳古陆西北部和劳亚古陆西南

部（陈海山等，"66%）。但 89 等（ "66:）认为本科源于“古草本”类群，十分可能源于

印度支那至华南的古陆（即古北大陆东南部）。中国 $ 属约 "$ 种，大陆和台湾共有的 #
属，金粟兰属 2-#’)+03-$/（大陆 6 种，台湾特有 " 种；孔宏智，#’’’，博士论文）和草珊

瑚属 6+)<+04)+（" 种 6 = ;#+&)+ 广布东南亚、东亚南部）都属虫媒传粉，是较原始的属。

该科在台湾的分布是统一大陆时形成的。

$ 胡椒纲 51$’*,$012&
中国有马兜铃科 /3<=>414?@<*?,*,，三白草科 A*9393*?,*,、胡椒科 B<C,3*?,*,。在台湾省 $

科均有代表。

马兜铃科 6*10+,-,(%1&(’&’ 是一个有 "# 属 %!’ ( !’’ 种的科（D9E,3，"66$），泛热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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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南美最多，只有马兜铃属 !"#$%&’&()#* 和细辛属 !$*"+, 散布至温带。该科现存的最原

始的单种属 -*"+,* 为中国华中特有，- . )/0"1# 的花被两轮，雄蕊 !"，分离 葖果；另一

个较原始的属细辛属 !$*"+,，分布于北温带，为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主要分布于东南

亚的线果马兜铃属 2)&%%/*（ $ !3*,*）由于雄蕊多数，具有雄蕊和雌蕊基部合生的现象，

是一个中间过渡类型的属，中国有 2 . )*#0*0/0$#$ ! 种；含 !"% 种、该科中最进化的马兜铃

属，广布于欧洲（地中海地区）、非洲（包括马达加斯加）、亚洲温带到热带及北澳大利

亚。推测该科起源于联合古陆的劳亚古陆东部，后来在热带得到发展。中国只有 & 属约

’% 种，虽然种类不多，但却有该科从原始到进化的各个重要阶段。台湾有 " 属 !! 种；细

辛属 ( 种，! 种（! . (*+4#5/"+,）同大陆南部共有，! 种（! . /3#510+,）同海南共有，另

外 & 种为台湾特有；马兜铃属 ) 种，& 种分别与东南亚、大陆或琉球共有，! 种（! . (+6
(+"7#%#8&’#*）特有。可见台湾的马兜铃科植物来源于统一大陆，但在台湾同大陆分离后得到

较大分化。

三白草科 !"#$#$"%&"& 是一个含 & 属 ( 种的小科，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最原始的三

白草属 -*+"+"+$ 有 " 种，- . ()#0/0$#$ 产东亚，散布到菲律宾吕宋岛，- . (/"0++$ 产大西洋

北美区；单种属假银莲花属 !0/,&3$#$（! 种 ! . (*’#8&"0#(*）分布于北美西南部炎热干旱的

马德雷区；裸蒴属 91,0&%)/(* 为东亚特有，中国西南、华东到越南北部。单种属蕺菜属

:&+%%+10#*（: . (&"4*%*）分布于东亚到东南亚。因此“三白草科最有可能的起源地是在古

北大陆东南部”（梁汉兴，!***）。台湾有 " 属 " 种，既有原始的三白草属（- . ()#0/0$#$），

也有较进化的蕺菜属，均与大陆共有，无疑是统一大陆时形成的。

胡椒科 ’()&$"%&"& 是一个含 ) 属 +!！%%% 种的科（,-../，!**+），泛热带分布。有两

个分布中心，热带东南亚中心和热带南美中心。但只含单种的最原始的齐头绒属 ;#33/’#*
出现在亚洲热带，中国大陆南部也有分布。01 等（!**2）认为胡椒目（含三白草科和胡

椒科）的祖干可能在泛古大陆（3456-4-）上就开始分化，直到冈瓦纳和劳亚古陆分离。

在冈瓦纳古陆西部非洲 # 南美古洲分离后，胡椒科获得大发展；而劳亚古陆则由于几次洲

际分合和巨大造山运动，只保留了三白草科及两科的纽带属齐头绒属的残遗种。胡椒属

<#3/"（!!！%%% 多种）和椒草属 </3/"&,#*（约 !!！%%% 种）继续发展，形成热带东南亚中

心。在这种大背景下，在台湾分布的椒草属 ) 种中含 " 特有种，胡椒属 * 种中含 + 特有

种，得到分化和发展便成自然的了。

& 毛茛纲 *"+#+%#,-).(/"
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共有的科有毛茛科、小檗科（广义）、木通科、防己科、罂粟科和

紫堇科。

毛茛科 *"+#+%#,"%&"& 是一个含 )* 属 "!！)%% 余种的温带科，虽然是一个世界分布

科但是以北半球、尤其是东亚为最主要分布区。东亚有 && 属，其中 !+ 属为特有；欧洲有

"& 属，但没有一个特有属；北美 "& 属、) 个为特有属（,47184，!**+）。李良千（!***）

根据对比较原始的金莲花亚科 9-::-.;8;<=-4- 的地理分布的研究，提出东亚，特别是中国西

南部为其分布中心、特有类群和原始类型的保存中心，并结合毛茛科其它类群的分析，这

一地区很可能是金莲花亚科（乃至毛茛科）的起源中心。中国有 &% 属 ’%% 多种，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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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属 #! 种。台湾省虽然只分布 !" 属，但它有毛茛科不同演化阶段的代表，如比较原

始的金莲花属 !"#$$%&’（! 种）、鸡爪草属 ()$)*+#,-’（! 种），以及中级到高级类型的代表，

如升麻属 (%.%/%0&1)（! 种）、乌头属 2/#3%*&.、银莲花属 23-.#3-（$ 种）、铁线莲属 ($-.)4
*%’（!% 种）、毛茛属 5)3&3/&$&’（!! 种）、人字果属 6%/+#/)"7&.（! 种）、黄莲属 (#7*%’（!
种）和唐松草属 !+)$%/*"&.（& 种）。可见台湾同大陆相联时，已经有充分的分化，在台湾

分布的 #! 种毛茛科植物中，有 !’ 种为台湾特有，说明同大陆脱离以后又获得大发展。

小檗科 !"#$"#%&’("’"（广义）是一群灌木或具根状茎或球茎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全科

共有 !(（!&）属 &)" 余种，主要分布在北半球温带地区。在东半球，分布区南端到达爪哇

及非洲中部；在西半球，只有小檗属 8-"9-"%’ 的一些种通过安弟斯山脉沿西海岸散布到南

美洲南端，因此它基本上是一个温带性质的科（冯旻，!’’%，博士论文）。该科有很多异

域发生并对应的属群和种群，多具古老的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型分布，故可认为是在古北

大陆（东部）发生发展的单系类群，从最大主干属 8-"9-"%’ 看还可溯源到联合古陆（或至

少其北部）（*+ 等，!’’%）。中国有 !"（ , !!）属约 #!" 种，不仅有各个属群的代表，而

且还有 ! 个特有属和 # 个东亚特有属，反映了该科演化的各个发展阶级；成为多样性分化

的主要中心。台湾有 # 属 !" 种，小檗属 8-"9-"%’（( 种，全为特有），十大功劳属 :)+#3%)
（$ 种，! 种特有，! 种与大陆和日本共有），八角莲属 6;’#’.)（! 种，6 < 7$-%)3*+)，同大

陆共有）。前 $ 属为小檗科的两个木本属，是本科最进化和特化的类群，其分布也显示出

较强大的生命力；八角莲属 ( , !! 种，为中国特有属，在台湾的出现，说明大陆和台湾在

发生上的统一性。在台湾现有 !" 种中，特有种有 % 种，表明台湾同大陆分离后，该群仍

在活跃的分化着。

木通科 )’#&%*’$’+’("’" 是含 % 属和约 #) 种的科，& 个属分布东亚（从喜马拉雅、中

国、越南北部到日本），$ 小属分布于南美，呈东亚和南美间断分布，是一种奇特的分布

格局（*+，!’’#），结合形态上的原始性，它应该是古北大陆南部热带起源的古老成分，

新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后，东亚获得有限的分化（*+ 等，!’’%）。中国有 & 属约 #"
种，有 $ 个特有属。台湾有 $ 属 ) 种，木通属 2=-9%) $ 种与大陆共有；野木瓜属 >*)&3*#3%)
# 种，$ 种与大陆共有，! 种为特有，来源于第三纪以前统一大陆，后来得到一些分化。

防己科 ,"-%./"#0’("’" 约有 (! 属 -)" 种，泛热带分布，少数属延至温带，常生长于

低海拔地区。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西大西洋是本科的摇篮，由于其第一次分化可能出现

于该区域”（./001/2，!’’#）。345678579:67（!’%&）根据发现于第三纪的内果皮化石像是分

布于非洲属植物的内果皮，认为本科起源于非洲。*+ 等（!’’%）根据该科所含 ) 族的性

状及分布的分析，支持 ./001/2（!’’#）“本科古北大陆中心”的观点。中国有 !’ 属 %# 种。

台湾省有 & 属 !$ 种：木防己属 (#/&$&’（$ 种）、土防己属 (;/$-)（# 种）、蓬莱藤属 ?-"%4
/).7;$&’（! 种）、汉防己属 >%3#.-3%&.（! 种，东亚特有）、千金藤属 >*-7+)3%)（- 种）、

青牛胆属 !%3#’7#")（! 种）。!$ 种中，有 ( 种同大陆共有，# 种为特有，另外 $ 种分别同菲

律宾和琉球共有，说明海峡两岸来源的一致性，并在台湾得到一定的分化。

罂粟科 !"#"$%&"’%"% 和紫堇科 120’#%’("’" 是一对姐妹科，广义罂粟科现代常常分为

罂粟科、紫堇科、有时还分出 ;<=/>:5>/5/。罂粟科（广义）是典型的北温带分布科，共

#% 属约 ("" 种，广布于地中海区、西亚、中亚至北美，极少数种延伸到中南美洲的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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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草原区，也有少数种隔离地出现在东非草原区和南非的好望角以及澳大利亚。形成 !
个分布中心：北美太平洋沿岸，中国 " 喜马拉雅和地中海区（庄璇，#$$$）。庄璇（#$$$）

对全世界该科的系统和分布进行了研究，提出“本科可能在白垩纪前就沿古地中海沿岸开

始它的早期分化，或许在南、北古陆完全分离前就已遍布联合古陆”。中国分布 #% 属约

!&’ 种。在台湾自然分布的有博落 属 !"#$%"&"（# 种）和紫堇属 ’()&*"$+,（( 种），$ 种

中，( 种同大陆共有。可见联系之密切。

& 金缕梅纲 !"#"#$%&’()*&’"
在吴征镒等（#$$(）的系统中，本纲包括 % 个科，即昆栏树科 )*+,-+./0.*1,/1/，水青

树科 )/2*1,/02*1,/1/，连香树科 3/*,4.45-6771,/1/，折扇叶科 86*+2-1901,/1/，领春木科 :;52/<
7/1,/1/，悬铃木科 =712101,/1/ 和金缕梅科 >1919/74.1,/1/ ? 该纲植物的化石记录可以追溯到

早白垩世，显示出在被子植物演化的很早阶段就得到充分分化。本文只讨论在台湾分布、

并列入 @942-（#$A%）原始科中的昆栏树科及其分布在大陆的姐妹科———水青树科。

昆栏 树 科 +,(-.(’$/’,"-$"$ 和 水 青 树 科 +$0,"-$/0,"-$"$ 是 一 对 姐 妹 科，:0.*/BB
（#$(A）认为昆栏树属 -)(#.(*%/*)(/ 和水青树属 -%0)"#%/0)(/ 关系很近，应将 C 属作为同一

个科的成员。前者分布于台湾、日本、韩国，生长在海拔 !’’ D !!！’’’ 9 的常绿阔叶林

或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后者的分布区则西界在尼泊尔，东界在中国湖南西部和湖北西

部，北界在陕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南界则达贵州和云南，生长在海拔 #!！!’’ D !!！&’’
9 的温润的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中。与 C 属相关的化石属 1()*%/,2+($*+" 广泛发现于北半

球晚白垩世（E*44B F G*10/，#$($）。另 # 化石属拟昆栏树属 -)(#.(*%/*)(+*%, 发现于北美晚

白垩世、俄罗斯晚白垩世至始新世及日本晚白垩世；中国发现于吉林珲春、黑龙江嘉荫晚

白垩世地层中。现代属昆栏树属的叶和种子化石发现于黑龙江晚白垩世和辽宁抚顺始新

世。现代属水青树属的化石种 -%0)"#%/0)(/ 34&4/5%/,% )1+ 发现于黑龙江乌云晚白垩世，以

及日本新第三纪和哈萨克斯坦老第三纪（路安民等，#$$$）。两属均各含 # 种，昆栏树

-)(#.(*%/*)(/ ")"$+(+*%, 和水青树 -%0)"#%/0)(/ ,+/%/,%，是从早第三纪保存下来的孑遗植物，

或称为活化石（)1H-21I10，#$A$）。两个古老姐妹属在中国的间断分布，反映了大陆和台湾

地质历史的渊源。

讨论和结论

台湾省有原始被子植物 C’ 科 A! 属 #(# 种（表 #）。其中，#$ 科 AC 属 (! 种同大陆共

有；而不分布于大陆的昆栏树科 )*+,-+./0.*1,/1/ 及其所含的单种属 -)(#.(*%/*)(/，同分布

大陆的水青树科 )/2*1,/02*1,/1/ 及所含的单种属水青树属 -%0)"#%/0)(/ 为姐妹科（属），它们

的化石均发现于大陆东北地区的晚白垩世。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海峡两岸的植物区系是一个

统一的区系。在台湾分布的 #(# 种原始被子植物中，有东亚成分 (’ 种，马来西亚成分 !C
种，说明台湾省是一个东亚植物区系同马来西亚植物区系交汇、而以东亚植物区系成分占

优势的地区。台湾省有原始被子植物特有种 A( 种，占三分之一以上，这是由于台湾所处

的地理条件优越，有复杂的生态环境，为物种的分化和新种的形成提供了极佳的场所；根

据它们在不同科中的系统关系的分析，这些特有种的大多数是在台湾同大陆分离以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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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有新特有种的性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现存的原始被子植物科属在区系上是共同起

源的，起源的时间和地区可以追溯到中生代的华夏古陆，即在白垩纪末台湾同大陆第一次

分裂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而第四纪冰期大陆同台湾之间的陆桥，对两岸原始被子植物的分

布几乎没有影响。

表 ! 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原始被子植物的数量

"#$%& ! "’& ()*$&+ ,- .+/*/0/1& #(2/,3.&+*3 ,( $,0’ 3/4&3 ,- 0’& "#/5#( 60+/#0 /( 7’/(#

8,+%4 7’/(#（/(9% : "#/5#(） "#/5#(

;#*/%/&3 2&(&+# 3.&9/&3 2&(&+# 3.&9/&3 2&(&+# 3.&9/&3（&(4&*/9）

木兰科 <#2(,%/#9&#& != >?@ !! !AA > >（!）

肉豆蔻科 <B+/30/9#9&#& !C DEA D != ! >
八角科 F%%/9/#9&#& ! ?= ! >E ! D（!）

五味子科 69’/3#(4+#9&#& > D! > >! > D（!）

番荔枝科 G((,(#9&#& !>C >DAA >D !AD D ?
睡莲科 HB*.’#&#9&#& E !AA @ !? = =（!）

金鱼藻科 7&+#0,.’B%%#9&#& ! @ ! = ! D
樟科 I#)+#9&#& =A >=AA >A ?AA !? @A（>>）

莲叶桐科 J&+(#(4/#9&#& D =A > !D > >
金粟兰科 7’%,+#(0’#9&#& ? @= D !D > >（!）

马兜铃科 G+/30,%,9’/#9&#& !> ?=A ? CA > !!（=）

三白草科 6#)+)+#9&#& ? @ D D > >
胡椒科 K/.&+#9&#& = DAAA ? C! > !?（=）

毛茛科 L#()(9)%#9&#& =M >=AA ?A CAA !A D!（!M）

小檗科 N&+$&+/4#9&#& !@ @=A !! D!A D !A（E）

木通科 I#+4/O#$#%#9&#& E D= @ DA > =（!）

防己科 <&(/3.&+*#9&#& C! ?=A !M ED @ !>（D）

罂粟科 K#.#1&+#9&#& >D >?A !> @A ! !
紫堇科 ;)*#+/#9&#& !C =DA C DAC ! E
昆栏树科 "+,9’,4&(4+#9&#& ! ! ! ! ! !

合计 0,0#% @D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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