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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沿线植物生态资源调查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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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格尔木至拉萨段铁路沿线目前生态环境和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为期 21 d

的调查 ,初步总结沿线主要植物种 382 个 ,主要呈现出 5 个生态分区 ,并提出青藏铁路后期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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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已于

1979 年建成通车 ,1984 年 5 月 1 日正式投入运行。

现指的青藏铁路为二期工程 ,即格尔木至拉萨 ,全

长 1 142 km(2005 年 8 月 24 日延长 700 km) ,是推

动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开

发柴达木盆地的大动脉和对外交流的主要交通干

线。它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 ,把祖国内地和青藏

高原紧紧连在一起[1 ] 。同时青藏铁路地处素有

“世界屋脊”和“世界第三极”之称的地带[2 ] ,地势

高峻 ,地理特殊 ,自然生态环境脆弱 ,破坏后很难

修复[ 3 ,4 ] 。因此 ,本文从二期铁路建设对沿线周

围植物生态资源方面的影响出发 ,通过对青藏铁

路沿线 300 m 范围的植物群落调查 ,对以后沿线

干扰和破坏植被的恢复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这

对推进青藏铁路沿线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很大的现实意义。

1 　调查地概况及调查方法
调查范围是“格尔木 - 拉萨”铁路沿线 ,主要

调查青藏铁路沿线植物群落学特征。

调查样带垂直于铁路沿线 ,基本 50 km 设样

带 1 条 ,当雄到拉萨 ,每隔 25 km 设置样带 1 条。

样地设置以铁路为样带中心 ,在铁路两侧 5、25、

75、150、300 m 处分别设置规定面积的样地 ,其中

5 m 处设置 10 m ×40 m ,其他样地面积为 20 m ×

20 m。样地内设置 9 个 1 m ×1 m 的样方 ,按照

样地对角线设置 ,当有乔灌木植被类型时 ,先设置

2 m ×2 m 样方 ,调查乔灌木 ,再在此样方内随机

设置 1 m ×1 m 草本样方。

2 　结果与分析

21 1 调查样方主要植物种 　通过调查发现

(见表 1) ,调查样方内出现主要植物种类 195 个 ,

主要分布于 43 科 ,106 属 ,植物种类呈现多样性

和独特性 ,其中莎草科、禾本科、菊科、豆科、十字

花科的植物种类居多。

21 2 5 个生态分区及其特点 (见图 1)

21211 格尔木至不冻泉生态分区 　该地段属柴达

木盆地的南缘山前冲、洪积倾斜平原。属于柴达

木盆地的干燥气候区 ,夏季炎热 ,冬季寒冷 ,相对

湿度低 ,降水量极小。年均温 617 ℃,最高温

3515 ℃ ,最低温 - 33167 ℃,年均降水量 40 mm ,

相对湿度 32 %。戈壁裸地生态系统 ,植被稀疏 ,

主要以细枝盐爪爪、木本猪毛菜、白刺等旱生灌木

和小半灌木为主。

21212 不冻泉至沱沱河段生态分区 　本段属于干

旱气候区 ,年均温 - 316 ℃,最高温 2317 ℃,最低

温 - 2617 ℃,年均降水量 250～300 mm ,相对湿

度 47 %。主要有山地生态系统 , 植被覆盖度

20 %～30 % ,主要植物有垫状驼绒藜、紫花针茅、

粗嘴苔草等[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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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藏铁路沿线样方中出现的主要植物种调查记载

　　　　　　中文名 科名

刺芒龙胆 Gentiana aristata 龙胆科

西北利亚蓼 Pol y gonum sibi ricum 蓼科

头花蓼 P1 nacrop hy l l um var1 macrophyllum 龙胆科

珠芽蓼 P1 vivi parum 蓼科

卵果大黄 R heum moorcrof tianum 蓼科

垫状驼绒藜 Ceratoi des com pacta 蓼科

平卧藜 Chenopodi um p rost ratum 蓼科

细枝盐爪爪 Kali di um g raci le 蓼科

木本猪毛菜 S alsola arbuscula 蓼科

平卧碱蓬 S uaeda col l ina 蓼科

草霸王 Zy gophy l l um m ucronatum 蒺藜科

白刺 N it raria tangutorum 蒺藜科

杂多无心菜 A renaria aandoensis 石竹科

藓状雪灵芝 A bryop hy l la 石竹科

牛繁缕 M yosoton aquaticum 石竹科

簇生卷耳 Cerasti um caes pitosum 石竹科

麦瓶草 S i lene conoi dea 石竹科

尼泊尔蝇子草 S1 nepalensis 石竹科

沙生繁缕 S tel laria arenaria 石竹科

垫状偃卧繁缕 S1 decumbens 石竹科

繁缕 S1 media 石竹科

草黄花紫堇 Cory dalis st raminea 罂粟科

细果角茴香 H y pecoum leptocarpum 罂粟科

多刺绿绒蒿 Meconopsis horri dula 罂粟科

寒原芥 A phragm us tibeticus 十字花科

荠菜 Capsel la bursa2pastoris 十字花科

红花桂竹香 Chei ranthus roseus 十字花科

藏北高原荠 Chritolea baiogoinensis 十字花科

腺异蕊荠 Dimorphostemon glandulosus 十字花科

高山葶苈 D raba al pina 十字花科

阿尔泰葶苈 D1 altaica 十字花科

蚓果荠 N eotorularia humilis 十字花科

柱形葶苈 D1 dasy ast ra 十字花科

球果葶苈 D1 glonerata 十字花科

毛葶苈 D1 eriopoda 十字花科

葶苈 D1 nemorosa 十字花科

狭果葶苈 D1 stenocarpa 十字花科

藏荠 Hedinia tibetica 十字花科

头花独行菜 L epi di um ca pitatum 十字花科

无茎荠 Pegaeophyton scapi f lorum 十字花科

唐古特红景天 R hodiola al gi da 景天科

柴胡红景天 R1 bu pleuroi des 景天科

大炮山景天 Sedum erisimagnuii 景天科

　　　　　　中文名 科名

藏布红景天 R1 sang potibetana 景天科

小景天 S1 f ischeri 景天科

青海梅花草 Parnassis qinghaiensis 虎耳草科

三脉梅花草 (原变种) P1 t rinervis 虎耳草科

黑蕊虎耳草 S ax i f ragaceae nelanocent ra 虎耳草科

小虎儿草 S1 parva 虎耳草科

唐古特虎儿草 S1 tangutica 虎耳草科

东方草莓 Fragaaria oriental is 蔷薇科

二裂委陵草 (原变种) Potenti l la var1 bifurca 蔷薇科

蕨麻 P1 anset rina 蔷薇科

垫状金露梅 P1 f ruticosa 蔷薇科

多茎委陵菜 P1 multicaulis 蔷薇科

羽毛委陵菜 P1 Pl umosa 蔷薇科

钉柱委陵菜 (原变种) P1 saundersiana 蔷薇科

伏毛山莓草 S ibbal dia ad p ressa 蔷薇科

高山秀线菊 S pi raea al pina 蔷薇科

团垫黄芪 A st ragal us arnol di l 豆科

从生黄芪 A1 conf ertus 豆科

长爪黄芪 A1 hendersonmii 豆科

甘肃黄芪 A1 l icentianus 豆科

茵垫黄芪 A1 mattam 豆科

多枝黄芪 A1 pol ycladus 豆科

光叶黄芪 A1 x mithiam us 豆科

劲直黄芪 A1 st rictus 豆科

拟蒺藜黄芪 A1 t ribuli f oli us 豆科

短叶锦鸡儿 Caragana brevi f olia 豆科

细枝岩黄芪 Hed ysarum xcopari um 豆科

轮叶棘豆 O x y t ropis chi l iop hy l la 豆科

急弯棘豆 O1 def lex a 豆科

密丛棘豆 O1 desa 豆科

镰形棘豆 O1 f alcata 豆科

甘肃棘豆 O1 kansuensis 豆科

黑萼棘豆 O1 melanocal y x 豆科

黄花棘豆 O1 ochrocephala 豆科

胀果棘豆 O1 st rachey ana 豆科

多茎野豌豆 V icia m ul ticaulis 豆科

草地老颧草 Gerani um ptatenatense 牦牛儿苗科

甘青大戟 Eup horbia p rzew alskii 大戟科

匍匐水柏枝 M1 p rost rat ra 柽柳科

狼毒 S tel lera chamaej asme 瑞香科

田页蒿 Carum buriaticum 伞形科

垫状棱子芹 Pleuros perm um hedini i 伞形科

瘤果棱子芹 P1 w ri ghtianum 伞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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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中文名 科名

禾叶点地梅 A nd rosace g ramini f olia 报春花科

垫状点地梅 A1 ta pete 报春花科

海乳草 Glaux maritima 报春花科

羽叶点地梅 Pomatosace f i l f cula 报春花科

黄花报春 Prim ula f ava 报春花科

天山报春 P1 nutans 报春花科

百里香杜鹃 R hodoednd ron thy ni f oli um 杜鹃花科

白花枝子花 D racocep hal um heterophy l l um 唇形科

密穗香蒿 (原变种) Elsholtz ia densa 唇形科

绵参 Eriop hy ton w al lichii 唇形科

独一味 L amiop hlomis rotata 唇形科

小米草 Eu phrasia pectinata 玄参科

短管兔耳草 L agotis brevituba 玄参科

肉果草 L ancea tibetica 玄参科

藏玄参 Oreosolen w atti i 玄参科

阿拉善马先蒿 Pedicularis alaschanica 玄参科

胡萝卜叶马先蒿 P1 dauci f ol ia 玄参科

狭叶马先蒿 P1 hey dei 玄参科

宽喙马先蒿 P1 l ati rost ris 玄参科

斑唇马先蒿 P1 longi f loral 玄参科

长柄马先蒿 P1 longisti pitata 玄参科

西藏马先蒿 P1 tibetica 玄参科

轮叶马先蒿 P1 vertici l lata 玄参科

长果婆婆纳 V eronica ci l iata 玄参科

平车前 Plantago dep ressa 车前科

茜草 R ubia cordi f ol ia 茜草科

细叶亚菊 A j ania tenui f olia 菊科

淡黄香青 A nap halis f lavescens 菊科

青藏蒿 A rtemisia duthreui l derhindi 菊科

臭蒿 A1 hedinii 菊科

细裂叶蒿 A1 santolini f olia 菊科

柔软紫菀 A ster f lacci dus 菊科

飞廉 Carduus cris pus 菊科

葵花大蓟 Ci rsi um souliei 菊科

矮垂头菊 Cremanthodi um humile 菊科

褐毛垂头菊C1 brunneo2pi losum 菊科

阿尔泰狗哇花 Heteropa p pus altaicus 菊科

半卧狗哇花 H1 semi p rost ratus 菊科

火绒草 L eontopodi um eontopodioi des 菊科

弱小火绒草 L1 microcalathi um 菊科

矮火绒草 L1 nanum 菊科

掌叶橐吾 L i gularia p rzew alskii 菊科

黑苞风毛菊 S aussurea ap us 菊科

矮丛风毛菊 S1 ep p y gmaea 菊科

　　　　　　中文名 科名

重齿风毛菊 S1 katochaete 菊科

披针叶风毛菊 S1 minuta 菊科

小风毛菊 S1 p umil a 菊科

西藏风毛菊 S1 stolicz kai 菊科

美丽风毛菊 S1 superba 菊科

草甸雪兔子 S1 t horol di i 菊科

绢毛菊 Ssubs p hookeriana 菊科

西藏蒲公英 Tarax acum tibetanum 菊科

无茎黄鹌菜 Youngia sim ulat ri x 菊科

牛耳风毛菊 S1 sal ici f olia 菊科

芨芨草 A chnatherum s plendens 禾本科

野燕麦 (原变种) A vena f atua 禾本科

发草 (原变种) Descham psia caes pitosa 禾本科

穗发草 D1 koelerioi des 禾本科

矮野青茅 Deyeuxia tiberica var1przewalskyi 禾本科

毛蕊草 D uthiea brachy podi um 禾本科

垂穗坡碱草 El y m us nutans 禾本科

披碱草 (原亚种) E1 dahuricus subsp 禾本科

甘肃羊茅 Festuca kansuensis 禾本科

东亚羊茅 F1 l i tvinovii 禾本科

羊茅 F1 ovina 禾本科

索羊茅 F1 modesta 禾本科

紫羊茅 F1 rubra 禾本科

异燕麦 Helictot richon schel l ianum 禾本科

异燕麦 (原变种) H1 schellianum var1 tibeticum 禾本科
艹
洽草 (原变种) Koeleria cristata 禾本科

扇穗茅 L itt ledaiea racemosa 禾本科

中华早熟禾 (原变种) Poa sinattenuata 禾本科

早熟禾 P1 annua 禾本科

小早熟禾 P1 cal l iopsis 禾本科

中亚早熟禾 P1 l i tw imow iana 禾本科

青海早熟禾 P1 rossbergiana 禾本科

华灰早熟禾 P1 sinoglauca 禾本科

西藏早熟禾 P1 tibetica 禾本科

双叉细柄茅 (原变种 ) Pti lag rostis g riseb

var1 dichotoma
禾本科

碱茅 Puccinel l ia distans 禾本科

星星草 P1 tem ui f lora 禾本科

异针茅 S ti pa aliena 禾本科

大针茅 S1 g randis 禾本科

紫花针茅 S1 p urp urea 禾本科

西北针茅 S1 sareptana var1 krylovii 禾本科

扁穗草 B l ysm us com p ressus 莎草科

窄果苔草 Carex angusti f ructus 莎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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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中文名 科名

黑褐苔草 C1 at rof usca 莎草科

青海苔草 C1 i vanovae 莎草科

青藏苔草 C1 noocrl f ti i 莎草科

圆囊苔草 C1 orbicularis 莎草科

粗嘴苔草 C1 scabriost ris 莎草科

线叶嵩草 Kobresia ca pi l l i f ol ia 莎草科

矮嵩草 K1 hubi ls 莎草科

藏北嵩草 K1 l i tt ledlei 莎草科

　　　　　　中文名 科名

长轴嵩草 K1 microglochin 莎草科

小嵩草 K1 parva 莎草科

喜马拉雅山嵩草 K1 roy leana 莎草科

粗壮嵩草 K1 robusta 莎草科

西藏嵩草 K1 xchoenoi des 莎草科

天山鸢尾 I ris locz y ri 鸢尾科

镰叶韭 A lli um carol inianum 百合科

野黄韭 A1 rude 百合科

　注 :植物分类参考文献[5 ] - [7 ]。

图 1 　生态分区示意图

21213 沱沱河至唐古拉山段 　此地段属于高寒气

候区 ,年均温 - 2～619 ℃, 最高温 2412 ℃, 最低

温 - 4215 ℃,年均降水量 250～350 mm。主要形

成高寒生态系统 ,部分嵩草草甸外 ,主要是高寒草

原 ,主要的植物有适应高寒气候、产量高、适口性好

的紫花针茅、青藏苔草、小嵩草、藏北嵩草等[10 ,11 ] 。

21214 唐古拉山至当雄　由于受海洋性气候影响 ,

该段呈现亚干旱气候 ,年均温 - 113～219 ℃,最高

温 2412 ℃,最低温 - 4015 ℃,年均降水量 293～

430 mm。主要以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为主 ,主要的

代表植物有小嵩草、矮嵩草、美丽风毛菊、针叶风毛

菊、青海早熟禾、华灰早熟禾等 ,其中小嵩草、矮嵩

草分布面积较大 ,是主要的优势种[12 ] 。

21215 当雄至拉萨 　本段气候属于高寒亚干旱气

候 ,年均温 116～718 ℃,最高温 2916 ℃,最低温

- 3519 ℃,年均降水量 407～468 mm。主要以灌

丛草原生态系统为主 ,主要的植物有高山秀线菊、

垫状金露梅、二裂委陵菜 (原变种) 、窄果苔草、中亚

早熟禾[13 ]等 ,植物总盖度 50 %～75 %。

213 青藏铁路工程建设对沿线植被的影响
21311 路基工程对植被的影响 　铁路建设的路基

工程的影响大多呈线性切割 ,主要是在开挖和填埋

时 ,机械作用直接破坏原有地表植被 ,使该沿线的

植被分布面积减少 ,出现大面积的裸地 ,同时植物

群落盖度和丰富度剧降 ,一般导致生态系统萎缩和

恶化。

21312 放弃土场对植被的影响 　放弃的土场 ,包

括建筑工业垃圾 ,其影响的特征为斑状。一般

在该地域有很多鼠洞 ,说明放弃土场通过取土

或弃土扰乱原土层结构 ,造成土层松动 ,破坏地

表原土和原植被。另外生活垃圾使得鼠类栖

息。此区域的植被恢复破坏与干扰比较大 ,自

然恢复比较困难 ,而且需要的周期也比较长。

21313 施工便道对植被的影响 　施工便道的影

响呈现为带状切割 ,主要是运输车辆的碾压破坏

了地表植被和土壤的物理性状 ,在风力作用下 ,不

仅造成扬尘 ,而且极易造成土地沙化。调查的时

候 ,部分地区植被已经恢复 ,但是由于自然条件恶

劣 ,效果不是很理想。

21314 隧道工程对植被的影响 　隧道在开挖的

过程中 ,处理放弃土改变和破坏了植被 ,这种影响

呈现斑状扩散 ,一般会使该区域植被的盖度和植

物的多样性下降 ,加剧水土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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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31 1 青藏铁路沿线 ,格尔木至拉萨段植物种类呈

现多样性和独特性 ,调查样方出现的植物主要分

布于 43 科 ,106 属 ,植物种类呈现多样性和独特

性 ,其中莎草科、禾木科、菊科、豆科、十字花科的

植物种类居多。

31 2 根据其沿线生态环境的特点将格尔木至拉

萨段划分成 5 个生态分区 :戈壁裸地生态系统、山

地荒漠生态系统、高寒草原生态系统、高寒草甸生

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

31 3 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对植被和土壤结构的

破坏 ,导致植被盖度降低 ,植被种类减少 ,局部生

态环境出现恶化。

4 　建议

41 1 在工程收尾阶段加大生态环境恢复力度 ,将

水土流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加强基础研究工作 ,

科学合理地规划后期植被恢复工作。

41 2 对于植被恢复的地区和将要恢复的地区进

行动态研究 ,通过月际、年际间等监测研究 ,做到

青藏铁路的开发和保护并重 ,把环境保护和恢复

工作落实到开发建设的各个环节 ,促进经济、生

态、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

41 3 加强管理 ,尤其是草地恢复后管理 ,保证沿

线植被的恢复 ,可以采用封育等草原管理措施。

致谢 :本研究是在中国林科院北京林业科学

研究所统一组织下 ,青海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大

学草业科学系、西藏农业大学和西藏林业厅等单

位协助完成的 ,在论文完成期间得到了张筱玫、贾

建华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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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 iminnary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plant and ecological resource in Qingahi2Tibet rail way l ine

XU Chen2ti1 , FAN Yue2jun2 , CHAN G Xi2yun3 , DOU Sheng2yun4

(1. Qinghai Academy of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 Xining 810016 ,China ;

2. Department of Grassland Science ,Qinghai University , Xining 810003 ,China ;

3. Nort hwest Plateau Instit ution of Biology , CAS , Xining 810001 ,China)

Abstract : The effect s of const ruction of Qingahi2Tibet railway line f rom Germu to Lahsa on local eco2
environment were investigated. 382 plant species f rom 5 ecological regions were summarized af ter 21

days if investigation. Suggestions were also presented for f urt her const ruction.

Key words : Qingahi2Tibet railway ;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plant species ; ecological reg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