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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研究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等数次实地调查基础上，结合作者采集的２　０００余号标本和青藏高原

生物标本馆馆藏所涉的１０　０００余份前人标本的鉴定、统计，对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地区野生植物区系成分、性 质、

特点及其分区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１）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共有野生种子植物６２科、２５７属、８５４种，区

内植物种类相对较为贫乏，木本更少。（２）研究区内 植 物 属 特 征 属 于 以 北 温 带 成 分、特 别 是 欧 亚 大 陆 温、寒 地 带 典

型成分为优势的，兼具旱生温性、耐寒温性和高寒类 型 的 温 带 区 系 性 质。（３）在 以 非 中 国 特 有 种 为 优 势 的 前 提 下，

该区系植物以温带亚洲成分和中亚成分为主，并有东亚 成 分、旧 世 界 温 带 成 分 和 北 温 带 成 分 等 共 同 参 与 和 影 响 的

分布格局。（４）区内许多种、属和热带类型植物均以 该 研 究 区 为 边 缘 分 布 区，因 而 区 系 的 边 缘 性 质 明 显。（５）该 研

究区因地形及水热条件的明显差异，以海拔３　５００ｍ为界分为盆地主体和周围山地两部分，后者因所受高原高山成

分影响较多而应属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唐古特地区的 一 部 分。（６）该 区 系 因 地 理 相 连，气 候 干 旱 而 与 亚 洲 东 部 荒 漠

区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最为密切。（７）柴达木盆地主体植物区系的性质相对古老，而其毗邻周围山地区系

较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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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位于欧亚大陆腹地，

是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巨大的山间盆地，地处Ｎ３５°
２０′～３９°２０′，Ｅ９０°０６′～１００°３０′，全 区 面 积 为２６．１６
万ｋｍ２。其地势 自 西 北 向 东 南 倾 斜。盆 地 主 体 的

内部地势相对平缓开阔，海拔多在３　０００ｍ以下，最
低２　６７５ｍ，最高山峰布喀达坂峰为６　８６０ｍ。本区

在行政上包括青海省都兰县、乌兰县（东部延伸至茶

卡－共和盆地）、德令哈市（不含哈拉湖流域）、格尔木

市（唐古拉山乡除外）和茫崖、冷湖、大柴旦３个行政

委员会。

本区其南面连接青藏高原高寒区，东面和东北

面的祁连山地属于中国的东部季风区，并由此形成

中国这三大自然地理区域在青海的交汇。其气候属

于典型的 高 原 大 陆 性 气 候。常 年 受 高 空 西 风 带 控

制，且受到蒙古高压反气旋影响，日照丰富，辐射强

烈，降水稀少，无霜期较短，寒冷、多风、冬长夏短，四
季不分明，是青藏高原上最干旱的地区。盆地东部

年降水量为２００ｍｍ左 右，蒸 发 量 为２　０００ｍｍ；西

部年降水量小于５０ｍｍ，年蒸发量达３　０００ｍｍ，中

部年降水量仅为２０ｍｍ左右。各 地 年 平 均 日 照 时

数通常为３　０００ｈ，日照百分率达８０％，全年太阳总

辐射量均大于６８０ｋＪ／ｃｍ２。

本区的土壤主要有棕钙土、灰棕荒漠 土、盐 土、

沼泽土和山地灰褐土以及高寒类型的草甸土、草原

土和荒漠土等土类。

在上述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本区盆地内部

由分布稀疏、覆盖度很低的荒漠和半荒漠植被占据

优势。旱生、超旱生和盐生，是盆地植物突出的生物

学特征和生态地理分布特征。主要类型有暖温带性

质的灌木荒漠和盐生灌木荒漠、高寒灌木和半灌木

荒漠、荒漠化草原。它们多分布于都兰县诺木洪至

德令哈一线的东部。另外还有盐沼草甸，及水生植

被、高山垫状植被。而在盆地西面则频现无植被的

裸露戈壁、沙地、石山、盐漠、盐壳及风蚀地等，且是

大面积的分布并绵延数百千米。这类无植被地段约

占盆地内部 总 面 积 的６０％以 上。本 区 的 柴 达 木 盆

地及其毗邻山地的植物多样性，就是在这种周围山

地寒旱类型和盆地主体超旱生类型这两种不同的生

态环境的各自选择并相互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本文

对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成分、性质、

特点及其分区等进行了分析，旨在从植物区系及分

区角度对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周围山地植物学相关

方面的研究提供本底资料。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等数次调

查基础上，结合 作 者 采 集 的２　０００余 号 标 本 和 青 藏

高原生物标本 馆 馆 藏 所 涉 的１０　０００余 份 前 人 标 本

的鉴定、统计，对研究区野生植物的科属进行统计分

析，并分析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种子植物区系分布

类型依据吴征镒［１］的划分方案及进行归类划分。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野生植物的科属统计及分析

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属于中亚荒漠植

物亚区（ＩＩＣ．）中 的 喀 什 地 区（ＩＩＣ６．）柴 达 木 盆 地 亚

地区（ＩＩＣ６ｃ．）［２］。是中亚荒漠植物亚区和青藏高原

植物亚区这两大植物区系的交汇过渡地带，所以在

划分区系界线时十分重要。全区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６２科、２５７属、８５４种（表１）。其 中 裸 子 植 物３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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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９种；单子叶植物１２科５４属１９３种；双子叶植物

有４７科２００属６５２种，另 有 蕨 类 植 物２科２属２
种。就广袤的面积和植物种的绝对数量来看，本区

植物区系还是相对贫乏的，特别对盆地主体而言就

相当贫乏了。本区植物的这些种类特点及其生活型

特点的形成是由当地的自然历史和生态地理等原因

所决定的。
本区的野生植物中，乔木只有６种，占全区总种

数 的０．７０％。主 要 有 青 海 云 杉（Ｐｉｃｅａ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
ｌｉａ）、祁连 圆 柏（Ｓａｂｉｎ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胡 杨（Ｐｏｐｕ－
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和 小 叶 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旱 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等。它 们 或 各 自 形 成 偏 于 一 域

的小片林地，或为零星散布，显然成为本区的自然遗

存类群，自然也代表着本区植物在进化序列中相对

原始的一类。
灌木 在 本 区 有 ９３ 个 种，占 全 区 总 种 数 的

１０．８６％，所占比例较高。这其中最主要的要算各有

１１个种的杨柳科的柳属（Ｓａｌｉｘ）和柽柳科的柽柳属

（Ｔａｍａｒｉｘ）。该２属 在 本 区 不 但 种 类 最 多，分 布 范

围最广，面积也最大，可为灌木类群的代表。前者多

属于高原高山分布类型和盆地河谷分布类型，而后

者则是盆地主体的荒漠分布类型，表现出了其各自

不同的生态和地理分布特点。同样分布面积较大且

可形成大 面 积 景 观 的 还 有 沙 拐 枣 属（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的３个种和麻黄属的膜果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
ｓｋｉｉ）和中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等。其余的有

３个种的木蓼属（Ａｔｒａｐｈａｘｉｓ），４种 的 小 檗 属（Ｂｅｒ－
ｂｅｒｉｓ），２种 的 茶 藨 子 属（Ｒｉｂｅｓ），５种 的 委 陵 菜 属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和锦鸡儿属（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３种的白刺属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６种的水柏枝属（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４种的沙

棘属（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以及梭梭（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红 花 岩 黄 耆（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　ｍｕｌｔｉｊｕｇｕｍ）、霸

王（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ｘ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ｏｎ）等。它们都对本区

的植被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多数也都属

于本区植物中较为原始的类群，并且都分布于盆地

主体内，与上述胡杨等碎片化分布的自然遗存类的

乔木共同昭示着本区盆地主体区系的古老性质。
半灌木类植物在本区有３６种。盐爪爪属（Ｋａ－

ｌｉｄｉｕｍ）、白麻属（Ｐｏａｃｙｎｕｍ）、蒿 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亚

菊属（Ａｊａｎｉａ）以 及 单 子 麻 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ｍｏｎｏｓｐｅｒ－
ｍａ）、合 头 草（Ｓｙｍｐｅｇｍａ　ｒｅｇｅｌｉｉ）、驼 绒 藜（Ｃｅｒａ－
ｔｏｉｄｅｓ　ｌａｔｅｎｓ）、西 北 沼 委 陵 菜（Ｃｏｍａｒｕｍ　ｓａｌｅｓｏｖｉａ－
ｎｕｍ）等。它们多 是 生 于 半 固 定 沙 丘 或 沙 砾 滩 地 和

荒漠干旱生境中的旱生或寒旱生植物。
藤本植物在本区只有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等２属

２种。本区的一、二年生草本植物有８０种。
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各类生活型中所占的比例是

最高的，有６３９种，占７４．６５％。这是一个双向选择

的结果，即既是本区生态环境限制植物分布的结果，
又是植物适应本区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并且除高

寒灌丛外，组成本区、特别是周围山地几乎所有的高

寒类型植被的特征种、优势种和绝大多数的伴生种

表１　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种子植物含２０种以上的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序号Ｎｏ．ｏｆ 科名Ｆａｍｉｌｙ 分布区类型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种数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属数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１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２９　 ３６

２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２４　 ３２

３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８０　 １２

４ 十字花科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５１　 ２２

５ 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９　 １５

６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３８　 １３

７ 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３３　 ６

８ 玄参科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３２　 ５

９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９　 ７

１０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世界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７　 ６

１１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旧世界温带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９　 ３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１　 ６１１　 １５７

注：亚种、变种、变型按种统计，下同。露天栽培粮、草、果、蔬、林、药、花等１２３种未计算在内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２３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１，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ｏｄ，ｇｒａｓｓ，ｆｒｕｉｔ，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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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体现出本区周围山地区系

的年轻性质。

３．２　野生种子植物区系分析

３．２．１　科的分析　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
含５０种以上植物的大科有４个（表１），是世界被子

植物中的大科，在区系的种属组成中所占比重较大，

４个科所含的种数占全区种数近５０％，在本区系构

建中居主导地 位，其 科 数 占 全 区 总 科 数 的６．４５％，
所含属 数１０２个，占 总 属 数 的３９．６９％，所 含 种 数

３８４个，占全区总种数的４４．９６％。含２０～４９种的

中型科有７个，５５属，含２２７种。本区含２０种以上

的科共１１个（表１）。
本区以地中海区和中亚荒漠区为主要分布区的

温带亚洲分布的藜科，在本区分布有４９个种。蔾科

与柽柳科同时以种类分布的大科出现在本区，这是

本区植物多样性特点的集中和突出反映，也是青海

境内另外两大自然区的祁连山地和青南高原不可能

出现的情况，是本区盆地主体旱生和超旱生荒漠的

生态环境的很好诠释，体现出本区以盐生、旱生和超

旱生类群分布为主的植物多样性特点与青海其他地

区的显著差异性和独特性，还体现出本区主体环境

对适宜植物种类以耐旱、耐盐碱为主导因子的严酷

选择性［３］。
在本区分布含１９种以下的小科共有５１个，占总

科数的８２．２６％，１００属，占３８．９１％。其种数却仅有

２４３个，占总种数的２８．４５％。其中在本区只 出 现１
属１种的科就有１８个，占总科数的２９．０３％，总属数

的７．００％，总种数的２．１１％。如松科、亚麻科等。

３．２．２　属的分布区类型　按照吴征镒等［４－５］关于中

国种子植物属所划分的１５个分布区类型，青海柴达

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植物可划归其中的１２个类型

和１５个变型（表２）。
本区共有４２个世界属。其中除了旱生、超旱生

的补血草属（Ｌｉｍｏｎｉｕｍ）、猪 毛 菜 属（Ｓａｌｓｏｌａ）、滨 藜

属（Ａｔｒｉｐｌｅｘ）以外，在本区，更多的却是由于盆地主

体内的水域和沼泽湿地以及盐生环境等，也为一部

分非地 带 性 世 界 广 布 属 的 分 布 提 供 了 适 宜 条 件。
如：杉叶藻属（Ｈｉｐｐｕｒｉｓ）、香蒲属（Ｔｙｐｈａ）、眼子菜

属（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水麦冬属（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等。
所出现的３个热带分布类型共有９属，占总属

数的４．１９％。泛 热 带 分 布 是 其 中 本 区 所 产 属 数 最

多的热带类型，其所含种数最多是麻黄属，是本区这

一分布类型在盆地主体的荒漠灌丛植被中的建群成

分之一，具有本区荒漠植被成分的核心地位和不容

忽视的重要性。
温带类型所含的属数最多，共有２０７属，占本区

系总属数的９６．２８％，是本区系的主体分布类型，处

于绝对优势。
本区温带分 布 属 中，非 中 国 特 有 分 布 属 共１０２

属，占 总 属 数 的４７．４４％的 北 温 带 成 分（８）居 于 首

位。不 仅 如 此，在 本 区 种 子 植 物 所 含１０种 以 上 的

１９个属 中，除 了６个 世 界 分 布 和２个 旧 世 界 分 布

外，其余１１个全都是属于温带类型中的北温带分布

或为其变型成分，且多数属都是双子叶植物中的大

属和中等属。其中包括棘豆属（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马先蒿

属（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委陵菜属等。它们均为本 区 最 大

和较大的属，主要分布于本区周围的高山地带，体现

出本区与南邻的青南高原所代表的青藏高原高寒植

物区系的 密 切 关 系。高 山 分 布 为 主 的 紫 堇 属（Ｃｏ－
ｒｙｄａｌｉｓ）和湿冷生的嵩草属（Ｋｏｂｒｅｓｉａ）等亦属此类。

广布于温带并延至热带地区的针茅属（Ｓｔｉｐａ），
也是中国北部和西北部旱生环境下的常见植物，体

现出本区低山带各类温性草原和高山带高寒草原共

有的旱生生境的普遍存在，其中一些种还是中国温

性草原或高寒草原的建群植物和特征种类，也使本

区同时成为中国该属植物种类多而集中的分布地。
蒿属则是本区联系典型温性草原和荒漠温性草原甚

至高寒草原等旱生环境的主要类群之一。该２属植

物在本区广泛分布于各类植被中，体现出以它们为

代表的许多类群，对盆地主体和周围山地过渡地带

植物区系的 紧 密 联 系，以 及 其 间 不 乏 存 在 的“复 合

型”过渡区系的参与和组建。
在本区南部常见的绿绒蒿属（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在中

国多分布于西南和西北部的高山地区，在本区虽然只

有２种，且只零星分布于周围山地，但其作为“形成唐

古特植物地区特色的标志性类群”［１］，却是显示本区

南部和东部同唐古特地区联系紧密的明显依据之一。
而鸢尾属（Ｉｒｉｓ）的 分 布，则 体 现 出 本 区 趋 旱 的

生态地理特征及其来源。作为本区河谷灌丛和山地

高寒阴坡灌丛主要类群的柳属，是本区分布种类最

多的木本属，计有１５种，虽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但
本区的这一 成 分，体 现 出 的 则 是 更 为 耐 寒 的 特 性。
主产北半球北部高山区的葶苈属（Ｄｒａｂａ）和虎耳草

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在 中 国 也 大 多 都 产 于 西 南 和 西 北

地区，这２属在本区的各类生境特别是周围山地的

各类高寒 生 境 中 都 有 较 多 种 类 的 分 布。披 碱 草 属

（Ｅｌｙｍｕｓ８）、葱 属（Ａｌｌｉｕｍ８）、紫 菀 属（Ａｓｔｅｒ８）等 也

都是本类型中影响较大的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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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分布区类型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属百分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１．世界分布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４２

２．泛热带分布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７　 ３．２６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１　 ０．４７

７．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２　 ０．９３

　 （７ｄ．）全分布区南达新几内亚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１）

　　　 （７ｅ．）全分布区东南达西太平洋诸岛弧，包括新卡里多尼亚和斐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ｙａ　ａｎｄ　Ｆｉｊｉ

（１）

８．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０２（６８） ４７．４４

８－２．北极－高山分布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５）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 Ｎ．Ｔｅｍｐ．＆Ｓ．Ｔｅｍｐ．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８）

８－５．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Ｅｕｒａｓｉａ　＆Ｔｅｍｐ．Ｓ．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Ｅ．Ａｓｉａ　＆Ｎ．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０．９３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３１（２５） １４．４２

１０－１．地中海－西亚（或中亚）－东亚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Ｗ．Ａｓｉａ（ｏｒ　Ｃ．Ａｓｉａ）＆Ｅ．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１０－２．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０－３．欧、亚－南非（有时在大洋洲）间断Ｅｕｒａｓｉａ　＆Ｓ．Ａｆｒｉｃａ（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ｓ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１０　 ４．６５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Ｗ．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Ａｓｉａ ２３（１８） １０．７０

１２－１．地中 海 区 至 中 亚 和 南 非 洲、大 洋 州 间 断 分 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Ａｆｒｉｃ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２－２．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墨西哥至美国南部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ｏ　Ｃ．Ａｓｉａ　＆ Ｍｅｘｉｃｏ　ｔｏ　Ｓ．ＵＳＡ．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２－３．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 亚 洲、大 洋 洲 和 南 美 洲 间 断 分 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ｏ　Ｔｅｍｐ．－Ｔｒｏｐ．Ａ－
ｓ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Ｓ．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１２－４．地中海区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ｏ　Ｔｒｏｐ．Ａｆｒｉｃａ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１３．中亚分布及其变型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２０（９） ９．３０

１３－１．中亚东部（亚洲中部）分布Ｅａｓｔ　Ｃ．Ａｓｉａ（ｏｒ　Ａｓｉａ　Ｍｅｄｉａ） （４）

１３－２．中亚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分布Ｃ．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５）

１３－４．中亚至喜马拉雅－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
Ｃ．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Ａｌｔａｉ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１４．东亚分布及其变型Ｅ．Ａｓｉａ　 １２　 ５．５８

１４－１．中国－喜马拉雅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Ｈ） （７）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５　 ２．３３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２１５（世界属除外）
Ｅｘｃｅｐ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Ｇｅｎｅｒａ １００．００

注：表中各类型的序号采用吴征镒教授等文中原有序号；括号内数字为各分布型中所涉变型成分在本区的分布种数。下表同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ａｔ　ｑｕｏ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Ｗｕ　Ｚｈｅｎｇｙｉ．；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

ｃｉ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ｔａｂｌｅ

　　此 外，在 本 区 分 布 种 类 较 多 的 龙 胆 属（Ｇｅｎｔｉ－
ａｎａ），虽然为世界广布型，但它们大多数种类的分布

范围却也是以南北温带或温寒地带为主的。这些足

以表明以北温带成分为主的温带性质的属，才真正

是在青海柴达木盆地植物区系特征的形成过程中起

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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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特 有 成 分（１５）在 本 区 有５属，占 全 区 的

２．３３％。有特产中国西南和西北部的羽叶点地梅属

（Ｐｏｍａｔｏｓａｃｅ）、马 尿 泡 属（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ａ）、黄 缨 菊 属

（Ｘａｎｔｈｏｐａｐｐｕｓ）、羌 活 属（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全 都

是本区同周围地区所共有的所谓“半特有属”，而无

真正的本区特有属。从它们在中国的分布来看，除

后者在区系地理上联系着中国的西北地区以外，其

余各属都是本区同中国西南（藏、滇、川）共有的青藏

高原成分，并且全都是缺乏古老和原始类型的草本

属，体现出本区这一成分的年轻性和衍生性质。
较主要的以礼草 属（Ｋｅｎｇｙｉｌｉａ）是 从 国 内 主 产

北方的鹅观草属分出的植株各部多毛的类群，其形

态特征显然也是适应高寒生境并似乎更趋耐寒和旱

生。在本区 同 样 以 种 类 较 多 和 分 布 广 泛 而 举 足 轻

重。另外，该２属还具有国内小麦族植物种质资源

库的重要价值，因而，其也与前述的赖草属一样，是

中国今后有 望 在 柴 达 木 盆 地 并 联 合 周 边 地 区 建 立

“小麦族野生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重要类群和依据之

一，值得特别重视。
可见，本区属于以北温带成分，特别是欧亚大陆

温、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兼具寒温、干旱和高

寒类型的温带区系性质，兼具过渡区系和区系交汇

区的“复合型”区系特征。作为中国３大植物区系的

边缘交汇地带，本区是研究青海植物区系，特别是划

分植物亚地区的关键地区。

３．２．３　种的分析　（１）种的分布区类型　参照吴征

镒［２］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

法研究，根据本区８５４种种子植物在世界范围内的

现代分布式样，将 其 划 归 为１１个 分 布 区 类 型 和１７
个变型（表３）。１５个大的分布类型区与本区植物属

的分布区类 型 大 致 相 似，但 存 在 差 异，增 加 了 类 型

６．热 带 亚 洲 至 热 带 非 洲 分 布 的 种 类；缺 少 类 型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７．热带亚洲分布，９．东亚和北美

洲间断分布等类型。增加类型说明属于本类型的属

虽然缺失，但适宜本类型范围分布的种有可能在本

区出现。缺失类型说明尽管属于该３类型的属在本

区有分布，但以此３类型分布范围为适宜分布区的

种却没有 出 现。这两种情况同时表明，在植物的分

布区类型划分方面，属层次和种层次的分布区概念和

范围虽然相同，但其各自分布区却不一定能够重合。
（２）非中国特有种分析　本区非中国特有分布

共有５５１种，占６５．６０％，占 据 优 势 地 位，体 现 广 域

分布类型种类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散布能力。
温 带 亚 洲 分 布 是 本 区 种 类 最 多 的 非 中 国 特 有

种，共１８０种，占 全 区 总 种 数 的２１．４３％，居 核 心 地

位，反映出此类成分广泛适应性与本区地理位置及

其高寒干旱的生态环境相适应。如中麻黄、木本猪

毛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锐 枝 木 蓼（Ａｔｒａｐｈａｘｉ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西 北 沼 委 陵 菜、鬼 箭 锦 鸡 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ｊｕｂａｔａ）、胶 黄 耆 状 棘 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ｔｒａｇａｃａｎ－
ｔｈｏｉｄｅｓ）、披 针 叶 黄 华（Ｔｈ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等。
灌木和草本皆有，不乏古老的类群，虽大多都以伴生

成分出现，却是相应植被的建群和特征成分。另外，
通常为小半灌木的红花岩黄耆，在本区高寒盆地荒

漠的砾石滩地长成高达２ｍ以上，杆径６ｃｍ左右的

中等灌木，反映出对本区盆地主体中更加高寒的旱

生荒漠生境的特别适应能力。
中亚分布 在 本 区 有１１１种，占１３．２１％。除 了

中亚广布种外，主要是以中亚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

南变型成分以及中亚东部（亚洲中部）为主。前者有

４７种，以中亚 山 地 荒 漠 的 旱 生 成 分 如 膜 果 麻 黄、大

叶白麻（Ｐｏａｃｙｎｕｍ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长穗柽柳（Ｔａｍａ－
ｒｉｘ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合 头 草、红 砂（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ｏｎｇａｒｉ－
ｃａ）等为代表，多为本区盆地主体盐生荒漠植被的建

群种和特征种，体现出本区因属于中亚东部荒漠区

系之一部分，而呈现出的旱生、超旱生和重盐碱的性

质与中亚荒漠旱生、耐盐成分在本区广泛的适应性。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变型成分（３６）种，

如 藏 荠（Ｈｅｄｉｎｉ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簇 芥 （Ｐｙｃｎｏｐｌｉｎｔｈｕｓ
ｕｎｉｆｌｏｒｕｓ）、异叶青兰（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
ｌｕｍ）、紫花 针 茅（Ｓｔｉｐａｐｕｒｐｕｒｅａ）、线 叶 嵩 草（Ｋｏ－
ｂｒｅ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ａ）等。这类成分多为高原、高山分

布型的耐寒的成分，多以伴生种出现在本区地理环

境以高寒山地为主的盆地周围，体现出该变型成分

适应高原、高山寒旱生境。
中亚东部变型成分２５种。木本和草本兼有，如

霸王、沙拐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蒿 叶 猪 毛

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柴 达 木 猪 毛 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ｚａｉｄａｍｉｃａ）、细枝盐爪爪（Ｋａｌｉｄｉ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等，体

现出青藏高原旱生的温性草原和荒漠草原分布型特

点，黄土高原的温暖旱生类型成为主要来源，大多数

种类都分布于盆地主体内，在盆地内形成建群灌木

或小半灌木荒漠植被。反映出本区应是中亚东部荒

漠成分集中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的区系地位。
东亚分布 类 型 在 本 区 有７１种，占８．４５％。占

主导地位的是６４种集中分布于本区周围山地的中

国－喜马拉雅变型成分。常见草本如：高原荨麻（Ｕｒ－
ｔｉｃａ　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ａ）、多刺绿绒蒿（Ｍｅｃｏｎｏｐｓｉｓ　ｈｏｒｒｉｄｕ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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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石 草 （Ｌａｎｃｅ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青 藏 薹 草 （Ｃａｒｅｘ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ｉ）等，木 本 如 西 藏 沙 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ｔｈｉ－
ｂｅｔａｎａ）等。部分 分 布 型 在 局 部 地 段 建 群 形 成 高 寒

草甸和高寒灌丛植被，多数为各类高寒草甸的伴生

种。分布型体现出青藏高原高山区系成分为主的湿

冷生 性 质，大 多 数 为 草 本 植 物。另 外，垫 状 点 地 梅

（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ｔａｐｅｔｅ）和 藓 状 雪 灵 芝（Ａｒｅｎａｒｉａ　ｂｒｙｏ－
ｐｈｙｌｌａ）等以建群种和特征种的身份，在高寒的河滩

地带和山顶形成典型的高寒垫状植被。水母雪兔子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ｍｅｄｕｓａ）是流石坡稀疏植被代表。反映

出本区生境及生态地理特点对高寒草甸成分的限制

及选择。
中国－日本变型是本类型的次要成分。仅７种。

如扁秆 藨 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ｐｌａｎｉｃｕｌｍｉｓ）、委陵菜（Ｐｏｔｅｎ－
ｔｉｌ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它们多分布于本区中、东部地区，

多为湿生类型的草本种类。体现本区东部延伸区处

于中国３大植物区系交汇地带的地理位置特征。
本区有７０个旧世界温带种成分，占８．３３％，核

心成分是分布于欧洲和亚洲温寒地带的广布成分，
有５４种，占本 类 型７７．１４％的 优 势 比 例，并 且 绝 大

多数为性喜湿冷的草本类群，极少典型的荒漠旱生

和木本类群，反映这一类型成分广域生态幅特点，以
表３　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全区野生种比例
ｏｆ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１．世界分布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４

２．泛热带分布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４　 ０．４８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０．２４

６．１华南、西南到印度和热带非洲间断分布Ｓ．，ＳＷ．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Ｉｎｄｉａ　＆Ｔｒｏｐ．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６．２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Ｅ．Ａｆｒ．ｏｒ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７．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３　 ０．３６

７－３．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Ｂｕｒｍａ，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ｏ　ＳＷ．Ｃｈｉｎａ （１）

７－４．越南（或中 南 半 岛）至 华 南（或 西 南）分 布。Ｖｉｅｔｎａｍ （ｏ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ｏ　Ｓ．Ｃｈｉｎａ（ｏｒ
ＳＷ．Ｃｈｉｎａ）

（２）

８．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５８　 ６．９０

８－０．北温带广布Ｐａｎ－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４７）

８－２．北极高山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３）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 Ｎ　Ｔｅｍｐ．＆Ｓ　Ｔｅｍｐ．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８）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７０　 ８．３３

１０－０．欧亚广布Ｅｕｒａｓｉａ （５４）

１０－１．地中海－西亚（或中亚）－东亚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Ｗ．Ａｓｉａ（ｏｒ　Ｃ．Ａｓｉａ）＆Ｅ．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５）

１０－２．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６）

１０－３．欧、亚—南非（有时在大洋洲）间断Ｅｕｒａｓｉａ　＆Ｓ．Ａｆｒｉｃａ（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ａｌｓｏ　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５）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１８０　 ２１．４３

１２．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Ａｓｉａ（少了４个变型成分） ３８　 ４．５２

１３．中亚分布及其变型Ｃ．Ａｓｉａ　 １１１　 １３．２１

１３－０．中亚广布Ｐａｎ－Ｃ．Ａｓｉａ （４７）

１３－１．中亚东部（亚洲中部）Ｅａｓｔ　Ｃ．Ａｓｉａ（ｏｒ　Ａｓｉａ　Ｍｅｄｉａ） （２５）

１３－２．中亚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分布Ｃ．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ＳＷ．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１３－４．中亚至喜马拉雅－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Ｃ．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Ａｌｔａｉ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１４．东亚分布及其变型Ｅ．Ａｓｉａ　 ７１　 ８．４５

１４－１．中国－喜马拉雅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Ｈ） （６４）

１４－２．中国－日本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ＳＪ） （７）

非中国特有种分布合计Ｎ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５５１　 ６５．６０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３　 ３６．０７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８５４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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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区高原盆地荒漠和山地多样的生境对物种的选

择。代表种 如 沙 生 针 茅（Ｓｔｉｐａｇｌａｒｅｏｓａ）、驼 绒 藜、
猪毛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等，以及田林路边星布

的皱 叶 酸 模（Ｒｕｍｅｘ　ｃｒｉｓｐｕｓ）、独 行 菜（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ａｐｅｔａｌｕｍ）等。反映本区极少数种在局地形成建群

植被外，多数 在 种 多 样 性 层 次 对 区 系 有 意 义，对 植

被、景观 生 态 类 型 影 响 小。平 车 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ａ）、老 芒 麦（Ｅｌｙｍｕ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披 碱 草（Ｅｌｙ－
ｍｕｓ　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ｓ）、臭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ｈｅｄｉｎｉｉ）等变型成

分类群广布，通过本区将青藏高原与遥远的地中海

地区联系起来。
北温带成 分 在 本 区 有５８种，占６．９０％。典 型

成分４７种，占 类 型 的８１．０３％。如 木 本 种 金 露 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沼 泽 地 和 水 生 的 水 麦 冬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ｐａｌｕｓｔｒｅ）、杉 叶 藻（Ｈｉｐｐｕｒｉｓ　ｖｕｌｇａｒ－
ｉｓ）等；盐 生 草 甸 海 乳 草（Ｇｌａｕｘ　ｍａｒｉｔｉｍａ）、海 韭 菜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ｍ）、播 娘 蒿（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　ｓｏ－
ｐｈｉａ）等，多为伴生而较少为植被的优势类群，是本

区相应的生境选择的生态幅宽广的种类的结果。北

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的有荠菜（Ｃａｐｓｅｌ－
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长 芒 棒 头 草（Ｐｏｌｙｐｏｇｏｎ　ｍｏｎ－
ｓｐｅｌｉｅｎｓｉｓ）、蕨麻（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等８种。北

极高山分布的有北极果（Ａｒｃｔｏｕｓ　ａｌｐｉｎｕｓ）和珠芽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等３种。
以上５个类型共有４９０种，占到本区野生种子

植物全部种 类 的５８．３３％。除 了 中 国 特 有 种 以 外，
它们对本区区系性质的影响和区系特点的形成应是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温带亚洲成分和中亚成分高比

例，更在种一级层次上体现出本区系是以欧亚大陆

温、寒地带典型成分和中亚东部荒漠旱生成分，以及

中亚高山分布的耐寒旱成分为优势的温带性质。除

了表明本区系植物种的来源是以温带特别是以北温

带范围为主以外，而更多的种则是集中分布于包括

中亚地区在内的温带亚洲的范围之内。而本区系的

植物在种一级水平上所体现出的是，以温带亚洲成

分和中亚成分为主，并在有东亚成分、旧世界温带成

分和北温带成分等的共同参与和影响下形成的明显

的温带性质及其特点。
而泛热带成分仅有小画眉草（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ｉｎｏｒ）

等４种出现在本区东部地区，以本区为青海境内的分

布西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仅有２种变型成分。
（３）中国特有种分析　从表４可见，柴达木盆地

与中 国 其 它 地 区 共 有２６８种，占 本 区 全 部 种 类 的

３１．９０％和 本 区 中 国 特 有 种 的８８．４５％。中 国 特 有

植物种在本区种子植物区系中所占比例较高，但与

其相邻并相互交汇、过渡的唐古特地区相比，本区中

国特有种的数量比 唐 古 特 亚 地 区，失去了作为青藏

高原植物区系所应有的特有和特化种类多的优势。
同时反映出，除了就地分化的种类外，中国特有成分

在本区的分布，在对气候、地理等生境因素的适应性，
在传播途径、传播距离等方面都具有最大优势。但本

区盆地主体荒漠旱生、超旱生生境广泛存在，较明显

地影响了唐古特地区所出现的以温湿类和湿冷生类

型，以及耐寒中生草本为主的中国特有植物的分布

数量。
依据本 区 特 有 种 成 分 集 中 分 布 式 样，对 本 区

３０３个中国特有植物种进行了分布亚型划分（表４），
并结合分布种类数量在本区系中的重要性进行比较

分析。
本区分布有４４种西藏－四川－甘肃亚型（ｊ），占本

区中国特有类型的１４．５２％和全区的５．１４％。这一

亚型数量高于其他亚型，在本区占据突出地位，也是

整个唐古特地区中的中国特有种的核心类型，还是

代表青藏高原区系的温湿类植物的重要类型。该亚

型在本区主要集中分布于周围山地的高原、高山区

及河谷地带。如小大黄（Ｒｈｅｕｍ　ｐｕｍｉｌｕｍ）、马尿泡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叠 裂 黄 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ａｓｙｓｐｔｅｒａ）、露 蕊 乌 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ｇｙｍｎａｎｄｒｕｍ）
等，都是伴生种类，极少木本类群，也是本区系联系

唐古特地区最为紧密的亚型成分。
大西北亚型（ｏ）是包括西北５省区以及藏北高原

和内蒙古西部在内的一个具有旱生和盐生特征亚型，
在本区有３９种，占本类型的１２．８７％，主要分布于本

区的盆地主体内。如沙木蓼（Ａｔｒａｐｈａｘｉｓ　ｂｒａｃｅａｔａ），
白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重盐碱地带分布的若羌

赖 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米 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ｄａｌａｉ－ｌａｍａｅ）、青海 云 杉 等，多 为 伴 生，一 些 种 可 建

群组成局地小片单优势种植被。本亚型是中亚东部

干旱荒漠区系和华北植物地区的黄土高原（温性草

原）亚区所共有的耐旱、耐盐碱性质的植物种类。
盆地主体与周围山地的连结、交汇、过 渡 地 带，

就是地中海古陆与年轻的青藏高原相接的交汇过渡

地带，同时也是中亚荒漠区系与唐古特区系的交汇

过渡地带。从而奠定了本区盆地主体和周围山地，
在分属于古老的大陆和年轻的高原这两种地质历史

特点的同时，而在植物区系方面也分别属于古老的

地中海和中亚旱生、超旱生的荒漠区系与年轻的青

藏高原高寒区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植物区系。只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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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寒气候因子的限制，前者除选择保留了一些相

对更能适寒的旱生、超旱生古老成分如胡杨、白刺等

以外，还因在青藏高原形成过程中的海拔升高、气温

降低而吸收或是就地特化出了一些更适寒耐旱的成

分如若羌赖草（Ｌｅｙｍｕｓ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格尔木赖草

（Ｌｅｙｍｕｓ　ｇｏｌｍｕｄｅｎｓｉｓ）等，并 因 而 呈 现 出 了 更 多 的

“高寒”特征。
西南－西北－华北亚型（ｒ）有３１种。相对于前一

亚型而言，植物分布范围较广，生态幅也相应较宽。
除 了 乌 柳（Ｓａｌｉｘ　ｃｈｅｉｌｏｐｈｉｌａ）等 少 数 几 种 为 木 本

外，其余大多数都是各类草甸、草原或有时为林缘灌

丛等 生 境 中 分 布 的 多 年 生 草 本。如 伏 毛 铁 棒 锤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ｆｌａｖｕｍ）、紫花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ｔａｎｇｕ－
ｔｏｒｕｍ）、阿拉善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ｉｃａ）等。

西南－西北亚 型（ｐ）有２７种。是 喜 湿 耐 寒 的 生

态类型，较多广域生态幅种类，体现出本区山地所代

表的唐古特地区与横断山地区的紧密联系。这也是

青藏高原高寒区系和华北温性植物区系各自的边缘

分布 区 和 区 系 交 汇 区 特 点。仅 有 红 花 岩 生 忍 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ｒｕｐｉｃｏｌａ　ｖａｒ．ｓｙｒｉｎｇａｎｔｈａ）、唐古特红景

天（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ａｌｇｉｄａ　ｖａｒ．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２种木本植物。
以羌活（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ｉｇｉｕｍ　ｉｎｃｉｓｕｍ）为 典 型 代 表 的 多

年生 草 本 种 类 有 短 穗 兔 耳 草 （Ｌａｇｏｔｉｓ　ｂｒａｃｈｙｓ－
ｔａｃｈｙａ）、青 藏 大 戟（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ａｌｔｏｔｉｂｅｔｉｃａ）、伊 凡

薹草（Ｃａｒｅｘ　ｉｖａｎｏｖａｅ）、胎生早熟禾（Ｐｏ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ｖａｒ．ｖｉｖｉｐａｒａ）等。后者还以 胎 生 的 方 式 和 形 态 体

现出强烈的高山特化作用的结果。
与本亚型植物的生态特点相似的还有含９种而

以掌叶 大 黄（Ｒｈｅｕｍ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和 甘 青 乌 头（Ａｃｏ－
ｎｉｔｕｍ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ｍ）和 甘 肃 苔 草（Ｃａｒｅｘ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为代表的西南－甘肃－陕西亚型（ｍ），和只见有粗茎棱

子芹（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ｒａｓｓｉｃａｕｌｅ）和 黄 缨 菊（Ｘａｎ－
ｔｈｏｐａｐｐｕｓ　ｓｕｂａｃａｕｌｉｓ）等４种的云南－四川－甘肃－陕
西亚型（ｌ），以及仅有１种并可由长叶微孔草（Ｍｉｃｒｏｕ－
ｌａ　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作代表的四川－甘肃－陕西亚型（ｋ）。

西藏亚型（ａ）也有１９种。较重要的如西藏念珠

芥（Ｎｅｏｔｏｒｕｌａｒｉ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西藏虎耳草（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毛 萼 单 花 荠（Ｐｅｇａｅｏｐｈｙｔｏｎ　ｓｃａｐｉｆｌｏｒｕｍ）、
光稃碱茅（Ｐｕ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ａ　ｌｅｉｏｌｅｐｉｓ）等。是耐寒性很强的

多年生草本类群和高寒草甸植被的伴生种类，是本区

周围山地的高原、高山湿冷生类型的代表。
甘肃亚型（ｇ）有１８种。是与本区东部延伸区相

互交汇的黄土高原植物典型代表。以多年生草本为

主，常见的有青海固沙草（Ｏｒｉｎｕｓ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弯管

马先蒿（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ｃｕｒｖｉｔｕｂａ）、矮丛风毛菊（Ｓａｕｓ－
ｓｕｒｅａ　ｅｏｐｙｇｍａｅａ）等。

四川－甘肃（ｉ）地区同本区共有１５种，占本区中

国特有种的４．９５％，分布范围相对集中。其中以建

群种组 成 小 片 森 林 植 被 的 祁 连 圆 柏，有 西 北 小 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ｖｅｒｎａｅ）、短叶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ｂｒｅｖｉｆｏ－
ｌｉａ）等，以沟谷森林和山地草甸的中生草本为主，喜

湿和耐旱种类并存的类型。本亚型在本区的分布范

围主要也是由于亚型的分布范围在扩大到了川西高

原的同时，海拔高度也随之升高，适宜更高寒生境的

高原、高 山 种 类。如 暗 绿 紫 堇（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ｍｅｌａｎｏ－
ｃｈｌｏｒａ）和短 葶 小 点 地 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ｖａｒ．
ｇｅｏｐｈｉｌａ）等分布的海拔上限提高。

西 藏－甘 肃 亚 型 （ｈ）在 本 区 分 布 １４ 种，占

４．６２％。典型的 有 沙 生 风 毛 菊（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ａｒｅｎａｒ－
ｉａ）、短管 兔 耳 草（Ｌａｇｏｔｉｓ　ｂｒｅｖｉｔｕｂａ）等。作 为 与 甘

肃相邻的祁连山地和与西藏接壤的青南高原几个植

物区系的交汇区，本区成为前者代表的延伸至河湟

谷地的中国“华北温性植物区系”和后者代表的“青

藏高原高寒区系”之间区系成分的相互交汇、融合区

及其中枢纽带。
西北－华北亚型（ｑ）在本区含有６个种，以皱边

喉毛花（Ｃｏｍａｓｔｏｍａ　ｐｏｌｙｃｌａｄｕｍ）、北方枸杞（Ｌｙｃｉ－
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等 为 代 表，具 备 性 喜 温 湿 和 喜 暖 耐 旱

种类兼有的特点。西 南－西 北－华 北－华 中 亚 型（ｕ）在

唐古特地区各具体区系中一直都所占比例不高，在

本区也只 有５种。主 要 的 有 华 北 獐 牙 菜（Ｓｗｅｒｔｉａ
ｗｏｌｆａｎｇｉａｎａ）和 甘 肃 大 戟（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等。本亚型的特点是以集中分布于东部的性喜温湿

的木本和草本种类兼有，盆地荒漠的东缘亦为亚型

西界。其余的亚 型 在 本 区 均 只 有１～５个 种 分 布。
具有既喜湿耐干旱而又抗寒耐贫瘠的生态特性。如

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剑 叶 橐 吾（Ｌｉｇｕ－
ｌａｒｉａ　ｓａｇｉｔｔａ）、小 叶 杨、多 茎 委 陵 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ｌｉｓ）和 山 生 柳（Ｓａｌｉｘ　ｏｒｉｔｒｅｐｈａ）等。这 些

亚型的成分在本区多属适应范围宽广的类群，但对

本区系的影响很小。
分布 于 本 区 东 部 的 甘 蒙 柽 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ａｕｓ－

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属于西北－华北－华中－华东亚型（ｖ）。

２０１０年７月调 查 发 现 在 本 区 东 部 延 伸 段 的 黄 河 上

游滩地上，长成了独一无二的“柽柳乔木天然林”类

型，奠定了其巨大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被青海林业专

家魏振铎先生认定为“青海五大自然遗存之一的‘残
留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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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中国特有植物种的分布亚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ｌ－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分布亚型Ａｒｅａｌ－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本类型比例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占全区比例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１５．１柴达木盆地特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１５　 ４．９５　 １．７６

１５．２柴达木盆地与唐古 特 地 区 共 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ｇｕ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　 ６．６０　 ２．３４

１５．２ｅ／柴达木盆地 和 祁 连 山 地 共 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ｔ．ａｒｅａ

（４） （１．３２） （０．４７）

１５．２ｆ／柴达木盆地和青南高原共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Ｓ．Ｑｉｎｇ－
ｈａｉ

（１０） （３．３０） （１．１７）

１５．２ｇ／青海全境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ｔ．ａｒｅａ　＆Ｓ．Ｑｉｎｇｈａｉ （６） （１．９８） （０．７０）

１５．３柴达木盆地与中国其它地区共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６８　 ８８．４５　 ３１．３８

ａ．西藏（北部）Ｎ．Ｔｉｂｅｔ （１９） （６．２７） （２．２２）

ｂ．四川（西部）Ｗ．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 （０．６６） （０．２３）

ｃ．西藏－四川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７） （２．３１） （０．８２）

ｄ．西藏－云南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 （１） （０．３３） （０．１２）

ｅ．四川－云南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 （２） （０．６６） （０．２３）

ｆ．西南（藏、滇、川）Ｗ．Ｃｈｉｎａ（Ｔｉｂｅｔ，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 （５） （１．６５） （０．５９）

ｇ．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１８） （５．９４） （２．１１）

ｈ．西藏－甘肃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Ｇａｎｓｕ （１４） （４．６２） （１．６４）

ｉ．四川－甘肃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ｎｓｕ （１５） （４．９５） （１．７６）

ｊ．西藏－四川－甘肃 Ｔｉｂｅｔ，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ｎｓｕ （４４） （１４．５２） （５．１５）

ｋ．四川－甘肃－陕西Ｓｉｃｈｕａｎ，Ｇａｎｓｕ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１） （０．３３） （０．１２）

ｌ．四川－云南－甘肃－陕西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Ｇａｎｓｕ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４） （１．３２） （０．４７）

ｍ．西南－甘肃－陕西ＳＷ．Ｃｈｉｎａ，Ｇａｎｓｕ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９） （２．９７） （１．０５）

ｎ．甘肃－陕西 Ｇａｎｓｕ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０）

ｏ．大西 北（西 北５省、藏 北、内 蒙 古）Ｌａｒｇｅ　ＮＷ．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ｈａｉ，Ｇａｎｓｕ，Ｓｈａａｎｘｉ，
Ｎｉｎｇｘｉａ，Ｘ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Ｎｅｉ　Ｍｏｎｇｇｏｌ）

（３９） （１２．８７） （４．５７）

ｐ．西南－西北ＳＷ．＆ＮＷ．Ｃｈｉｎａ （２７） （８．９１） （３．１６）

ｑ．西北－华北 ＮＷ．＆Ｎ．Ｃｈｉｎａ （６） （１．９８） （０．７０）

ｒ．西南－西北－华北ＳＷ．，ＮＷ．＆Ｎ．Ｃｈｉｎａ （３１） （１０．２３） （３．６３）

ｓ．北方（西北－华北－东北）Ｎ．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２） （０．６６） （０．２３）

ｔ．西南－西北－华中ＳＷ．，ＮＷ．＆Ｃ．Ｃｈｉｎａ （３） （０．９９） （０．３５）

ｕ．西南－西北－华北－华中ＳＷ．，ＮＷ．，Ｎ．＆Ｃ．Ｃｈｉｎａ （５） （０．５０） （０．５９）

ｖ．西北－华北－华中－华东 ＮＷ．，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３） （０．９９） （０．３５）

ｗ．北方－西南Ｎ．＆ＳＷ．Ｃｈｉｎａ （４） （１．３２） （０．４７）

ｘ．北方－西南－华中－华东Ｌａｒｇｅ　Ｎ．，ＳＷ．，Ｃ．＆Ｅ．Ｃｈｉｎａ （４） （１．３２） （０．４７）

ｙ．北方－华东－华中 Ｎ．＆Ｅ．，Ｃ．Ｃｈｉｎａ （１） （０．３３） （０．１２）

Ｚ．北方—南方 中国大陆全境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３） （０．９９） （０．３５）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３０３　 １００％ ３５．４８％

　　柴达木盆地及其周围山地有１５个本地特有种，
如柴达 木 风 毛 菊（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ｐｓｅｕｄｏｍａｌｉｔｉｏｓａ）、柴

达木赖草（Ｌｅｙｍｕ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格尔木赖草、

等。其形态，多具有多毛、胎生、小穗特殊等耐寒旱

生适应特征。本区植物在保留相对古老的性状的同

时，还经历特化和产生分化。如青海沙拐枣（Ｃａｌ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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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ｎｕｍ　ｋｏｚｌｏｖｉ）、胎 生 赖 草（Ｌｅｙｍｕｓ　ｐａｂｏａｎｕｓ　ｖａｒ．
ｖｉｖｉｐａｒｏｕｓ）等，体现出的是古老和年轻性状共有的

区系特征。
本区与唐古特地区共有２０个特有种。如 祁 连

獐牙菜（Ｓｗｅｒｔｉ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长 序 黄 耆（Ａ．ｌｏｎ－
ｇｉ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布尔 卡 黄 耆（Ａ．ｂｕｒｃｈａｎ－ｂｕｄａｉｃｕｓ）、
青藏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ｆｕｔｔｅｒｅｒｉ）等。本亚型在与同属

唐古特地区的青南高原共有种多，而与祁连山地共

有种少，表明本区周围山地属于唐古特地区。较少

盆地主体与唐古特地区共有的典型荒漠种类，说明

本区盆地主体典型的荒漠旱生植物的分布是紧密联

系着荒漠生境，其生态幅因受到以水分为关键因子

的生境的严格制约，而虽能在高山地带与青南高原

共同分布着耐寒旱生的高山共有种类，但却较少产

生与祁连山地共有的温湿种类。
另外，表４中的１５．３ａ～ｆ等联系着横断山高山

区系的各亚型中所出现的垫状棱子芹（Ｐｌｅｕｒｏｓｐｅｒ－
ｍｕｍ　ｈｅｄｉｎｉｉ）、扇穗茅（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等，在
本区的比例虽较唐古特地区中的一些区域，特别是

青南高原相差较大，分布也不见于盆地主体，却是青

藏高原高山植物在本区的代表。
联系着中国西南区系的各亚型（表４中除１５．３

ｇ、ｎ、ｏ、ｑ、ｓ、ｖ、ｙ外）和 联 系 着 中 国 北 方 区 系 的 各 亚

型（表４中的１５．３ｇ～ｚ）相比较的结果，前者合计有

２００种，占本区 中 国 特 有 种（３０３种）的６６．０１％，占

“本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共有种”（２６８种）的７４．６３％。
后者有２３２种，分别占７６．５７％和８６．５７％。本区的

中国特有种中，种类分布占前几位的是围绕着横断

山的高山区和青南高原以及甘肃南部高山等范围的

多年生耐寒中生草本植物，这是唐古特地区各区系

共有的特点，也体现出本区周围山地是青藏高原植

物亚区唐古特地区的一部分。
以华北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北 方 区 系 成 分［６］，若

除去柴达木盆地特有，其中的木本成分也已经减少

到最低限度，并且许多种在本区只见于中、东部。而

分布区只延伸至某一地区的植物种，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该地区已经成为这些种所适宜的边缘分布区。
所以，这种分布格局所强调的就是过渡区系所应有

的边缘分布的性质。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本区东部，
可被视作华北区系成分的边缘分布区，同时本区是

几个植物区系边缘分布区，并具有交汇过渡区的特

点与性质。

４　结　论

本区属于北温带成分，是中国３大植物区系的

边缘交汇地带，是划分植物亚地区的关键地区。
本区植物种类相对较贫乏，木本更少。就 属 的

层面而言，本区属于以北温带成分，特别是欧亚大陆

温、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兼具旱生温性、耐寒

温性和高寒类型的温带区系性质。在以非中国特有

种为优势的前提下，本区系植物所形成的是以温带

亚洲成分和中亚成分为主，并有东亚成分、旧世界温

带成分和北 温 带 成 分 等 共 同 参 与 和 影 响 的 分 布 格

局。许多种、属和热带类型均以本区为边缘分布区，
因而区系的边缘性质明显。本区因地形及水热条件

的明显差异，可以海拔３　５００ｍ为界分为盆地主体

和周围山地两部分。后者因所受高原高山成分影响

较多而应属 青 藏 高 原 植 物 亚 区 唐 古 特 地 区 的 一 部

分。本区系因地理相连，气候干旱而与亚洲东部荒

漠区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最为密切。就垂

直分布而言周围山地的物种丰富度相对远高于盆地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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