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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研究

青海湖湖盆南部的高寒灌丛

淮虎银 周立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

〔摘要习本文对青海湖湖盆南部的高寒灌丛类型及动态进行了初步探讨
。

研究地区高寒灌丛主要有

以下五类 金露梅灌丛
、

金露梅 山生柳灌丛
、

山生柳 金露梅 鬼箭锦鸡儿灌丛
、

山生柳灌丛和

鬼箭锦鸡儿灌丛
。

分析表明
,

气候和地形条件是影响本区高寒灌丛动态的主要因素
。

关键词 青海湖湖盆南部
,

高寒灌丛
,

类型
,

动态
。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
,

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微咸水湖泊
。

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历来受到各界专家及学者的瞩 目
。

近年来
,

由于全球性的气候转暖
,

青海

湖湖水持续下降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

植被是环境条件历史

发展的产物
,

植被的性质也 自然而然成了环境条件的一个指标
。

本文对在青海湖湖盆南部占有

相当大 比例的高寒灌丛及其动态进行初步探讨
,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植被的演化提供参

考
。

自然概况

青海湖地处大陆腹地
,

四周为大通山
、

日月 山及青海南 山所环绕
。

湖区海拔高度在 。一

。米之间
。

湖区气候属典型的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 月份平均温度 ℃
,

极端最高温

度 ℃ 元月份气温最低
,

平均 一 ℃
,

极端最低温达一
’

年降雨量约 一
,

年

均蒸发量为降雨量的 倍 〔 〕,

但
“

湖泊效应
”

使湖区气温变化趋于缓和
,

降雨量也 比邻区为

大
。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
,

高寒植被相 当发育 〔 〕,

主要有高寒灌丛
、

高寒草甸
、

高寒草原及高山流

石坡稀疏植被等
。

研究地区高寒灌丛类型及特征

高寒灌丛是由耐寒的中生或旱中生灌木为优势种而形成的一类植被
,

主要分布于青藏高

原东南部 〔‘〕。

在青海南山北坡
,

高寒灌丛主要有金露梅
。 。。‘ “ “

灌丛
、

金露梅 山

生柳 ‘ 户 灌丛
、

金露梅 山生柳 鬼箭锦鸡儿 乙 ‘ 灌丛
、

山生柳灌

丛和鬼箭锦鸡儿灌丛五类
。

金露梅灌丛 主要分布在青海南山北坡的东段
,

海拔 。。一 。。 之间
,

西段 一

之间也有分布
,

优势种为金露梅
,

东
、

西段优势种高度差别较大
,

伴生种也有差异
。

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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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层高约 一
,

总盖度达 一
,

主要伴生种有高山绣线菊
“ 。

。
、

山生柳
、

鬼箭锦鸡儿
,

珠芽寥 户
、

线叶篙草 户
、

篙草
、

矮篙草
、

刺芒龙胆
、

长叶火绒草
、

平车前 户
、

乳 白香青 户 , 、

美丽风毛菊
户

、

藏异燕麦
、

黄毛棘豆 即 户 和钉柱委陵

菜 ‘ 等
。

西段灌木层高约 一
,

总盖度 一
,

鬼箭锦鸡儿零

星散布其中
。

草本层中主要伴生有珠芽寥
、

小大黄
, 、

黑褐苔草
“ 。 , ,

、

长叶火绒草
、

钉柱委陵莱
、

高山篙草
‘ 、

青藏虎耳草 ‘ ‘ 二

、

羊茅 和乳白香青等
。

金露梅 山生柳灌丛 分布于西段海拔 。。一 之间
,

金露梅成为群落共优种
。

灌木层高约 一
,

主要伴生有鬼箭锦鸡儿
。

草本层 中主要有珠芽寥
、

圆穗寥 。

户 夕 、

瑞菩草
、

展苞灯芯草
、

喜马灯芯草
、

甘肃棘豆 郡 户
、

乳 白香青
、

花首楷
、

乌

足毛莫
、

唐松草
、

落草
、

黄帚聚吾
、

紫花碎米养 ‘ ‘ 、

平车前
、

刺芒龙胆
、

阿拉善马先

篙
、

垂穗披碱草 少 、

叠裂黄荃 卿 夕户
、

青

藏虎耳草
、

藏异燕麦
、

发草 , 户 户 , 、

长程早熟禾 艺 夕 、

双叉细

柄茅
、

黑褐苔草
、

矮篙草和篙草等
。

总盖度达 一
。

山生柳 金露梅 鬼箭锦鸡儿灌丛 分布于西段海拔 一 之间
,

山生柳
、

金

露梅和鬼箭锦鸡儿组成群落的共优种
,

灌木层高约 一
。

主要伴生种有珠芽寥
、

小大

黄
、

展苞灯芯草
、

唐松草
、

阿拉善马先篙
、

光盘早熟禾 尸 。“ 。 、

青藏虎耳草
、

开张龙胆
‘ 户 ‘ 、

乳白香青
、

紫花碎米莽
、

高山韭
、

发草
、

双叉细柄茅
、

垂

穗披碱草
、

藏异燕麦
、

矮篙草
、

篙草和黑褐苔草等
。

总盖度 一
。

山生柳灌丛 分布于东段海拔 。。一 之间
,

优势种 山生柳分盖度可达 一

,

局部地方高达 以上
,

灌木层平均高约 左右
,

主要伴生有金露梅
、

鬼箭锦鸡儿

和 高山绣线菊 草本层 中主要有珠芽寥
、

盘状垂 头菊
“ ’

、

棱子芹
户

、

大通璋芽莱 二 户
、

紫花碎米葬
、

田野卷耳
’

、

柳叶莱 户
、

青藏虎耳草
、

乳 白香青
、

五脉绿绒篙 户

、

长叶火绒草
、

展苞灯芯草
、

发草
、

垂穗披碱草和甘肃篙草
。

总盖度 一
。

鬼箭锦鸡儿灌丛 分布于东段 一 之间
。

优势种鬼箭锦鸡儿在群落内的分盖

度达 一
,

局部地方金露梅成为次优势种
,

分盖度 一
。

灌木层高约 。。 左

右
,

山生柳零星分布于其 中
。

草本层 中主 要伴生有珠芽寥
、

小大黄
、

展苞灯芯草
、

蒲公英

印
、

钉柱委陵莱
、

唐松草
、

甘青老鹤草 刃
、

长叶火绒草
、

乳白香青
、

双叉细柄茅
、

紫花碎米葬
、

高山篙草和矮篙草等
。

总盖度 一
。

讨 论

高寒灌丛在青海湖地区 占有相当大的 比例
,

尤其在青海湖湖盆南部高寒灌丛更为发

育
。

在研究地区
,

高寒灌丛主要分布于海拔 一 之间的山地
,

该地段为青海南山的北

坡
,

湿度条件明显 比湖盆北部为大
。

从高寒灌丛的植物组成可以看出
,

水热条件是限制高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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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分布的主要因子
。

在研究地区的东
、

西段
,

高寒灌丛分布的上
、

下限和群落类型
、

伴生种都表

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
。

湖区的年平均气温有由东 向西呈降低的趋势
,

如海晏 。 ℃

—刚察一

。 ℃

—天峻一 ℃ 未考虑海拔的影响
,

降雨量也有下降趋势
。

东
、

西段除了气候条件不

同外
,

地形也有很大差异
。

东段地势相对陡峭
,

西段高度变化较平缓
,

所以湖泊对东段的影响更

大 距湖体近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气候条件和地形因子造成了高寒灌丛在本区东
、

西段的

差异
。

《中国植被 》〔 〕认为高寒灌丛为一原生性质的植被类型
。

郝景盛 的青海省东北部植

物概况图 〔 〕中所描述的青海湖湖盆南部灌丛
,

东西为一连续带
,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

位于中

间地段的江西沟其灌丛几乎完全消失 〔
、

”〕。

由此可以推断该地区的灌丛可能处于消退状态
,

而

且消退速率很大
。

如果从大气候的变化来看
,

气温从地史某一时期起
,

就开始有上升趋势
,

湿度

条件随温度上升而下降
,

这就导致了高寒灌丛分布下限的升高
。

西段高寒灌丛分布下限有时可

降至 左右
,

这与西段地形雨和局部环境条件 主要是地形 有关
。

高寒灌丛的 多样性在湖盆南部的各类群落中为最大 〔的 ,

而群落生态优势度为最小 〔 〕。

前者说明高寒灌丛中植物种类组成丰富
,

低生态优势度又表明高寒灌丛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

植

被对气候既有适应能力
,

同时又对气候有影响作用
。

青海湖地区的森林植被处于消退状态
,

仅

有耐寒的青海云杉
,

和祁连圆柏 户 二 艺 有零星分布 〔‘〕。

由此可

以看出
,

高寒灌丛的存在在青海湖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

但是不合理利用高寒灌

丛
,

如过度放牧
、

烧荒等
,

都将会导致高寒灌丛的退化
,

从而引起其它环境问题
。

所以对高寒灌

丛进行更深人细致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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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自然 一代宗师
沉痛悼念赵松乔先生

年 月
,

中国干旱区研究的开拓者
、

我刊顾问赵松乔先生因工作积劳
,

碎然去世
,

离

别 了我们
,

享年 岁
。

恶耗传来
,

悲痛不 已
。

赵松乔先生是国际知名
、

成就斐然的地理学家
,

特别在中国干旱 区研究方面
,

可谓是开山

鼻祖
,

一代宗师
。

从中国科学院黄河队固沙分队 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治沙队 开始
,

他为沙漠

自然环境的考察
、

定位研究
,

沙漠化的机制和治理
,

沙漠 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
,

奉献出了近

年的大量精力
。

从 年联合国沙漠化问题会议以来
,

他又不辞劳苦
,

奔波世界各国
,

为中国

与世界在沙漠化研究方面的交流
、

接轨牵线搭桥
,

组织了多次大中型国际学术会议
,

创办了《中

国干旱区研究 》英文期刊
,

使中国的干旱区研究走向了世界
。

我们最难忘的
,

是赵松乔先生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

他一身著作等身
,

发表有专著 余部
、

论文 余篇
。

然而
,

经他审改的中青年科技人员的论文
、

著作
,

却是难以用数字统计的
。

我们

这本刊物
,

创办伊始
,

就得到赵松乔先生的关心和指导
,

他欣然出任本刊顾问并且真正做到 了

常顾常问
,

我们获益匪浅
。

年来
,

仅经赵松乔先生之手
,

我刊即有 多篇论文在美国出版的

《中国干早区研究 》发表
,

通过这一媒介
,

新疆了解 了世界
,

世界认识了新疆
。

正当我们期望在赵松乔先生指导下
,

进一步提高刊物水平
,

更广泛走向世界之时
,

赵松乔

先生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

使我们悲痛难抑

我刊编辑部全体同仁
,

将以您为榜样
,

不遗余力
,

宣传
、

介绍中国干旱区研究的成果
,

发展
、

提高中国干旱区研究的水平
。

赵松乔先生千古

《干旱区研究 》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