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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台湾海峡两岸植物区系迁移的通道

曾文彬
(厦门大学生物系

,

厦门 36 10 0 5 )

摘要 台湾原为大陆的一部分
,

以后由于断陷而形成台湾海峡
。

台湾海峡两岸植物区系关系密

切
,

植物区系相互迁移分布
,

闽台陆桥是台湾海峡最浅的部分
,

在更新世冰期
,

由于海退
,

陆桥

曾 4 次较长时间露出水面
,

成为台湾海峡两岸植物区系迁移分布的通道
,

使得两岸植物的迁移分

布得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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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 ra

一
、

台湾海峡与闽台陆桥的形成

台湾原为大陆的一部分
,

一直到上新世末它们是相连的 ‘’〕 ,

此后海峡发生断陷
,

使台湾与大陆分

离
,

台湾海峡才形成
。

台湾海峡南北长约 38 Okm
,

海峡北窄南宽
,

北部闽江 口至台湾淡水 Zoo k m
,

南部

福建东山至台湾高雄 300 k m
,

平均宽约 180 k m 〔” ,

最窄处在福建平潭与台湾新竹之间
,

也有 130 k m ;

海峡南北两端较深
,

北部深约 loo m
,

南部深可达 4 00 m
,

中南部较浅
,

这是由于第三纪末第四纪初
,

台

湾海峡南部和福建东南沿海
,

有玄武岩喷发
,

形成澎湖列岛和福建东南沿海的玄武岩台地
,

使海峡中南

部有一条浅滩带横垣其间
,

即台湾浅滩
、

南澎湖浅滩
、

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 4 部分
,

水深均不超过

叨m
,

并有澎湖列岛露出水面
,

这样从福建东山经台湾浅滩
、

南澎湖浅滩
、

北澎湖浅滩
、

台西浅滩到台

湾西部平原形成一座陆桥称闽台陆桥
,

或称东山陆桥 山
,

当海面下降 4 0m 时
,

陆桥就露出水面
,

成为海峡

两岸植物区系迁移的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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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台湾海峡两岸植物区系的关系及其迁移分布的途径

台湾海峡西岸为我国大陆部分
,

东岸为我国台湾省
。

台湾由于地理条件优越
,

北回归线横跨中部
,

又

受台湾暖流影响
,

气候属亚热带
、

热带季风气候
,

以夏长无冬
,

雨多风强为气候特点 闻
。

境内又有我国东

部最高的 山脉
,

其主峰玉 山海拔 39 9 7 m
,

全省有海拔 3 800 m 以上 山峰 7 座
,

中央山脉纵贯全境
,

山地

占全岛面积的 2 / 3
,

是我国植物种类较丰富的地区之一
,

据统计 : 种子植物有 17 0 多科
,

约 11 00 属
、

43 00 种左右 阁
,

较海南岛多近一倍
,

它与大陆植物区系关系密切
,

同为中国植物区系的组成部分
。

海

峡两岸植物区系共有成分多
,

共有的特有属有油杉属 (Ke te le er ia )
、

台湾杉属 (Ta iw an ia )
、

杉木属

(e u n n

雌人a m ia )
、

穗花杉属 (注m e n ro ta x u s )
、

青钱柳属 (Q
e to c a 尽a )

、

鸡爪草属 (e
a la tho 凌s )

、

八角

莲属 (Dy
s o s m a )

、

伞花木属 (Eu ry o e ry m b us )
、

旱莲木属 (ca 呷
ro rh e e a )

、

毛药花属 (山
rthe a )

、

通脱

木属 (Te rr叩a n a x )
、

环 药花 属 (励
s r即e ha n the r a )

、

台闽芭 苔 属 (Ti ra n o rric hu 斑)
、

异 叶芭苔 属

(牙匆
,

to ck ia ) 等
。

而台湾与菲律宾植物区系关系不密切
,

菲律宾植物区系中有种 子植物 140 0 属
、

台湾

有 11 00 属
,

但两者间没有一个共有的特有属
,

可见台湾植物区系与菲律宾植物区系较早就失去联系
,

M e川n 曾报告 〔’〕 ,

从第三纪的前半期开始中国台湾省与菲律宾之间没有过任何连接
,

台湾植物区系中的

马来西亚成分
,

是在台湾与大陆相连时
,

经由中南半岛
、

华南迁移进人台湾的
。

再从两岸共有成分中有许

多 古 老成分
,

也 可 以 看 出它们 的密切 关 系
,

如草珊 瑚属 (Sa
rca n dr a)

、

赤杨属 (A ln us )
、

石栋属

(Qu e reus )
、

八角属 (Ill ie iu m )
、

含笑属 (M ieh elia )
、

瓜馥木属 (月￡, is tig m a )
、

木防已属 (e o e e u zu s )
、

山胡椒属 (L in de ra )
、

铁线莲属 (c le m at is)
、

枫香属 (L iq ui da 阴 bar )
、

羊蹄甲属 (Ba uh in ia )
、

卫茅属

(血
。

叮m us )
、

械树属 (通
c e r
)

、

蛇葡萄属 (A呷
e

loP
s is )

、

苹婆属 (S r
e re u

lia )
、

水冬哥属 (Sa
u r a u ia )

、

族节花属 (s :a ehy u ru s)
、

椒木属 扭
; alia )

、

荚莲属 (哪
u rn u m )

、

玉叶金花属 (材u s s a e n由 ) 等
。

同时

有些两岸共有的属种
,

是洲际间断分布的古老属种
,

如大花草科的帽蕊草属 (Mitr as le m on ) 海峡两岸共

有
,

而与墨西哥间断分布
;

樟科的擦木属 (S ass afr as )有 3 种
,

两岸各有 1 种
,

另一种分布北美
,

形成洲际间

断分布
;

露兜护口刀由nu : tec tor ia )和草海桐(Sc ae vo la se ri ca )都是古老的种类
,

为两岸共有而与热带亚洲和澳

大利亚间断分布
;

黄模(万f占is c us ti lia ce us )两岸共有与 日本
、

马来西亚以及大洋洲间断分布
。

从两岸一些共有属化石再现的年代 〔6,7 〕和大陆与台湾连接分离的年代
,

也可看出台湾海峡两岸植物

区系成分
,

从迁移分布才能出现共有现象
,

而这些迁移分布
,

在海峡形成后
,

只能在更新世从陆桥通过
。

从表 l可以看出
,

上新世纪才出现化石的科
,

如石蒜科
、

凤仙花科
、

荃菜科等
,

到更新世才出现化石

的商陆科
、

马齿芡科
,

显然是从大陆通过陆桥迁移分布进人台湾的
。

中新世出现化石的属中
,

如崖藤属

(Te tr as tig m a) 化石仅出现在山东中新世
,

而猴耳环属 (Pi thec ello biu m ) 化石也是在云南中新世晚期到

上新世早期才出现的
,

这些属也是由大陆迁移到台湾的
。

其它如蚊母树属 (D is ly liu m )
、

山蚂蝗属

(D ~
o

diu m )
、

八角枫属 (A la ng iu m ) 等
,

在我国化石均出现于云南小龙潭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早期
,

而北美
、

欧洲等地则见于始新世或渐新世
。

这些属如何迁移分布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但从我国已出现化

石的地点和年代来看
,

这些属是从我国西南向东迁移分布
,

经由陆桥迁移进人台湾的
。

台湾植物区 系与大陆 西南 地 区植物 区系 有着密切 的亲缘关 系
,

如 台湾穗花杉 (A m en tot ax us

fo rm os an a) 与 云南穗花 杉 (A
.

yun na ne ns is)
,

台湾 黄杉 (Ps eu do ts ug a w ils on ia na ) 与澜 沧 黄 杉

(尸fe rr es rii)
,

台湾冷杉 (A bies k a w a kam ii) 与冷杉 (A fa br i)
,

台湾丝瓜花 (Cle , a tis m o rii) 与云南铁

丝莲 (C .y un na ne ns is)
,

台湾鹿药 (Sm ila c in a fo 洲 os a) 与西南鹿药 (S fu sa)
。

从这些亲缘关系密切种的

地理分布来看
,

存在着植物区系成分从大陆西南向东迁移到台湾的分布格式
,

王文采教授根据一些属种

间断分布及毛蓑科等植物的地理分布式样
,

推测第三纪中可能存在一条由我国西南向东迁移
,

第四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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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大陆西南植物向下移动分布到台湾 ‘8,9 ,
。

从福建最近发现秃杉 (Ta iw an ia fio us ia na )¹ 也进一步证

实确实存在这条迁移路线
。

表 1 台湾海峡两岸一些共有属
、

科在我国的化石记录
,

科记录不限于我国

T a b le 1 C h in e s e fo s s il re c o r d s o f s o m e e o m m o n g e n e ra a n d fa m ilie s o n b o th s id e s o f th e T a iw a n s tr a it b u t th e fa m i
·

lie s n o t lim i te d in C hin a

ttt a X O nnn m id d leee Plio e e n eee Ple ist o 一一 t a X O nnn m id d lCCC Pli o c e n eee Ple is t o 一一

MMMMM io e e n eeeee C C n eeeee M i o e e n eeeee Ce n eee

eeeee a r lyyyyyyyyy e a r lyyyyyyy

EEE n g e lh a rd t ia 了 训训 C e la s tr u s
了了

JJJu g la n s
了 了了 Sa Pin d u s

丫丫

PPPla tye a rya
训训 B e r e h e m ia 了了

PPP te r o e a r ya
了了 P a liu r u s

训训

AAA Pha n a n th e
训训 T e tr a sti g m a

了了

PPPo lyg o n u m 了了 E u rya
训训

CCC e r a to Phy llu m 丫丫 A la n g iu m 了 了了

RRR ib e s
了了 A r d is ia 训 训训

CCC le m a tis 了了 D i o sPyr o s
了了

DDD is tyliu m 了 训训 o sm a n th u s
训训

EEE r io b o t rya 了了 P a u lo w n ia 训训
PPP r u n u s 训训 L o n ie e r a

了 了了

SSSPit a e a
训训 P o t a m o g e to n

了了
DDD e sm o d iu m 训训 A m a ryllid a c e a e

了了

EEE n t a d a
训 侧侧 B a ls a m i n a e e a e

召召

III n d ig o fe r a 了了 C a e ta e e a e
了了

PPPl th e e e llo b一u m 训 了了 V io la c e a e
丫丫

PPPu e r a r ia 侧 了了 P e d a lia e e a e
了了

EEE v o d i a 训训 Phyt o la c c a c e a e
了了

ZZZ a n t h o x ylu m 了了 P o r t u lac a c e a e
了了

近来在台湾邻近地区发现一些高山种类
,

如浙江发现的百山祖冷杉(A b ies bes han zu en s is) 〔’。〕及广西发

现 的 资源 冷 杉 (A
.

z iy ua ne ns is)
、

元宝 山 冷杉 (A
.

夕ua nb ao sh an en s is) 〔川
,

湖南 发 现的 大 院冷 杉 (A
.

血厂“an en sis )(
’2〕

。

从它们的亲缘关系看
,

资源冷杉与百山祖冷杉亲缘较近
,

大院冷杉与百山祖冷杉及资源

冷杉均近似
,

而百山祖冷杉与台湾冷杉和西南的冷杉 (A bie s fa br i) 又都相近
,

可见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密

切的
,

冷杉是高山喜冷湿的植物
,

如台湾冷杉就是生长在台湾海拔 28 0 0一3300 m 的高山上
,

而我国东南部

除台湾外未见有 30 0 0 m 以上的高山
,

所以在华东和华南其它地区未出现冷杉属植物
,

而在浙江百山祖海

拔 18 57 m 处
;
广西元宝山海拔 17 00一20 5 0 m 处及资源海拔 165于一 170 0 m 处 ;

湖南新宁海拔 17 50 m 处 ;

邻县大院海拔 14 00 m 处
,

出现冷杉属植物
,

说明第四纪冰期
,

受全球气温下降的影响
,

我国东南部地区也

可能有山地冰川的分布
,

从百山祖两层冰斗都形成于大理冰期得到证实 〔’0 〕
。

第四纪冰期
,

冷杉
、

云杉林

带下移约 100 0
~

一20 00 m ,

其分布我国东部从东北平原直抵长江下游江南山地º
。

台湾高山的冷杉分布区

下降迁移
,

沿迁移通道分布到邻近地区的低山及平原
,

而到冰期后期
,

由于气温回升
,

性喜冷湿的冷杉
,

适

应不了逐渐变暖的气候
,

又回向高山迁移
,

只有少数在个别低山
“

避难所
”

幸存下来
,

繁衍至今
,

而其它在我

¹ 郑清芳
,

林来官
.

福建发现稀有濒危植物一一秃杉 ( Ta iw an ia 加us ia na G a us se n)
.

福建植物学会第五届 代表大会

论文摘要汇编
.

19 9 2 , 19 一一 2住

º徐馨
.

我国东部第四纪植物群与古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全国第一届 泡粉学术会议专辑
.

19 79 ; 77 一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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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南部低山平原地区的冷杉
,

由于分布区缩小而灭绝
,

只有上述一些地区发现冷杉
.

台湾与大陆植物区系
,

虽然关系密切
,

但台湾与大陆分离后
,

在岛屿与山地的特定环境条件下
,

向岛屿

山地植物区系发展
,

表现在特有现象突出
,

特有种占 42. 9%
,

而高山 3000 m 以土特有种 占 95 % ‘5〕 ,

是一

个岛屿与山地植物区系
。

三
、

闽台陆桥是更新世台湾海峡两岸植物区系迁移的通道

闽台陆桥西起福建东山东南部
,

向东至台湾浅滩
,

再向东北至澎湖列岛
,

而后至台西
,

即由台湾浅滩
、

南澎湖浅滩
、

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 4 部分组成
,

长约 190 k m
、

宽约 2 5k m 〔3〕 ,

是台湾海峡中最浅的部

分
,

深约 4Cm 左右
,

有的仅 10 m
,

虽然现在陆桥处十海平面以 下 4 0 m 处
,

但在更新世冰期
,

即早更新

世的都阳冰期 ; 中更新世的大姑冰期 ; 中更新世末晚更新世初的庐山冰期及晚更新世末期的大理冰期
,

由于冰期海退
,

海平面下降
。

据报告晚更新世末期
,

我国东海最低海面为现在水深 巧任一 16 0 m 处 〔’3 〕 ,

大理冰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冰期 ; 早更新世的都阳冰期
,

我国海域海面下降 60 m 〔’4 , ,

而闽台陆桥最深

仅 40 m 左右
,

可见陆桥在更新世曾 4 次较长期露出水面
,

使大陆与台湾相连
,

成为两岸植物区系迁移的

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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