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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槲寄生属植物及其寄主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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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槲 寄生属植物 在世界的分布 状况 和在中国的分布特点进 行了讨论 。通过对其寄主植 

物进行统计并分析其分布区类型的特点 ，结合该属 目前的核型分析结果和现存类群的分布特 

点 ，论证 了槲寄生 属植物属古 南大陆起源 ，并 对其起源时间和迁移路线作了推测。 

关键词 ：槲 寄生属 ；地理分布 ；寄主 

中图分类号 ：Q949．74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 号 ：1005-3395(2002)03-0222-07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Species of 

Viscum (Viscaceae)and Its 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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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tribution paRem of the species of Viscum L． and their host plan ts in China 

were studied．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biogeographical an alyses of the host flora．witIl the 

distribution paRem of its extant species an d data from karyotypical studies on the genu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ossible cen~e of origin of Viscum is speculated， an d the migration 

route is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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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寄生属是茎寄生性的灌木和亚灌木 ，主要寄生于密林或疏林的双子叶植物上。该 

属的模式种为欧洲的白果槲寄生(Viscum album L．)，是林奈于 1753年在 Species Plantarum 

中确立的。槲寄生属最早隶属于桑寄生科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 ，如胚胎学【 、核学【 ， 、形态 

学【 】等支持将其另立一个科一槲寄生科。 

中国槲寄生属约有 11种 ，1变种 ，分别隶属于 2组【 】：槲寄生组 Sect．Viscum和腋花 

槲寄生组 Sect．Botryoviscum。笔者研 究了中国科学院各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近千份植物 

标本 ，搜集和整理了国内外有关资料 ，在前人的研 究基础上 ，对国产槲 寄生属进行整理 ， 

并对其分布作了统计和分析 ，作出属种的分布图。根据槲寄生属植物及其寄主植物的地 

理分布特点 ，对槲寄生属植物的起源 、迁移作了推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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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国槲寄生属和种的分布 

槲寄生属分布于东半球 ，主产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少数分布于温带地区 ，其 多样性 中 

心在非洲大陆南部和马达加斯加 岛。槲寄生属在 中国主要分布于南部和西南部。 

槲寄生组 Sect．Viscum：雌雄异株植物。约有 60多种 ，主要分布于非洲大陆和马达加 

斯加岛。我国有 4种 ，主要分布于季风区 ，个别种向北可分布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朝鲜 

和 日本等地(图 1)。 

图 1槲 寄 生 属 的 中 国 种 类 分 布 区 图 

Fig．1 Areal range of Chinese Viscum 

槲寄生 V．coloratura(Kom．)Nakai在我 国西部大致沿 400 mill等降水量线分布 ，由 

西南向东北可抵 中俄边界 ，此范 围包含了我国绝大部 分的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 (广东省 

除外)。同时 向北分布到俄罗斯远东地区 、朝鲜 、日本。 

日叶槲寄生 V．album L．var．meridianum Danser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南 部(念青唐 

古拉 山 一冈底斯山以南地区 )和云贵高原地区。不丹 、锡金、印度北部 、缅甸北部 、越南北 

部 有分 布 。 

线叶槲寄生 V．fargesii Lecomte分布于我国川、青 、甘 、陕 、晋五省交界的山地地 区。 

绿茎槲寄生 V．nudum Danser分布于我国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周边山地地 区。 

腋花槲寄生组 Sect．Botryoviscure：雌雄同株植物 。约有 30多种 ，主要分布于 非洲和 

亚洲南部。我国有 8种 ，分布于南部和西南部地 区，个别种向南可分布到印度 、东南亚和 

大 洋 洲 (图 1)。 

云南槲寄生 V．yunnan~nse H．S．IOu分布于云南南端 (勐腊地区)。 

五脉槲寄生 V．monoicum Roxb．ex DC．分布于云 、桂两省区 ，这 里是其 分布的东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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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孟加拉 、斯里兰卡 、缅甸 、泰国 、越南 也有分布。 

柄果槲寄生 V．multinerve(Hayata)Hayata大致分布于南岭 以南各省区。泰国北部 、 

越南北部也有分布。 

瘤果槲寄生 V．o~,aifolium DC．大致 分布于南岭 以南各省区(但不含台湾省)。印度 

东北部 、缅甸 、泰 国、老挝 、柬埔寨 、越 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澳 大利亚等国 

家有分布 。 

扁枝槲寄生 V．articulatum Burro．f．大致分布于南岭以南的南亚热带 、热带山地和丘 

陵地区。在亚洲南部和东南亚各国、大洋洲热带地区有分布。 

枫香槲寄生 V．1iquidambaricGlum Hayata广泛分布于我 国东部的中 、南亚热带和 热 

带地区以及西藏 自治区南部和西南部。也分布于尼泊尔、印度东北部 、泰国北部 、越南北 

部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爪哇)等国家和地区。 

棱枝槲寄生 V．diospyrosicolum Hayata广泛分布于我 国东部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及 

西藏的横断 山区(察隅 )。 

聚花槲寄生 V．1oranthi Elmer仅分布于云南的 剑川 、中甸和勐 海等地 ，呈星散间断 

分布。也分布于印度的北部和东北部 、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 、菲律宾的吕宋岛等地。 

2 寄主植物的分布 

我们对中国科学院各植物研究所标本馆近干份槲寄生属植物标本进行了研究。通过 

对标本采集记录 ，及我们野外观察的结果 ，统计了槲寄生属植物的寄主情况(表 1)。因为 

标本所记录的寄主种的准确性有局限 ，仅将寄主确定到属 。 

表 1中国 槲 寄 生 植 物 的 寄 主 科 和属 

Table l Families and genera of host plan ts of Viscum in China 

寄主植物 Hostplants 

科 Families 属 Genera 

寄生植物 Parasitic species 

槲寄生组 Sect．Viscum 腋花槲寄生组 Sect．Botryoviscum 总计 

I II RI IV V VI VR Ⅷ IX X XI XII Total 

Acemceae槭科 

Betulaceae桦木科 

Ebenaceae柿科 

Elaeocarpaceae杜英科 

Eficaceae杜鹃科 

Euphorbiaceae大戟 科 

Fagaceae壳 斗科 

Acer 

Betula 

Alnus 

Carpinus 

Corylus 

Diospyros 

Elaeocarpus 

Rhododendron 

Macaranga 

VelTtiz-ia 

Koilodepas 

Q rc 

Castanea 

Cyclobalanopsis 

Lithocarpus 

Castan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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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melidaceae金缕梅 科 

Hypericaceae金丝桃科 

Juglandaceae胡桃科 

Lauraceae樟 科 

Loranthaceae桑寄生科 

Mimosaceae含羞草科 

Moraceae桑科 

Oleaceae木犀 科 

Papilionaceae蝶形花科 

Punicaceae石榴科 

Rhizophoraceae红 树 科 

Rosaceae蔷 薇科 

Rutaceae芸香科 

Salicaceae杨柳科 

Sapindaceae无患子科 

Sonneratiaceae海桑科 

Symplocaceae山矾 科 

Theaceae山茶科 

Tiliaceae椴 科 

Liquidambar 

Cratoxylltm 

Pteroco]Ta 

Carya 

Plat~"carm 

Cinnamomum 

Macrosolen 

Dendrophthoe 

Taxillus 

Scurrula 

Loranthus 

Adenanthera 

Osmanthus 

Sophora 

Dalbergia 

A lbizzia 

Punica 

Bruguiera 

Pl l s 

f忆 nⅢ  

Cerasus 

Crataegus 

Amygthtlus 

Malus 

只)， rcⅢ 

Zanthoxylum 

Evodia 

Citrus 

Cl011~ell~t 

Populus 

Salix 

Sc~oindus 

Sonneratia 

Symplocos 

Schima 

Tilia 

Ulmaceae榆科 U／m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V．c幽 ， Mm：II：V．albⅡm var．meridiamum；IlI：V．fargesii；IV：V．nudum；V： ．)'unnanense；gl：V，monoicum； 

VH： ．multi， e：VI： ．删c~ifoliMm；IX： art／cMlatMm；X：V．1／qMidambaricozMm；XI：V．diospyrosicolum；Ⅻ： ·loranthi 

根据吴征镒对中国植物区系的划分【7]，可将槲 寄生属寄主植物分成 13个分布类型 

和变型 (表 2)。从表 2可 以看出 ：腋花槲寄生组寄主植物热带分布 占的比例较大 ，其 

中较多的有泛热带分布 、旧世界热带 、热带亚洲 ，它们分别 占寄主总属数的 17·95％、 

l  l  2  2  l  5  l  l  l  2  2  2  2  3  l  4  l  1  l  2  l  l  2  l  2  l  5  l  l  l  3  2  1  l  l  l  l  l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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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15．38％，占中国同一 分布 区属数 的 2．30％、4．67％、1．30％，而世界 分布 、温 带分 

布以及东亚和中国特有分布 占的比例较少。槲寄生组寄主植物温带分布 占的比例较大 ， 

其中较 多的北温带分布 占寄主总属数 的 56．99％，占中国同一分布区属数 的 6．67％，而世 

界分布 、热带分布以及东亚和中国特有分布 占的比例较少。 

表 2 中 国槲 寄 生 一 寄 主 檀 物 的 分 布 区 型 

Table 2 The number of host genera of Vucum in China in relation to areal types 

T：Number of total Chinese genera； H：Number of host genera；PT：Percentage of host genera among total Chinese 

genera in an areal ；PH ：Percentage of host genera among total host genera in all area1
． 

可见 ，腋花槲寄生组寄主植物属的性质主要是热带成分 ，与腋花槲寄生组植物 的热 

带分布相一致 ；而槲寄生组的寄主是温带成分 占主导地位 ，与槲 寄生组植物 以温带 分布 

为主相一致 。因此 ，槲寄生属植物与其寄主之间分布具有密切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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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虽然不同的寄生植物对于寄主的专一性有很大的 差异 ，但毫无疑问 ，寄生植物 与其 

寄主的关系有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生态的或者偶然性 的结合。我们根据 

其主要寄主的起源地来推断其可能的起源 。 

分布区中心 根据国内外资料记载[6,11~-1 ，槲寄生属植物 约有 100种 ，隶属于 2组 ， 

其 中亚洲约有 20种 ，5种是雌雄异株 ，大洋洲约 4种 ，全为雌雄同株 ，其余种类集中在非 

洲 (大陆 )和马达加斯加 (岛)，共约 70种 ，除约 l7种是雌雄 同株外 ，其余皆为雌雄异株。 

从种数来看，非洲南部是槲寄生属的现代分布中心。但从细胞地理学分析来看 ，槲寄生属 

染色体数 目基本是 X--14，其次还有 X=15、13、12、1 1、10，这是 因为染色体进一步非整倍 

体增加或减少的结果[4,14,1 5]。X=14是热带非洲槲寄生种所具有的，马达加斯加槲寄生种主 

要是 X=13，欧洲 、东部亚洲和澳大利亚的槲寄生属植物染色体数 目是 X--13、12、11、10。 

这种染色体分布方式说明热带非洲是本属的发展中心 ，因此支持了 Rao的意见【1”。 

另外 ，雌雄异株种 中具有与性相连的漂移染色体的易位复合体 (sex—associated and 

floating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而雌雄同株 中却缺乏[1 ， 嘲。这显示染色体易位主要与 

雌雄异株的起源和建立有关 。这是通过雌雄 决定因子进行基因连锁来实现的。雌雄异株 

的出现启动了槲寄生属又～次重要的辐射(significant secondary radiation)，这种现象在非 

洲尤其明显㈣。如果仅考虑雌雄周株种的地理分布 ，那么亚洲南部是槲寄生属的 第二大 

发展中心。 

可能的起源地 由于尚未有确凿的化石证据 ，不同的学者对槲寄生属起源问题的 

看法不一 。从核型分析和种的 多样性分析 ，认 为槲寄生属起源于 冈瓦纳古陆 ，从雌雄 同 

株分布来看 ，认为槲寄生属起源于劳亚古陆 【1 9]。根据吴征镒先生对各分布区类型成分起 

源的推测[7]，和笔者从槲寄生属寄主成分的分布区型分析 ，发现槲寄生属雌雄 同株寄主 

植物大部分是冈瓦纳古陆起源的 ，而起源于劳亚古陆的温带亚洲分布在两组槲寄生寄主 

植物 中都没有。从槲寄生属寄主植物的多少来看 ，槲寄生属最偏爱的寄主是壳斗科植 

物 ，而 Melville认为壳斗科也是冈瓦纳古陆起源的[201。再结合其染色体资料和现代分布 

中心来看 ，我们认为槲寄生属可能是起源于冈瓦纳古陆。 

现代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可能的迁移路线和起源时间 地 质学和地球物理学 的 

研究表明【7， ”，大约在始新世中期 ，印度板块向北移动与亚洲板块碰撞 ，产生了巨大 的喜 

马拉 雅山脉和青藏高原 ，使古地 中海 消失 ，冈瓦纳古陆和劳亚古陆相连 ，其上的植物 区 

系发生交汇 ，大大丰富了我 国西 南 、华南或 东亚植物 区系 ，并且使现代地 中海 区与东亚 

植物 区系密切相连 ，高耸的喜马拉雅 山脉成 为南 、北方植物区系的分界线和许多植物 的 

分化 中心。槲寄生属植物随着印度板块的北移 ，也就有可能随着其寄主植物 的迁移而在 

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交接处保存下来 ，并找到更适宜 的环境 ，从而进一步特化和 分化 

并向北延伸到温带地区。同时 ，可能受到第三纪冰川的影响，槲寄生属植物随着寄主植 

物进一步迁移到东南亚和大洋洲一些国家 。追溯它们的起源时间可能至少在第三纪 之前 

的某个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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