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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广泛分布于高山和青藏高原东部,构成特殊的高原地带性 (张

新时,1978)与 山地垂直地带性的主要植被类型。它具有适应高寒气候的生态特性、绪

构特点和地理分布规律,而且是重要的草场资源 ,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基地。因此 ,以

生态系统的方法研究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的结构、功能以及物质循环和能量流通规律 ,

提高它们的生产能力,在理论和生产实践上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植被是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物质循环和能量流通的核心,是食物链的中心环

节。对初级生产者一 植物群落的类型与基本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 ,是生态系统研究的

基础。为此,根据定位站几年的工作,对该站植被的基本特征作简要的论述。    ·

一、组成植被的区系特征      i·

定位站约有种子植物350余 种,分属50科、70属 。其中禾本科、菊科、龙胆科和毛

茛科的种数最多,其次为莎草科、蔷薇科和豆科。组成植物群落的建群种和优势种则较

少 ,约 20余种,以适应高寒气候的耐寒中生灌木和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其地理成分比

较复杂。在高寒灌丛组成中,以北温带寒温性落叶阔叶灌木金露梅 (Dosjp芘 orc rr时 jˉ

oosc)和青藏高原特有种山生柳〈scri劣 。r″″p】c)、 狭叶鲜卑 花 (s油 frc四 c即“sfofo)

等组成,广泛分布在海拔3000-3800米的山地阴坡、河流阶地和山前洪积扇。而在排水

良好、比较开阔的滩地、宽谷和山地阳坡分布着嵩 草 (Kobres忆)草甸。它是青藏高原

与大陆性气候强的亚洲中部高山分布最普遍的类型之一,是高山和青藏高原隆升所引起

的寒冷气候的产物。藏嵩草 (K.f|8洲 c。〉是青藏高原的将有种,其分布北起祁连山 ,

南至唐古拉山,与大嵩草 (K.fJ″杨洳历)形成地理替代种,是沼泽化草甸的建群种。

小嵩草 (K.pyg〃 coc)、 线叶嵩草 (K.copi〃 frorc)和矮嵩草 〈K.加″jrjs)为 中亚

或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是高寒草甸的建群植物。其伴生种类以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和

北极一高山成分为主 ,例如兰石草 (Ecmceo f油 ef:co〉 、兰白龙胆 (Genffom。 h四o仞do。ˉ

mc〉 、珠 芽 蓼 (Pof匆 om″御 00p。r。″)、 圆穗 蓼 (P.s灿‘,口rosrcc`iy“〃)、 高 山

唐松草 (T切 rcrru〃 clpJ羽″)、绵毛马先蒿 (Podj御

`cris oderj)和
短穗兔耳草 (Loˉ

goffs brcc”“。c”s)等。除此之外,温带草原成分在高寒草甸种类组成中占有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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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其中异针茅 (S汀p。 cro"。 )、 溶草 (KoeJeric orfsfofo)等 ,往往以次优势

种出现 ,说明该地区的植被与蒙新草原亦有一定的联系。

组成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植物的生活型多种多样,可 以分为落叶阔叶灌木、小半灌

木、多年生密丛禾草、多年生密丛嵩草、疏丛禾草、根茎禾草、根茎苔草、直立茎杂类

草、莲座状植物等。落叶阔叶灌木和多年生密丛嵩草分别成为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的建

群层片,其它形成优势层片或辅助层片。种子越冬植物寥寥数种,它们不是高寒灌丛和

高寒草甸的典型植物,它们的出现与牲畜和农业活动有关。

在高原严寒多变的气候条件下,植物经过漫长的适应和自然选择,塑造了各种生态

一形态特征:植株矮小,莲座状,营养繁殖和胎生繁殖,植物体被毛或具有 厚 的 角 质

层,根系较浅而平展。这些特征能抵御强风的侵袭 ,防止植物体内水分的大量散失,保
证植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二、植被的主要类型及其结构特征

该站的植被 ,根据植物群落的外貌、层次结构以及建群种的生活型和所联系的生态

条件 ,划分为如下类型 (表 1):
1宙窖扭丛

是指分布在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带以上,以耐低温中生灌木为建群层片的植被类型。

该地区因地形开阔、气候寒冷、冬春季干旱多风等环境因素,缺少常绿革叶灌丛,以冬

季落叶灌丛为主。它常与高寒草甸构成高寒灌丛草甸带。组成这类灌丛建群种的生活型

为落叶阔叶灌木。群落结构简单,分灌木和草本两层。群落复盖度较大,一般在60%以

上。该类型分布面积较大,灌丛下有较多的优良牧草,是重要的放牧场。

根据建群种的不同,可分为三个群系:

;  (1)金
露梅灌丛 (Form.Dos|phoro rrdcoso)

该类型是定位站分布最普遍的类型之一。在南部主要分布在山地阴坡,中部分布于

地形开阔而潮湿的滩地、山麓洪积扇以及河流两岸的低阶地,以干柴滩最为集中;北部

山地在阳坡可上升到海拔3800米以上。土攘为高山灌丛土,土层较厚 ,有机质丰富,呈
中性反应。

金露梅林高30一姓0厘米,最高可达60厘米。随着海拔升高,气候变冷,植株逐渐变

为低矮,盖度60-70%,伴 生种囚地而异。在山地阴坡混生有山生柳、高山绣线菊和鬼箭锦

鸡儿 (Ccmgcmo'油 口幻),在滩地除上述种类外,还有藏黑刺 〈ffjppop乃 c。 fi切ricc)

等,它们均散生在群落之中,复盖度较小。
l 

组成草本层的植物种类较少 ,平均每平方米样地内有15-25种。以寒冷中生草甸植
物为主,优势种因水热条件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温暖的南部 山地,以 线 叶嵩草为优
势 ,盖度25%J在海拔较高的干柴滩,则以珠芽蓼和紫羊茅 (Fe,s砌cc r沥rc)为优势,

盖度20-30%。 伴生种类有双叉细柄茅 (P汀rgcr。 s打sd|c伤 ofo″σ〉.、 藏导燕麦 (ff洒¨

otof0cnom ff扬|J。”″)、 落芒草 (oryzopsfs″ 卿rof)、 草地早熟禾 (Poc prc场m)、
霉白委陵菜 (尸°佗,‘扌,〃c mi″印)、 华马先 蒿 (尸刃 Jo刃orfs oo如 rc var.s而。

`,sis)、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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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被 型

vegetation type

高 寒 灌 丛 落 叶 灌 丛

alpine sht1:b dccldt1ous shrtlb

草原化草甸

steppc tllcad0W

表 1 定位站的主曰拉技类迪

Table I  The vegetational types in the station

群

formation

系

1.金露梅灌丛

Forll1,I)csip而 oro rr〃打coso

2.山 生柳濯丛

Form~, so`J茁 or订 rcphc

3.狭叶鲜卑花灌丛

Form,s|birocc o″ g钳 sfσ

`σ

犭.小嵩节萃原化草甸

Form.Kiobrcs|c py￠
`,:。

￠c

s,小嵩草、异针茅草原化草甸

Forln. JCobres氵 o pyg⒘77cc o, sffp。

cr`纟 m‘ :

真  草  甸

6.矮 嵩草草甸

Foril1.JCobr。 sfc尼仍,,aiffs

7.线叶嵩草草甸

Form.K。 8r召 s|c copi`″roffc

8,垂 穗披碱草草甸

For1】 .E·

`,〃

“s” ″′gms

9.华扁穗草、青藏苔草沼泽化市甸

Form. B`ysm″ ss`” ocomprcss〃 s.

C。 rg多 仞00rcror扌 订

lO.藏 嵩草沼泽化草甸

Form.Kob″ s氵 G`氵扬″cc

高寒草甸

alpine meadow.
true meadow

沼泽化草甸

swamp mcadow

vegetation s,!btype

植 被 亚 型

沼  泽 11.窄 穗苔草招泽

Forf1. C.c rc茁  pc″ 氵r'” sis t,cr,

-0″g″ sfi.p|co扌 °swai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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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唐松草、云生毛茛 ⑩ 砌昭c仍

`够

‘mep杨rog御 es〉 、纤弱银莲 花 ('彳。″o,:。 do″ issoλ

钝叶银莲花 ('。 obf“ s,Jobo)等 。

〈2)山生柳灌丛 (Form.s磁茁or|fr幼

`】

o)
’
山生柳灌丛主要分布于长沟和口门子里滩海拔3姓00-3500米 的山地阴坡。山地坡度

较陡,坡面有出露岩石。土壤为高寒灌丛土。

群落结构简单,分灌木和草本二层。灌木层以山生柳为建群种,平均株高40厘米,最
高可达120厘米,株丛小,稀疏,盖度40%左右。此种特点有利于草本植物的生长发育。
伴生种很少,常见的有高山绣线菊等。

草本层植物种类较少,平均每平方米内有15-20种,盖 度65%左 右,以 多 种苔草
(Ccre劣 spp.)为其优势,叶层高10厘米左右,盖度35%。 伴生种有线叶嵩草、双叉细

柄茅、羊茅 (F纟 sr〃cc o耐 ,,口)、 圆穗蓼、珠芽蓼、瑞玲草 (scmss″ r四 m匆 r。sce洒 )、

小大黄 (刀而四″ 夕勿″订“″)、 华马先蒿、纤弱银莲花等。
(3)狭叶鲜卑花灌丛 〈Form,s06″ c。 c cmc仍sf口 rC〉

狭叶鲜卑花较金露梅和山生柳喜温、耐旱,囚而它仅呈块状分布于海拔较低、气候
温暖的南部山地阴坡,坡度较大,排水通畅。土壤为高寒灌丛土。

灌木层以狭叶鲜卑花为建群种,榛高80厘米左右,分布较稀疏,盖度30%,透光性
强。伴生种有山生柳、高山绣线菊、金露梅等。

草本层种类较少 ,平均每平方米有15种左右 ,总盖度70%左右,以线叶嵩草为优势,

株高15厘米,盖度50%。 伴生种有矮嵩草、珠芽蓼、藏异燕麦、高山唐松草、异针茅、
二柱头廉草 (scfrp″s dfsfic″ o加″s)、 甘肃 马先 嵩 (Pedfc″

`crfs南

c刃s叨四sfs〉 、多
种香青 ('″ op乃咖s spp.)等。

I高寒草旬

高寒草甸也称高山草甸,由寒冷中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优势的植物群落 (中国植被
编辑委员会,1980)。 在青藏高原以密丛短根茎地下芽嵩草属植物组成的群落为主。目
前 ,国 内外学者对嵩草群落的归属问题尚无一致的意见 (Py6y工。:,H.H.,1955,侯学
煜 ,196姓 ,张经炜、王金亭,1966)。 我们认为,嵩草群落与其它地带性植被一样,受一
定的水热条件所制约,占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是稳定的地带性植被类型。它是亚洲中部
高山和青藏高原隆起所产生的高寒气候的产物。气候具有高寒、中湿、日照充足、太阳
辐射强、风大等特点。高寒草甸在长期适应与自然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特
点:草层低矮、层次分化不明显、结构简单、草群生长 密集、复 盖 度大、生长季短、
生物量低,组成群落的多数植物在高寒气候作用下,具有丛生、莲座状、植株低矮、被茸
毛和营养繁殖等抗寒的生态一生物学特性,组成种类较少,以北极一高山和中国一喜马
拉雅植物成分为主。外貌整齐。

土壤为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土成土过程年轻,以生草过程为主导,土层薄,一般
厚约30-5o厘米,上部具有厚约15厘米错根盘结的草皮层,质地多为轻攘、砂壤,淋溶
作用强,有机质含量高,土壤水分适中,全剖面一般无石灰反应或者下部呈弱至中等石
灰反应,徽酸性至微碱性反应,pH 6-8。 -在一定深度存在着多年冻土。

根据建群种的生态特性可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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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 原化草甸

草原化草甸是指由旱中生多年生植物为优势所形成的草甸植被,或者在草甸植被中

大量侵入旱中生或旱生植物。土壤为碳酸盐高山草甸土,土壤比较干臊。

(么 )小嵩草草原化草甸 (Form.Kob″sfc pyg″c四 )

该类型面积较小,仅分布于曰门子里滩,口 门子里滩是一个山麓微缓倾斜的滩地 ,

海拔3270米 ,l地形比较开阔平坦 ,排水良好。土壤为碳酸盐高山草甸土,土层较薄 ,土

体干燥。

小嵩草属旱中生植物 (周兴民,1979),株 高 3-5厘米,生长密集,常形成密集

的植毡。群落结构简单,层次分化不明显,仅草本层一层,总复盖度在80%以上。种类

组成较少,平均每平方米有15种左右。主要伴生种类有矮嵩草、致细柄茅 (歹,fcgrosris

co″c而mc)、 美丽凤毛菊 (sc"ss弘 ″c s”0rbC)、 雪白委陵 菜、二 裂 委 陵 菜 (poˉ

`四 `″

fo 6j∫
"rc。

〉 ,麻 花 艽 (C印
`氵

口″σ sfro〃J″g)、 矮 火 绒 草 (Loo耐 opodi"″
"°

一

m″御)和高山唐松草等。

(5)小嵩草、异针茅草原化草甸 (Form.Kobresjo pyg″ 口纟c、 s`;pc of杨“口)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定位站南部的春圈窝、红山湾、窑沟口等地的排水良好的滩地、

山地阳坡。海拔较低,气候温暧。土壤为碳酸盐高山草甸土,土层薄、干燥。

组成种类较少,以小黄草、异针茅为共建种。在早期,草层无分化,而到植物生长

盛期,异针茅株高10-15厘 米,层次分化明显 ,异针茅形成第一层,小嵩草形成第二层。

总复盖度85%。 伴生种有矮嵩草、羊茅、紫羊茅、垂穗披碱草 (E`y仞切s砌 foms)、 麻

花艽、美丽凤毛菊、雪白委陵菜、矮火绒草、细裂叶亚 菊 ('加耐c sf印ofc8c)、 乳白

香青 ('mcp肠

`is尼

cncoc树 )、 甘肃马先蒿、阿拉善马先蒿 (Pedfc刀 oris cfcsc此 o"jc。 )、

白苞筋骨草 ('`匆 cf“ p″ f,"o)、 摩苓草 (Morimc c加 me,:s|s)等。

2.真草甸

真草甸是指由多年生中生草本植物组成的植物群落。一般分布于排水良好、土壤水

分适中的地段。土壤为高山草甸土。本地区有以下几个群系:

(6)矮嵩草草甸 (Form.Kobresic fi“ ″许s)

该类型为定位站分布最普遍的类型之一。主要分布在盘坡、风匣口、春圈窝、窗沟

口一带的滩地、坡麓和山地的半阴半阳坡。目前由于过度放牧和鼠类的严重破坏,原生

植被保留的不多,大部分则处于不同的演替阶段。土壤为高山草甸土。

组成种类较多,平均每平方米有20-30种 ,以矮嵩草为建群种,由于放牧和鼠类破

坏的程度不同,次优势种有所差别。在轻度破坏的地段,异针茅为次优势种,而在破坏

比较严重、土壤疏松的地段,垂穗披碱草和羊茅成为次优势种。群落总复盖度60-90%。

伴生种主要有早熟禾 (poc spp.)、 小嵩草、落草、天兰苜蓿 (lredfc即 。f“p沛 nc)、

黄芪 ('sfrccorms spp.)、 异叶米口袋 (G9‘

'rdmsf。
。dric dj昭 rsfroIc)、 麻 花 艽、

雪白委陵菜、美丽凤毛菊、披针叶黄华 (r】。rm。 psis rcmc。。r。 f。 )、 乳白香青、矮火绒

草、花苜蓿 (rr妇°
"引

rc r时 】四|cC)等。

矮嵩草草质柔软,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强,是 良好的天然放牧场。如果对该群落加

以人工保护,使禾草大量增加,即可提高草场生产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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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线 叶嵩草草甸 (Form.Κobresic copi″ iro加 )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永安城一风匣口一盘坡一线以南的九龙岭、窑沟口、石圈子、三

道圈、上乌兰等地的海拔2900-3200米的山地阳坡,气候温暖。土壤为高山草甸土,土

层潜、贫瘠。

群落结构简单,层次分化不明显。植物种类较多,平均每平方米有25种左右。以线

叶嵩草为建群种,植株较高,生长密集 ,囚而复益度大,一般在80%左右。伴生种有矮

嵩草、小嵩草、羊茅、异针茅、圆穗蓼、珠芽萝、棘豆 (o劣yrropis spp.〉 吞青、矮火

绒草、细裂叶亚菊、麻花艽、白苞筋骨草、披针叶黄华、摩苓草、兰石草、甘肃马先啬

等。

线叶嵩草草甸草层高15-20厘 米,产草量高,草质优良,营养丰富,适口性强,是

很好的天然放牧场,一般作冬季牧场利用。

(8)垂穗披碱草草甸 (Form.Elymus nutans)

该类型在定位站分布比较普遍,主要见于药草梁、风匣口的无名滩、盘坡、东大沟

和石圈子等地,是原生植被破坏之后的次生类型。土壤疏松、肥沃、有利于疏丛长根茎

植物的生长,因此多占据废弃的圈窝子、弃耕地以及鼠类破坏的裸露地。

群落结构较嵩草草甸复杂,组成种类较多,总复盖度60-80%。 垂穗披碱草林高15-

30厘米,叶层高10厘米左右,组成第一层,其复盖度以恢复的年限不 同 差 异 较大。在

大东沟和石圈子等地废弃的棚圈附近,土壤肥沃疏松,其上发育的垂穗披碱草群落,盖

度达80%,而伴生种较少,主要为苔草和早熟禾,在原生植被破坏较轻的地段,垂穗披

碱草分布较为稀疏,盖度30%左右,下部残存的有矮嵩草、小嵩草等。其它伴生种类有

鹅绒委陵菜 (pofe9:ff彻 oms″jmo)、 二裂叶委陵菜、细裂叶亚菊、西伯利亚蓼 (Poryˉ

com印 sibJric“″)、 兰石草、海乳草 (Gro,‘∝″。r订 j″c)、 甘肃 马 先蒿、阿拉善马先

莆、露蕊乌头 (/comjs″″cymo″ c″ dr“″)、 甘青老鹳 草 (Cercnj仍″pyrzo四 j口田”m)

等。该类型产草量较高,如能加以人工保护,可成为刈割、放牧兼用草场。

3沼泽化草甸

沼泽化草甸是指由湿中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建群种或草甸植被中伴生着大量的湿生

植物,中湿生植物的群落类型。土壤水分较多,形成湿润的生境。土壤为沼泽草甸土。

(9)华扁穗草、青藏苔草沼泽化草甸(Form.Brys″”s s如 oc°″p″ssms、 Cor-

e多 noorororfij)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乱海子边缘ith带 以及自水河、倒淌河的两岸低阶地。这些地段地

下水位较高,同时,常因地势低凹,雨季时,因降水补给而成为泛滥地。土壤为沼泽草

甸土。

该类型草群生长茂密,外貌正齐,夏季里一片深绿色。群落结构简单,植物种类较

少,平均每平方米有15-20种 ,以华扁穗草和青藏苔草为建群种,草群高10-20厘米 ,

总复盖度95%左右。伴生种有鼓嵩草、斑唇马先商(p刃 fc“fcrjs ro勾 J∫F。ro var.rB‘ bj-

ror耐 s)、 雅毛茛 (刀 o,:″ mct‘ r″sp″ rc`3。rr“ s〉 、长叶无尾 果 (Co彻 ric ro`:‘ jrof,c)、

天山报春 (prj″″fc s而 iricc)、 喉花草 (Co″osfo仞 op“ J″ c″crio)、 柔弱喉花草 (C.

re,:。彻″)、 尖叶龙胆 (Cem″cmc crjsror。)、 狭叶龙胆 (C.sjplom。 耐尼c)、 饼叶龙

id



胆 (C.sg″crro sc〉 、镰萼假龙胆 (Ce而。″纟
`/口

rcrco幻〉、湿 生扁蕾 (Cem`icm。 psis

po幻doso)、 肋桂花 (I°〃orogo″沏卿 rorc砌″)、 大 通 獐牙菜 (s叱 r″ c prz猢 crsˉ

品订)、 条叶垂头菊 (Cr纟″σ″盹od砌″a rime。 re)、 车前叶垂头菊 (C.`o河口‘j″″,78)、

重冠紫菀 (杰 r″ djpros场 p历ojd召 o〉 、星 状凤 毛 菊 (so” ss”r四 s`errc)、 落 芒 草

等。

该类型草层高,复盖度大,草质柔软,营养丰富,是一类良好的放牧场。

〈10)藏 嵩草沼泽化草甸 (Form.Ko6″ sfo ff切fiCc)

该类型在定位站呈小片状分布,仅见于永安城南滩地下水出露地段,形成较为湿润

的环境。土壤为沼泽化草甸土。

草群生长茂密,外貌整齐。组成种类较少 ,平均每平方米仅有15种。以藏嵩草为建

群种,总复盖度95%,草层高15-25厘 米。伴生种类有矮嵩草、华扁 穗 草、黑 褐 苔草
(Ccr四 c″o-`灬cc)、 青藏苔草、斑唇马先蒿、大通獐牙菜、星状凤毛菊、条叶垂头

菊、重冠紫菀等。

王沼泽植被

沼泽植被是在过湿或多水的生境下形成的、以湿生植物为建群种的植被类型。定位

站沼泽的形成,是 由于地形引起的土壤过湿和水分聚集。沼泽植被仅分布在乱海子中心

地带,乱海子是一个山间凹地,地下水出露汇集于中央 ,夏季地表迳流的补给,乱海子

呈现一片汪洋。在此种生境下,发育着以窄穗苔草为优势的沼泽。窄穗苔草株高30一在0厘

米 ,密度大,盖度80%左右。由于窄穗苔草生长密集,其它植物种很难侵入,一般形成

单种群落。唯在地形稍高的地段,伴生有斑唇马先蒿、黑褐苔等少数湿生种类。

三、植被的分布规律与地带性意义

关于青藏高原植被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已引起了地植物学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先后

发表了几篇论文 (张经炜等,1963,张新时,1978,王金亭等,1980),认为青藏高原

植被的分布为水平地带性分异,又叠加了垂直海拔的影响,最根本的 还 是 垂 直分布规

律。在高原如此辽阔,特有的气候条件导致植被在高原面自东向西水平分异,又与一般

山地垂直地带性迥然不同,故有
“
高原地带性”之称。然而祁连山东段的高山灌丛和高

山草甸的分布和地带性意义怎样?现予以讨论。

祁连山东段的植被处于欧亚草原区和亚非荒漠区之间 (图 1)。 山地垂直带分布显

著 ,这种分异的主导因素是山地垂直高度所引起的水热条件的结合。在南部湟水流域 ,

地势从东向西逐渐抬升,东南季风沿湟水谷地吹入,但由于地形较为开阔,加之河谷的热

效应作用,不易形成降水,气候比较干旱,年平均降水量为370毫米,成为半 干 旱的草

原气候类型 (图 2),欧亚草原向西延伸抵日月山脚下。湟水谷地两侧海拔1750-3000
(3200)米 的低山,分布着以长芒草 (s盯夕ob“

`ag四
m口)为主的草原植被,目 前由于人

类经济活动,大部分已僻为农田;在海拔3000(3200)米以上 的 山地,由 于 海 拔 升

高,河谷热效应作用减弱,气候变冷,降水增多,草原植被被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所代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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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祁连山东段植被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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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门源与西宁气候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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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部河西走廊在蒙古高压反气旋的西北风系的控制之下,气候干燥少雨,年平均

降水量姓0-200毫米,由东向西递减,成为荒漠气候类型,植被以灌木和小 半 灌木荒漠

为主。而祁连山北坡植被垂直分异非常明显。在海拔2000米以下,为 山地荒漠带,2000-
2500米为山地草原带,2500-3200米 为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带,海拔 3200米 以上为 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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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丛和高寒草甸带。

定位站正处在祁连山冷龙岭的南坡,冷龙岭的海拔在压000米以上,成为蒙古高压的

天然屏障。大通河谷地又成为东南季风的通道,并受周围山地拦截而形成降水,年平均

降水在500毫米以上,形成寒冷半湿润的灌丛草甸气候类型 (图 2),其高寒 灌 丛和高

寒草甸的分布高度恰与祁连山北坡和湟水流域的高山灌丛草甸带相吻合。从组成植被的

区系成分来看,以北极一高山和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为主。由此可见,定位站的高寒灌

丛和高寒草甸是属于山地垂直如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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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摘要  (Abstract)

TIIE PRINCIPAL VEGETATION TYPE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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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a1 vegetation types at IIaibei ∶Research station

shrub and a1pine meadow,among which the Dosjp此 。rc rrrffooso

th.o Kobresio !Fleadow· are the 1∶【lost typical ones.They hav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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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oˉ eco1ogic featttres, chara。 teristic comstitutions and rules of geographica1

distrib1‘tion which are fitted ii1 ·
w· ith cold climate.Coilstittents of Arcticˉ

A1pine, sino-Hi!∶【lalaya a11d characteristic species of Qingtai-Xizailg platea△

are major member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1ant commuoties.They form

nlisce11aneotts lllorph.o-ecologic cllaracteo.stics d.urin~莒  t|Le 1processes of natura1

se1ection.Itl th.ese comⅡ lunities,the growth phase is shorter aild the biologi⋯

ca1 productivity is 1ower.The con△ position of coilstrttCtive speoies is quite

siFnple.′ I′hese vegetatio!ls be1ong to the type of nlouiltaino“ s vertica1 distri-

b够;jion and are in c1ose relationshi.p ·with.vertica1-horizo:ltal d.istrib‘ Ition

types on Qinghai-∶ Xizang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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