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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源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吴玉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 81()oO1) 

摘 要：澜沧江源区位于青海省的南部 ，约处于北纬 31。30 ～33。53 ，东经92。35 ～97。35 。海拔 3500～5900 m，面 

积约50590 km ，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类型。本区共有野生种子植物6l科、279属、996种。分别占青海省总科数的 

67．78％、总属数的 54．92％、总种数的 43．59％。区系特征如下 ：(1)种类相对丰富，木本较少；(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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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地带典型成分和东亚的中国．喜马拉雅高山成分为优势的高寒 

类型的温带区系性质 ；(3)许多属和多数种均以横断山地区和西藏东北部高原为传播通道而与喜马拉雅关系密切； 

(4)为青藏高原主体区系与横断山区系的交汇过渡区，区系的过渡性质明显；(5)是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唐古特地区 

的一部分；(6)是青海植物区系或“唐古特植物地区”中植物分化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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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0ristic Study on the Source Area of Lancan西iang(Mek0ng I v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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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0uI℃e aI．ea of Lancan自iang(Mek0ng RiVer)is situated in the s0uth 0f Qinghai，China，be— 
tween latitude 31。30 ～33。53 N and iongitude 92。35 ～97。35 E．The area at an a1titudinal I．ange of 

35O0 m to 5900 m．，with c．50590 km in total area．Its climate is plateau．c0ntinental one．There are 996 

species of native seed plants which bel0ng to 61 families and 279 geneI．a in the area．They are 43．59％ 0f 

the total species and 54．92％ 0f the total genera，67．78％ 0f the t0tal families in Qin ai，respectively． 

The nor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natiVe seed plants f0r the area are as f0llows：(1) Number of species are 

I‘elative1y rjch and w0ody ones are poor．(2)At generic level，the nom is tempeI．丑te in nature，dominated 
by N0rth Temperate e1ements especially the typical 0nes from the wa丌I1 and c0ld z0ne 0f EuI．asia and the 

A1pine from Sino—Hima1ayan e1ements of the E．Asia．(3)Many genera and species c0me from the Heng— 

duan Mt．and the n0rtheast plateau of Tibet are closelv related to these of the Himalaya．(4)Flodstic．geo． 

graphicauy，it is a conVergent and transitional region f0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lpine Fl0ra and the 

Hengduan Mt．Fl0ra．The transiti0nal nature of the nora is conspieu0usly．(5)It is a part 0f the Tangute 

F1ora．(6)Fl0ristically，it is 0ne 0f the m0st active diflferentiate area in the n0ra 0f Qinghai 0r in the Tan— 

gute Area． 

Key words： rhe source area 0f Lancan鲥iang(Mekong River)； Fl0ra； Floristic characteristics； Fl0ris- 
tic I．egionaliza￡jon 

澜沧江源区处于青藏高原东部。在植物区系分 

区方面，本区属于青藏高原植物亚区中的唐古特地 

区和西藏、帕米尔、昆仑地区以及中国一喜马拉雅森 

林亚区中的横断山地区两大亚区、三个植物地区的 

交汇过渡地带  ̈，所以在划分区系界线时十分重 

要。在2002年和 2005年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所 

采集的标本和前人采集的标本的鉴定和统计 ，笔者 

对本区植物的区系成分、性质、特点及其分区等方面 

进行了分析研究，旨在能从研究澜沧江源区的角度 

对唐古特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植物亚区的研究资 

料有所丰富，以利进一步划区时参考，同时为国家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澜沧江源区植物区系方面的 

本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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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澜沧江源区位于青海省的南部，地处青藏高原 

东部腹地。本文所涉及的范围在行政上包括杂多县 

和囊谦县的全部以及玉树县的南部地区。其东面与 

西藏的昌都地区毗邻；南面以唐古拉山与藏北高原 

相隔；西面紧接着长江正源所在的格尔木市唐古拉 

山乡；北面自东向西分别与玉树县的长江流域和治 

多县接壤。约处于北纬 3l。30 ～33。53 ，东经 92。 

35 ～97。35 。面积约 50590 km (本文包括长江的 

南源当曲源头)。区内地势西高东低，海拔约在 

35OO～5900 m之间。 

本区东部连接横断山脉，山高谷深，切割强烈。 

西部位居高原主体，地势高耸，山地相对高度不大， 

多为浑圆低山，其间有河谷湖盆，谷宽水丰。本区虽 

也深居内陆，远离海洋，但因东北部有巴颜喀拉山作 

为天然屏障，而致印度洋暖湿气流末梢对境内东部 

地区有一定影响，气候相对比较温润。而其西部由 

于地势高亢、辽阔，因而气候具有典型的高原大陆性 

气候的特点，高寒、干冷、季风强劲且持续时间长，日 

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只有冷 

暖两季之别，且冷季长，暖季短，空气透明度大，辐射 

冷却作用强烈。据当地气象资料，东南部最暖的囊 

谦县(香达乡)年均气温 3．9℃，最热的 7月均温 

13．1℃，最冷的 1月均温 一6．5℃，极端气温最高 

28．6℃，最低 一25．8℃，年降水525．1～550．0 mm， 

蒸发量达 l639．O mm。位于中部的杂多县城年均气 

温一2．4℃，最热的7月均温 10．6℃，最冷的 1月均 

温 一11．1 cI=，极端气温最高 25．5℃，最低 一31．5℃， 

年降水量 536．2 mm，蒸发量虽可达 1469．3 mm ， 

呈现出青藏高原典型的以干冷为主的高寒气候特 

点，西部尤甚。而一些地方则 由于在高海拔、低气 

温、风小、相对湿度大的条件下形成 了湿冷的小 

气候。 

在上述气候、地理等环境条件的影响下，本区广 

泛发育着各类高寒类型的植被。主要有分布于中西 

部海拔4200～4700 m河岸阶地及丘陵缓坡地带的、 

以莎草科嵩草属( 6 )的植物高山嵩草(K．p ， 

m。eⅡ)等为建群种的高寒草甸，以及海拔 4o00～ 

480O m的高原盆地、河谷滩地及山顶部低洼湿润易 

集水地段的、以藏嵩草( sc o肌o 如s)等为主的高 

寒沼泽草甸；分布于东部和中部海拔3800～4900 m 

高原山地和沟谷河滩的、分别以山生柳(s口舰 or 

0)、金露梅 ( ． 舰)、鬼箭锦鸡儿 

( m n。 u6口 )、西藏沙棘(胁_pp叩 伽 t 6et0m)、 

杜鹃( od0 fr0n spp．)和窄叶鲜卑花 (Is 6 ，、∞∞ 

肌g 口)等为主的高寒灌丛；分别以耐寒适荫的川 

西云杉 (尸 砒 0， v ar．6口 u M )、青杨 

(脚 u c0 no)和耐寒旱的大果圆柏(Is06 M 

f ca)等为建群种而局限于本区中部和东部海拔 

37o0～4300 m的高寒疏林植被；另外还有少量的以 

水母雪莲(S0 s 。眦d 口)、四裂红景天( od 

q“口 )、喜山葶苈(Dm 。 。 )、簇生柔子草 

( yfnc0spe珊um c0唧 f um)等为常见种的高山流 

石坡稀疏植被和一定面积的农业植被。 

土壤主要有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土、山地草甸 

土、草甸土、沼泽土、灰褐土、栗钙土等类型。澜沧江 

源区的植物区系就是在这种高寒和湿冷类型的生态 

环境的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 植物区系分析 

通过我们的考察，特别是 2005年的专题考察、 

采集、鉴定和对前人标本的统计得知，澜沧江源区共 

有野生种子植物6l科、279属、996种(886种和 1l0 

个种下类 型)，分别 占青海种 子植 物总科数 的 

67．78％、总属数 的 54．92％、总种数的 43．59％ 

(种下类型按种计算，下同)。就植物种的绝对数量 

来看并不算贫乏。但是，若就单位面积而论，本区以 

东经95。为界，其东半部分因连接着我国西南暖流 

影响下的横断山地区而种类比较丰富。而西半部分 

因已进入高亢的青藏高原面而种类则显贫乏。本区 

有裸子植物 3科、3属、6种，单子叶植物 8科、55 

属、l84种，双子叶植物 50科、22l属、806种。就植 

物的生活型而言，木本较少，一年生草本亦较少，而 

绝大多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本区植物的这些种类 

特点和生活型特点的形成无疑是由当地的自然历史 

和生态地理等原因所决定的。 

2．1 科的分析 

在植物区系方面，本区所含50种以-上的大科有 

6个(见表 1)，除兰科外，世界被子植物中的大科都 

包括在内。这些大型科在本区区系的种属组成中所 

占比重较大，其科数仅占全区总科数的9．84％，所 

含属数 119个，占到总属数的42．65％，而所含种数 

477个，占到全区总种数的47．89％。以其仅有的6 

个科所含的种数能占到全区种数的将近半数，而且 

还包括有 2个含 100种以上的特大科，可见它们在 

本区系构建中的主导地位。 

本区含20～49种的中型科有 10个科、70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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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澜沧江源区种子植物含20种以上的科 
Table 1 The fammes comprising 0f more than 20 species of seed plants in the source area of Lancan西iang(Mekong River) 

含307种。就其现代分布来看，本区含20种以上的 

16个科中，除百合 1科外，其余 15科全都是世界广 

布科 J。而在这些科中，分布于本区的属却多为以 

寒温带地区，特别是以北温带及其高山区的分布为 

主。这无疑对本区的区系性质有较大影响，同时也 

对本区植被的结构及其特点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况且，其中的蔷薇科还被认为是我国温带地 

区植物区系和植被的特征科，而菊科又被认为是典 

型的温带科 。因此，实际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本 

区的世界科应该是以温带属分布为主的世界科。 

本区含 l9种以下的小科共有 45个，占总科数 

的73．77％，它们的种数仅有 212个，只占总种数的 

21．29％。其中在本区只出现 1属 1种的科有 15 

个，占总科数的24．59％、总属数的 5．38％、总种数 

的1．51％。如松科、桦木科、檀香科、桑寄生科、远 

志科、五加科、杉叶藻科、五福花科、苦苣苔科等。但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除了杉叶藻科本就属于单属单 

种的科外，其余全是本区周围分布的多属多种的科 

经本区寒冷湿生生境为主的生态因子选择和限制的 

结果。就此而论，本区具有植物区系过渡区的意义。 

2．2 属的分布区类型 

按照吴征镒等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所划分 

的 l5个分布区类型，澜沧江源区的植物可划归其中 

的 l4个类型和 l7个变型(表 2)。 

2．2．1 世界分布属 

本区有世界分布属 38个。重要的属有早熟禾 

(P0o)，黄芪 ( g0f s)，龙胆 ( n 口凡0)，苔草 

(C )，蒿(A m )等。体现出本区的世界分布 

成分主要是由以北温带及其湿冷的高原山地分布类 

型为主的属所组成，并且其中许多属在我国北方区 

系中都是常见的。另一方面，世界分布属通常被认 

为是全球广布类型，只要生境适宜，便有相应的属分 

布，由此亦可见本区的生境在湿冷类型为主的前提 

下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这是由于本区是以连接横断 

山地区的高寒森林植被、高寒灌丛植被和青藏高原 

面上的高寒草甸、高寒沼泽草甸植被的生境类型及 

其相互过渡和镶嵌类型为主，再加之较为复杂的地 

理地貌类型及不同土壤和水热等条件，进而形成了 

植物生境多样化的结果。 

2．2．2 热带分布属 

本区所出现的5个热带分布类型共有 19属，占总 

属数的7．88％(见表2。世界广布属未计算在内，下 

同)。这类成分中的绝大多数属都只分布有 1个种，并 

且多分布于海拔3600 m以下的河谷和森林地带。它 

们在本区显然是作为边缘成分和少见种类出现的。 

泛热带分布是其中本区所产属数最多的热带类 

型，也只有5属，占全区的2．07％。其中4个属(占 

本类型的80％)在本区都只分布有 1个种。唯一一 

个含 2种的是狼尾草属 ( n e “m)。热带亚洲、 

非 洲和南美 洲 间断分布变 型成分 的冷水 花属 

(P泷口)体现出本区与我国南方区系的密切关系。 

其余的热带类型在本区均以1个属的出现作为 

代表，并且，它们的分布区往往多可延伸到温带地 

区。其中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分布类型在本区的代 

表是地榆属(S帆gu or6。)，可被认为是主要分布区 

在北温带 的热带成分。天门冬属(A 0，、 )可作 



280 武 汉 植 物 学 研 究 第 27卷 

表 2 澜沧江源区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2 rhe generic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s in the source area of Lancan iang(Mekong RiVer) 

注：表中各类型的序号采用吴征镒等 文中原有序号。 
～  

N0t ：The number 0f ypes in table is same as that quoted by Prnf．Wu Zhe“gy 

为旧世界热带分布在本区的唯一代表，其分布区亦 系总属数的92．12％(见表2)。而其中的北温带成 

可延伸至温带。另外，热带亚洲分布在本区的代表 分又居首位，有 ll6属，占总属数的 48．13％。并 

为香茶菜属(厶。 n)和其变型(7e．全分布区东南达 且，在本区种子植物含 10种以上的 25个属中(表 

西太平洋诸岛弧)小苦莫属( er m) J。可见， 3)，除了中国 喜马拉雅成分的微孔草属( cr0 fn) 

本区除了泛热带类型和缺失者以外，其余热带成分 和旧世界温带分布的风毛菊属(5o淞s“re口)以外，竟 

不仅都是以单一的代表属出现，同时，所有的热带类 有 14个都是属于北温带分布或为其变型成分。欧 

型还都无一例外地同横断山地区所共有，并且多分 亚和南美间断分布的虎耳草属(S似 )也是主产 

布于本区以东经 95。为界的东部地区海拔36()()m以 北温带，而葶苈属(D 6n)则亦是主产于北半球的 

下的河谷和森林地带。所以，本区的热带分布类型 北部高山区。这些都足以表明，在澜沧江源区植物 

在以泛热带成分为代表的前提下，所显示出的是贫 区系特征的形成过程中，以北温带成分为主的温带 

乏、缺失和与横断山地区密切联系的区系特点，以及 性质的属起到了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 

处于分布区边缘的生态地理特点。 北温带及其变型成分中，本区最大的属是马先 

2．2．3 温带分布属 蒿属(Ped u r )。该属在东亚和中亚山地分布最 

共有 222属(本区特有属未计算在内)，占本区 多，而在我国最盛为西南高山，同时也是青藏高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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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高寒植被的主要伴生类群。还有报春花属(P， m． 

“ )等，也都在体现出本区青藏高原区系特点的同 

时还体现出本区与我国西南高山区系的密切关系。 

另外还有以高山分布为主的紫堇属( 0f s)、喜 

湿而适干冷的棘豆属( r0P )，以及湿冷生的嵩 

草属( 6 )等亦显示出青藏高原区系特色。只 

是它们，特别是后二者作为明显地体现出青藏高原 

高山植物区系特点的类群，在本区植物区系中的这 

种地位，由于以它们作为特征种的高寒草甸和高寒 

沼泽草甸的面积很大以及高山流石坡和砾石滩稀疏 

植被的面积较大而更加突出。对本区的植物区系组 

成来说，以上各属均占有重要地位。 

表 3 澜沧江源区种子植物含 1O种和 1O种以上的属 
I址de 3 e genera cor叩rising of 10 and more thaJ1 l0 species 0f 

seed plants in the s【)IJrce area of IJancat1 ．dng(Mek0ng River) 

属名 种数 NuⅡL 分布区类型 
Name of generH 0f species Areal—type 

1．马先蒿属 d M r 42 北温带 N．Temperat。 

2．风毛菊属 一“ n 27 磊 带 w 
3．早熟禾属 口 24 世界 cosm叩olita“ 

4．黄芪属 A ￡ 昭0 22 世界 c0sm叩olita“ 

5．龙胆属 眦 0M 19 世界 c0sm0politan 

6．苔草属 M 19 世界 c0smo pojjtan 

欧亚 和南美洲 温带 间断 
7．葶苈属DrⅡ60 l8 Eurasia&1、emp．s．Amer． 

disjuncted 

8．蒿属A 唧 l 8 世界 c0sm0p0litan 

9．委陵菜属 把 0 18 全温带 Pan—te perale 

1O．棘豆属 18 北温带 M Te peraIe 

11．柳属 sⅡ 16 全温带 Pan-te perate 

12．嵩草属 6 16 北温带 M _re perate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 间断 
13．虎耳草属 s 咖 gn 16 Eumsia＆Temp．s．Amer． 

sjuncted 

l4．紫堇属 CD 如 15 北温带 N．Te pemte 

l5．无心菜属Arem 0 l4 全温带 Pan—te perate 

l6．鹅观草属 尺0昭w Ⅱ l4 北温带 N．Te perate 

17．蓼属 Pof 0nMm 13 全温带 Pan—teⅡlperate 

l8．毛茛属 如nⅡwuz 13 全温带 Pan·tempera【e 

19．葱属 A胁“m 13 全温带 Pan-te pemte 

20．繁缕属 s￡effn n l2 世界 c0sm叩olitan 

21．报春花属 Jp m“ 12 北温带 N．Temperate 

22．微孔草属 亿m“ 】2 中国一喜马拉雅(sH) 

23．银莲花属』4MM 11 世界 c0sm叩o1itan 

24．女娄菜属 n Ⅱm 1O 全温带 Pan-te perate 

25．蒲公英属 ∞m 1O 北温带 N__re perale 

共计有25属 422种，分别占全区总属数的5．O5％、总种数的53．76％ 

本区共有 3个北温带分布的变型成分(表 2)。 

所含属数最多的是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 

分布变型，有 50属。其中柳属(5n )在本区分布 

的木本属中是种类最多的。作为本区东部和中部的 

河谷林缘灌丛和山地高寒灌丛的主要类群、优势类 

群和特征类群，体现出与近邻的横断山区系的密切 

关系。还有本类型种类最多而又喜湿耐寒的委陵菜 

属( )则是本区各类草甸植被的广布类群， 

其与蓼属(P0b 0 “m)、毛茛属 (R0 uw“z )、女娄 

菜属( z口n(fr um)和葱属(4 “m)等都是在本区各 

主要植被中遍布和影响较大的类群，共同显示出这 
一 成分对本区环境所具有的普遍适应性特点。无心 

菜属(Aren口r )等由于是作为本区高山流石坡稀疏 

植被中的优势植物而出现的，因而在本区体现出的 

是青藏高原主体环境的高原、高山区系性质。欧亚 

和南美洲问断分布变型虽只有 10属，但其多数属所 

含种类都在 5～16种之间，可见它们也是具有很强 

的适应性和分布的广泛性。其中重要的有适应高山 

生境的葶苈属( 6n)和虎耳草属( )等。 

北极一高山分布变型有红景天( od o )、兔耳草 

( g0 )和金莲花( )等 7属，是高山耐寒、 

喜湿和耐强烈紫外线辐射植物在本区的典型代表。 

以上分析表明了北温带成分在澜沧江源区的区系组 

成及其主要植被组建中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及其类 

型成分的广泛适应性和散布能力。也表明了本区作 

为青藏高原主体与横断山地区的地理连接和过渡地 

带，结合海拔高度和地形地貌特点的生态地理环境， 

不仅是二者区系成分的交汇区，而且是北温带类型 

成分相对最适宜的分布区之一。 

本区有6个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属(表 2)，所 

占比例较低，因而对本区系的影响不大。由于这类 

成分“主要是适应低海拔的林下、林缘灌丛等温湿 

生境”l8 的类型特点，所以，除了喜湿冷的寒原荠属 

(却 rⅡgm )以及同时含有喜湿耐寒的高山种类和 

广布种类的黄华属( e 。 )以外，其余全都仅仅 

局限于本区海拔相对较低，并且能够(或问或)受到 

我国西南暖流末梢影响的东、中部河谷和山地峡谷 

的林灌地带，而并不见于面积广大的西部高原面上。 

其中较重要的还有羽叶花属(Acom 州 )及其东亚 

和墨西哥间断变型成分的大丁草属( n )等。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是本区除世界属以外 

的第二大类型，有 40属，占全区总属数的 16．60％ 

(表2)。因而这一类型对本区系温带性质及其他一 

些相关的区系特点的形成亦显示 出举足轻重的作 

用，并且同时还体现出本类型成分与上述北温带成 

分同样的广泛适应性和散布能力。本区这一类型与 

唐古特地区的其它区系所具有的一个相同特点是属 

多种少，而只含 1种的竟有 23属，含 4种以上的只 

有 7属，并且除鲜卑花( me0)、枸子( 船 ) 

和水柏枝( r cor )3个木本属外，其余全是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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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冷生境的多年生草本类群。本类型最重要的一个 

大属是风毛菊属( 蹦“ )。它种类繁多，适应广 

泛，是本区各类高寒类型植被中的常见伴生类群。 

而作为主产区在亚洲温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大黄属 

(尺 e m)以及主要分布区在亚洲北部和欧洲东部并 

以喜马拉雅地区为多的棱子芹属(plfe“rospe “m)， 

却在我国都有着相同的主要分布区，即西南、西北至 

东北部，本区则正处于它们的主要分布区内。还有 

分布于欧洲、喜马拉雅山至 日本的橐吾属( u 一 

n)，在本区不仅表明了它的来源地，而且表明本区 

这类我国西南地区广布属亦可经由澜沧江河谷进入 

青藏高原面。以主产我国西北和西南山地的耐寒性 

较强的高山类群为代表，则是本区贝母属(Fr 

)和荆芥属(脚 efn)的特点。遍布于本区多数植 

被中的绿绒蒿属( cDn9 )，也可视为是唐古特地 

区中的特色类群之一。本类型的地中海、西亚(或 

中亚)一东亚间断变型只有鲜卑花 1属。而其中的地 

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变型以及欧亚和南部非洲间 

断变型成分在本区各有4属。较重要的除了前者的 

刺参属( M)含有4种外，其余全都只含有1个 

种。而后者可以筋骨草属(4 口)等为其代表。除 

了各变型自身的特点外，在地理来源上都与横断山 

区系有一定的联系。 

在本区有 12个属的温带亚洲成分占4．98％ 

(表 2)。除了唯一的一个木本属锦鸡儿属(Cn o． 

n口)以外，全都是只含有 l～2种的湿冷生类型，并 

且显示出明显的伴生性质。锦鸡儿属在我国是主产 

于西南和西北部以及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典型代表属 

和重要成分，除本区特有种外，大多数种类都是本区 

同周围的甘、藏、川、滇所共有的喜湿而耐寒的种类。 

细柄茅属( 池 s )和亚菊属( n )的出现，在 

显示出它们所具有的年轻性和衍生性质的同时，还 

表明本区同唐古特地区其他区系一样，具有适应以 

高寒生态因子的影响为主而形成的高山特化现象。 

较重 要 的还 有 狗 哇 花 ( 把 叩p )、黄 鹌 菜 

(y0 )等属。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类型在本区包括其 

典型成分的糙草属(A e )和 2个变型成分栊牛 

儿苗属(Er0d Mm)和翼首花属(P r0c印 o )在内， 

也只有3属，仅占1．24％(表2)。每属也只有 1种， 

全都是零星伴生，对区系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亚分布在本区有 18属，占全区的7．47％(表 

2)。除了以礼草属( n 玩 )含 8种、扁蓿豆属 

( o￡0 d )和三角草属( 如m )各含2种、双脊 

荠属(D f印 )和角蒿属( n z 口)各含 3种外， 

其余属全都只有 1个种。明显体现出这一类型在本 

区所呈现出的“属多种少”的边缘分布特征和以变 

型成分为主的类型表现特征。这一成分中最主要的 

是其中中亚东部变型的以礼草属，不仅分布的种类 

最多，而且竞有4个都是本区的特有种。该属是从 

在国内主产北方的鹅观草属(舶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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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区这种由青藏高 

原主体向横断山过渡的地理地貌特点和由高寒湿冷 

类型向相对的温湿类型过渡的气候特点不仅适宜该 

属的分布，而且似乎对其更具有塑造作用，因而使得 

该属植物在本区不仅成为适宜分布的类群，而且成 

为非常适宜分化的类群，并进而促成了一些本区特 

有类群的出现。同时也昭示出中亚成分多是经由高 

山特化和寒旱化适应而形成的类型特点。其他还有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成分的柔子草属(聊 f一 

口c05permMm)、星叶草属 (c rc口e口s )、拟漏斗菜属 

( mg 口)、固沙草 属 (D n )和冠 毛草 属 

(s 印 0n0c ne)等；中亚至喜马拉雅．阿尔泰和太平 

洋北美洲间断分布的有藏荠属( d o)等。它们 

的分布，在体现出本区青藏高原主体与横断山相互 

过渡的区系地理特点外，更显示了本类型主要是局 

限于中亚，特别是 中亚高山分布的生态地理特点。 

不但表明了这是由于本区的地理位置及生态环境与 

这一类型成分之间双向选择的自然结果，同时也说 

明澜沧江源区作为青藏高原主体的边缘地带，其高 

原、高山为主的地形地貌和高寒湿冷气候等生态地 

理环境更能适合经由高山特化和寒旱化适应的中亚 

成分的分布并利于其分化。 

东亚分布类型在本区共有 27属，占全区的 

11．20％(表 2)。典型成分只有党参(c0如聊 s )和 

松蒿( t er 0 ermum)等4属，而其余23属全是中 

国一喜马拉雅变型成分，占绝对优势。它们在这一类 

型中以其核心地位体现出喜马拉雅的高山区系同本 

区植物区系关系的密切程度。这其中主产我国西南 

和西北至喜马拉雅地区的东亚特有属微孔草属( ． 

crou )和青藏高原特有属垂头菊属( m0n 。 ． 

“m)是其中所含种数最多的属。其余还有丛菔属 

( f 一 u6。c )、蓝钟花属(Cy0n0 )、绢毛苣 

属( r05e )和单花荠属(尸e eop on)等。剩余 

的均只含 1种，如藏豆(s mc e )、高山豆 ( 6e． 

)、兰石草( 口)、藏玄参(Dre0sof帆)、锚刺果 

(4c 加∞，) )、三蕊草(S 加c ∞e0)、绢毛菊(．s0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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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属。表明本区作为青藏高原的高山区系，在东部虽 

有横断山区系的影响和渗入而形成的区系过渡地带， 

但其高原、高山区系的高寒性质并没有削弱，以致不 

仅没有更多的森林和林下成分，而且缺失了中国一日 

本变型成分，而仍以高原、高山成分为主。 

2．2．4 中国特有分布属 

中国特有分布在本区有9属，占全区的3．73％ 

(表2)。在这些特有属中，不仅缺乏古老的和原始 

类型的属，而且除了华辐花属(．s 口d 口)为本区的 

“真特有属”外，其余全都是所谓的“半特有属”，并 

且又都无一例外的应属青藏高原特有。同时它们基 

本上都是同我国西南(藏、滇、川)所共有的，也多是 

从其亲缘属衍生而来的单种属或寡型属的草本植 

物，体现出本区这一成分的年轻性和衍生性质。如 

羽叶点地梅属( m0 0ce)之从点地梅属(A r0一 

s口ce)；黄冠菊属( n 叩0 )之从蓟属(C m)； 

辐花属 ( m0 og0n )之从侧蕊属( m口 0g0 一 

Mm)；合头菊属 (syncnfn Mm)之从莴苣属( c 

cn)；舟瓣芹属 ( 加z )之从羌 活属 ( 一 

叩 um)；马尿泡属 (P 口 )之从莨菪属 

( 凡 0妣 )；而颈果草属(胍 f0er fr 砌 m)则同山琉 

璃草属(Er c m)和微孔草属的亲缘关系非常接 

近等。其余还有毛冠菊属(Ⅳn肌ogfo )等。其中 

许多属如羽叶点地梅属、马尿泡属和黄冠菊属等不 

仅在本区都是广布类群，而且是唐古特地区中最典 

型的中国特有属和分布最集中的代表属，或可认为 

是唐古特地区中具有特征意义的中国特有属。 

由此可见，澜沧江源区同长江源区一样，其中国 

特有成分多是以唐古特地区为其主要分布区并向西 

藏东部、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或甘肃南部等邻近地 

区分别有所延伸的属 J。在系统位置上，它们多为 

年轻的新特有属。不但如此，而且本区这一成分多 

数都是同横断山区系所共有的，这是地理相接、环境 

趋同的结果。在成因方面主要是较多生态因素而较 

少历史因素影响的结果。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引起 

剧烈的自然环境变化使植物在被迫适应的过程中发 

生了分化而形成了这些特有属，或可换言为其成因 

在于青藏高原的年轻性和高寒环境下强烈的高山特 

化作用所造成的高寒区系所具有的年轻性和特有性。 

综上所述，就植物属一级的水平而论，澜沧江源 

区的植物区系，以泛热带分布为代表的热带分布类 

型，所显示出的是贫乏、缺失和与横断山地区密切联 

系的区系特点，以及处于分布区边缘的生态地理特 

点。以北温带为核心的温带类型也表明了本区作为 

青藏高原主体与横断山地区的地理连接和过渡地 

带，其结合着海拔高度和地形地貌特点的生态地理 

环境，不仅是二者区系成分的交汇区，而且是温带类 

型成分相对最适宜的分布和分化区之一。本区中国 

特有成分多是以唐古特地区为其主要分布区并向周 

围邻近地区分别有所延伸的属，其中一些属对唐古 

特地区具有特征意义。 

2．3 种的分析 

2．3．1 种的分布区类型 

参照吴征镒等 ’。’m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 

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稍作变动的地理范围，根据澜沧 

江源区996种植物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分布式样，我 

们将它们划归为 11个分布区类型和11个变型(表4)。 

表 4 澜沧江源区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4 The species aIlea1-types of seed plants in the source 

area of Lancangiiang(Mekong River)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 

种数 
Num．0f 

specle 

2．3．2 非中国特有种的分析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成分是本区包含种类最多的 

非中国特有种成分，有 128种，占12．85％。其中居 

于核心地位的是含有 114种的中国-喜马拉雅变型 

利％ 一m ～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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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占到本类型成分的 89．06％。可见本区在生 

态地理接近、区系传承过渡和区系成分延伸分布等 

方面相互交流的作用下，体现出青藏高原的高山区 

系性质以及与喜马拉雅地区最紧密的联系。这种主 

要由横断山区的传递作用形成的结果是唐古特地区 

中其它任何地区所不能企及的。以湿冷生为其生态 

特点和以伴生为其群落学特点的这一成分，在本区 

分布的广泛性和常见性也是唐古特地区最突出的。 

常见的有硬毛蓼(P0b，g0num oo e )、藏玄参(Oreo— 

so 凡 0 )、太白韭(A胁 m pm f )等。另外还有在 

青海只分布于本区的川滇马先蒿(Ped c“fnr of er 一 

ⅡM)、藏角蒿( e0 ffen y0M 60n )等，以及在 

青海首次发现的亚高山冷水花(尸 r0cemosa)、高 

原唐 松 草 ( 0z cf m c“f m “m)、细 梗 黄鹌 菜 

( gmc咖)es)等。虽然本区已明显达到这一 

成分多数种在青藏高原面上分布的西界和海拔范围 

的上限而成为其边缘分布区，但是，它们的出现，除 

了说明横断山区系成分在本区延伸渗透的相对广泛 

性和对本区系影响的相对普遍性以外，其所强调的 

应该是本区与唐古特地区中其它地区的相异之处。 

本变型与横断山地区的趋同性显然高于唐古特其他 

地区，且有相对太多的新分布种和在青海境内只分 

布于本区的种，在说明了本区系受我国西南暖湿气 

流影响下的生态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生物多样性的 

丰富程度的同时，更强调了横断山区是本区这类成 

分来源的主要通道。中国一日本变型作为以生态幅 

更广的林缘草甸和林下喜湿、耐寒却又适暖的成分 

为主的变型成分，仅有 12种，如硬毛砧草 ( z um 

6ore0 var．c Z 口￡ ，n)和大丁草( 6 凡 0 r上 nndr 0) 

等。它们多分布于本区中、东部。相比前一变型的 

种类数量显然相差太多，这也正是作为青藏高原的 

高山植物区系在植物种类分布的数量方面所应体现 

出的分布格局。横断山区系主体成分的这一变型在 

与横断山区系紧密相连的本区较少出现，正说明了 

本区高原、高山植物区系所具有的高寒类型的生态 

因子对相对温湿的横断山区系成分的分布限制和选 

择是非常严格的。 

中亚分布及其变型成分有 126种，与东亚分布 

种类数量相当，占全区总种数的 l2．65％。其中占 

主导地位的是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变型成 

分，有 101种，占到类型的80．16％。作为在本区以 

高原、高山分布型和喜湿冷生且几乎全以伴生形式 

出现的这类成分，广泛分布于本区的各种地理环境 

和各类植被中，体现出本区同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 

特别 是横 断山 区的密切联系。如簇 生柔子草 

( yf0c0 e肌um c口e fo “m)、美花草 ( 珑口 e- 

m“m P neff0 如s)、紫花黄华( e册叩 6nr60 )、 

藏豆( mc胁 f 6e c0)等。还有在唐古特地区中只 

分布于本区的革吉黄堇( D 。 orc 口n口)等 

所显示的则是与西藏、四川及横断山地区更为广泛 

的联系，从而也同上述东亚分布一样，强调了本区因 

有西南暖湿气流末梢影响的存在而与唐古特地区中 

其它地区的相异之处。中亚广布成分有20种，不同 

于其它变型成分的是以伴生种类为主，还有以高寒 

植被的优势种、建群种或甚至是特征种身份出现的 

种类，如高山嵩草 ( 6res p 僦eⅡ)、紫花针茅 

( a P“ “ a)等。不过紫花针茅则由于本区湿冷 

的生境中虽也高寒有加，但却相对较少更趋旱生的 

因子，所以其集中分布的面积不大也不多。本区中 

亚东部变型成分仅有 4种，这也是由于本区相对湿 

冷的生境对以温性草原和荒漠草原旱生种类为主的 

这一变型成分限制的结果。 

温带亚洲成分在本区有88种，占全区总种数的 

8．84％。其 中最 重要 的藏嵩 草 ( 6 sc 0e- 

no s)，是本 区面积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 的植 

被——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寒沼泽草甸的建群种和特 

征种。还有鬼箭锦鸡儿(c口n on口 6口 )，也是青 

藏高原特有的高寒灌丛植被的建群种和特征种。另 

外，除了在青海只分布于本区的锥果葶苈 (Dm6口 

f口nc∞f口 )等2个种以外，其余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 

以沟谷河岸、山坡石隙、湖滩沙地、裸地、田边路旁及 
一 些特定生境为主要生长地而广泛却零星分布的种 

类，很少有进入主体植被中作为出现频率较高的伴 

生种的，并且在青海各地均可见到。它们的生态特 

点也是喜湿冷生的多、而适温耐旱的少，这是由于本 

区属于青藏高原主体的地理位置及其多样的生态环 

境对这类成分选择的结果。只是较之于上述两类而 

言，本类型成分多具有相对较宽的生态幅并更适应 

多样的生态地理环境和具有较广泛的来源。 

本区的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成分有 44个 

种，占4．42％。这其中，分布于欧洲和亚洲温寒地 

带的广布成分构成了这一类型的核心，有 38种，以 

86．36％占有本类型的绝对优势比例，集中反映出本 

区作为青藏高原主体的边缘地带所具有的多样生态 

地理环境对它们的选择，以及这一类型成分本身所 

具有的广域生态幅特点。如巴天酸模(尺u， p口t — 

en )、肋柱花( m口 0gD几 Mm c0r 触 um)、角盘兰 

(胁 m 伽。 )等。这一类型的典型成分只 



第3期 吴玉虎：澜沧江源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285 

有以菊叶香藜( 肌叩。 m e d“m)等为代表的6 

个种，显然处于从属地位。本区虽然位于青藏高原 

的主体部分，但其作为我国3大自然区交汇地带的 

青海省的一部分，因为地理接近，所以其区系成分， 

特别是这类具有广域生态幅或称广泛分布型的成 

分，不仅其来源无疑会受到各方的影响，而且它们的 

传递通道也理应有所不同。然而，具体到本区的这 

类成分，其绝大多数种在青海都是广布种，也多与我 

国的“东南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所共有(约有 

26种)，而很少与“中亚荒漠区”所共有，这也是这类 

成分的区系性质所决定的。它们的传播途径从理论 

上来说，可同时来 自于青海东部的我国东南季风末 

梢区和横断山区两个方面，但是 ，由于后者与本区地 

理相连，距离短缩而又无高山阻隔，所以其传播有更 

为直接和便捷的优势，故而我们认为，横断山区应是 

本区这类成分传播而来的主要途径。 

北温带成分在本区也有 45种，占4．52％。其 

中的典型成分有 37种，占类型的82．22％。如珠芽 

蓼(P0易，g0num 如 。r m)、零余 虎耳草 (s似 0g0 

cern“n)、高 山 露珠 草 (C rc0e口0 n口)、甘露 子 

(S 0c s 0 )等，都是由本区相应的生态地理 

环境所选择的生态幅宽广的种类。这与上述的旧世 

界温带类型具有相同的种类特点及其生境选择特 

点，以及相同的与我国 3大自然区中的“东南季风 

区”和“青藏高原区”之间很高的共有性，并以横断 

山区为其主要的传播途径。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 

带)间断分布的有荠菜(c叩se 6 叩∞ o )等 4 

种。北极高山分布的有冰岛蓼( en f0凡d c0) 

等 3种。 

在唐古特地区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属级水 

平上作为本区温带成分分布范围最广、并且广域成 

分亦应最多的北温带类型，其植物种的分布数量却 

反而远远少于上述温带范围的多数类型，特别是较 

之于东亚分布类型和中亚分布类型相差悬殊。这同 

青海其他许多区系一样再次支持了有关“影响植物 

分布的‘分布区中心距离影响论”’观点的成立。即 

这种区系类型分布格局，除了受到本区地理环境和 

气候类型的制约以外，似还表明“本区所出现的有 

关类型的种类成分的多寡，是和各相关类型的地理 

范围大小，以及其中心距离与本区远近有关的。意 

即本区系所分布的植物种的地理范围，或者说它们 

的来源，除了历史和生态的因素以外，在地理范围方 

面，还表现为受周围较近区系的影响较大。而周围 

区系的成分，对于本区则有一个由近及远的传播强 

度。即分布区的中心越靠近本区(如东亚分布)，并 

且分布范围相对较狭的种，其传播过来并被本区接 

受的机会就越多。反之，分布区中心远离本区(如 

北温带)，并且分布范围相对广泛的种，其传播过来 

并被接受的机会就越少”【8．1l_。尽管本区处于青藏 

高原主体的边缘地带和与横断山区的交汇地带，但 

植物种的这种区系来源和分布格局也同样是符合上 

述规律的。 

以上5个类型共有 416种，占到本区全部种类 

的4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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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其中的东亚成分和中亚成分所具有的 

共同突出的高比例，更在种一级层次上体现出本区 

系是以联系着喜马拉雅及我国西南地区的东亚温、 

寒地带和中亚高山分布的喜湿耐寒的多年生草本成 

分为优势的温带性质。表明本区系的非中国特有植 

物种的来源是集中于包括东亚地区和中亚地区在内 

的温带亚洲范围之内。而本区系的植物在种一级水 

平上所体现出的是，以东亚成分和中亚成分为主、温 

带亚洲成分居次，并在有旧世界温带成分和北温带 

成分共同参与及影响下形成的明显的温带性质及其 

特点。 

其他如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成分有具鳞水柏 

枝( c。r sg 口mo n)等6种。世界广布成分在本 

区只有杉叶藻(月 “r u|!f r )等 5种分布于本区 

的特定环境中。而泛热带成分仅有狗尾草(Sef口r 

d )等2种出现在本区东部地区。热带亚洲分布 

只有焊菜(尺or却。 nd cn)等2种。东亚和北美洲间 

断分布只有紫斑杓兰 (C 却ed “m gM抛f m)1种。 

这几类成分主要是由于其各自的性质和本区的生态 

地理因素，特别是冬季的极端最低气温和生长季内 

频发的超过 10℃的突然降温等不利因素限制了它 

们有更多的种类在本区出现，所以对本区系的影响 

也均较小。 

2．3．3 中国特有种的分析 

中国特有植物种在澜沧江源区的种子植物区系 

中所占比例达到了55．12％(见表4)。从而反映出 

除了就地分化的种类外，较之于其它类型，中国特有 

成分在本区无论是对气候、地理等生态环境的适应 

性，还是在传播途径、传播距离等方面都具有最大的 

优势。因而使得这类成分不仅在本区的分布比例较 

高，而且它们还是在有虽少非缺的耐寒木本种类出 

现的前提下，以温湿类和湿冷生型以及耐寒中生草 

本为主的。这后一点也是唐古特地区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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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一类型在本区的集中分布式样，我们对 

549个中国特有植物种逐一进行了分布亚型的划分 

(见表5)，并结合各亚型所分布的种类数量在本区 

系中体现出的重要性进行分析。 

在整个唐古特地区中，西藏．四川-甘肃亚型(j) 

始终是作为中国特有种的核心类型出现的。这一点 

在澜沧江源区也不例外。该亚型有 101种，占本区 

中国特有种的 18．40％，以远远高于其他所有亚型 

的数量优势，体现出其在本区的重要性。不仅如此， 

它还是一个以代表青藏高原区系的高原、高山分布 

的湿冷生型和山地沟谷林下、林缘分布的相对温湿 

类植物为主的重要类型。该亚型集中分布的范围应 

在四川西北部、西藏东北部、青海南部和甘肃南部， 

也有少部分种类有时可分布到滇西北地区。其在本 

区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的高原及高山峡谷 

地带。其中有些种还是其特定生境中的景观植物甚 

至是群落的建群种或特征种。如集中分布于中、东 

部山地阳坡，并以东经 95。左右为其在青藏高原面 

上的分布西界的大果圆柏(-，u凡 e ￡ 6e￡ 口)，是作 

为青藏高原高寒针叶林的建群种和特征种出现的； 

山地阴坡、半阴坡分布的窄叶鲜卑花(．s 口口n一 

)等应是高寒灌丛的优势种、建群种或特征 

种。较重要的还有小大黄(尺 e“m pMm Zum)、丛菔 

(．s0z膦． 60c euryc口 口)、唐古特山莨菪(An 。一 

d 0 u斑 )、马尿泡(P ，0 口n )、白 

花刺参( 砌 口z )，还有在青海只分布于本区的 

尖果洼瓣花( 9 yc口，7)n)等。它们多是一些青 

藏高原植物区系在唐古特地区中的代表种类。与之 

在生态和地理分布特点以及区系联系等方面相类似 

的还有在本区出现 21个种的西南-甘肃一陕西亚型 

(m)；仅含 5个种的四川．甘肃-陕西亚型(k)；以及 

有l2个种的云南．四川．甘肃一陕西亚型(1)。前者的 

表 5 澜沧江源区中国特有植物种的分布亚型 

TlabIe 5 The areal—subtypes of the Chinese endemic species of seed plants in the s0uI_ce aI a of I且ncan西iang(Meko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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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种有甘青乌头(Acon f m n凡g“ m)等，中者有 

五叶草莓( 0g。r p肌 叩  ̂ )等，后者有毛裂蜂斗 

菜(Pe s￡ c 0f06 )等。只是较之于前述亚型， 

它们在青海的分布范围于我国东南季风末梢区有所 

扩大，区系成分的来源和联系也更为广泛。 

其次是西南(藏、滇、川)亚型(f)(或更确切的 

应为横 断 山 区系 同本 区共 有 种 )有 53种，占 

9．65％。虽然其中的许多种都表现出明显的、在地 

理方面的边缘分布特征和在生态适应方面的局限 

性，但是 ，它们仍然能体现出横断山区系成分在本区 

强劲的延伸分布和对本区系不可忽视的影响。常见 

的有杜鹃叶柳( 0d0如凡dr )、舟瓣芹(s 0一 

z ， c 0 o n口)、I淘鞘，J、芹(s 凡oc0r“，n c n 玎 ) 

等。还有一些也是在青海境内只分布于本区的种 

类，如澜沧雪灵芝(Are 口 n n ens )、大萼蓝钟 

花(C nn凡￡ m0crrJc0b )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 

或可被认为是横断山地区特有的或普遍分布的种类 

在本区一些适宜生境中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本区 

与横断山地区植物区系因地理相连、区系过渡而形 

成的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本区联 

系着海拔高度而形成的更为高寒的高原、高山生态 

环境与横断山区的高山环境或许有着不尽相同的生 

态效应和对植物种的选择作用，以致其生态地理因 

子对这类成分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前一类型种类数量相当的是西藏亚型(a)， 

有 50种，占9．1l％。较重要的如菱叶大黄( m 

0m60 )、颈果草( ￡伽r c m m crouz0 d ) 

等。还有新 近发现或只在本 区分布的短穗小檗 

(Ber6e 6mc 0c )和3种合头菊(|s= c口Z0 Mm 

ssp．)等。它们在本区多分布于西部高原、高山区， 

特别是其上部地段，并且几乎全都是耐寒性很强的 

多年生草本。体现出本区与西藏在地缘和生境上的 
一 脉相承及其对所分布植物选择的一致性。作为不 

乏垫状植物的高山类群，这类以青藏高原的高原面 

为主要栖息地的亚型成分中有许多先锋植物和经高 

寒生态因子特化的种类。它们无疑是最适宜高寒环 

境的纯粹的高原“特有”成分，同时也才正是体现本 

区属于青藏高原高山植物区系的最有力的证据。与 

之相类似的还有分布有 10个种、并 以疏花齿缘草 

(E r c “m f Mm)等为代表的西藏．云南亚型(d)。 

并且疏花齿缘草还只分布于本区，除了表明这一亚 

型直接经由藏东北延伸分布而进入本区的扩散途径 

外，还昭示了它们狭域分布的生态地理特点。 

西藏一四川亚型(c)在本区有 41种，并以川西云 

杉( ce0触 。， 凡 v ar．60 Mri。n0)、密枝圆柏( ． 

n er c0凡 0 m)和 四 川 角 蒿 ( c0 e口 6e一 

。 s )等为代表。其中也有在青海只分布于本区 

的种，如青海茶藤子( 6 pse dQ c u “m)、四川 

列当(Dr06口肿k s ens )等。本亚型成分在生态适 

应和生境选择等方面的特点与西藏亚型基本相似， 

只是因与横断山的联系有所加强而较多一些木本类 

型。与此相似的还有出现有22种、并以新发现的天 

全银莲花(A emone p口 u )等和在青海只分布于本 

区的德格金莲花(zTrD p“m Z var． e e e s)等 

为代表的四川亚型(b)，以及含 13种而以初次发现 

的云南银莲花( ne m Ⅱvar．yunnnne瑚 )等 

和在青海只分布于本区的白茎唐松草( 口f c舰m 

ze ono Mm)等为代表的云南一四川亚型(e)。在表明 

二者均以川西高原为其传播途径的同时，还表明了 

它们狭域分布的生态地理特点和缺乏木本种类的生 

活型特点。 

四川一甘肃(i)亚型在本区共有 26种，占本区中 

国特有种的4．74％。其中较重要的有雅江点地梅 

(A ∞B rgon 瑚 )、鸡爪大黄(肮 “m￡0ng c啪 ) 

东俄洛黄芪( n 。z ￡o凡gofe )等。作为一个以 

沟谷林下和山地草甸分布的喜湿而耐寒性中生草本 

为主，草木共荣的类型，虽然也不乏诸如暗绿紫堇 

(cO f口noc zorⅡ)等高山种类，但它们的分布 

范围却多集中于本区的中、东部地区分布有林灌草 

甸的地带。它们所具有的沟谷山地林灌草甸和高原 

滩地高寒类型植被伴生分布为主的亚型性质，以及 

地理近邻区所存在的生态地理环境的相似性 ，是本 

区有较多种类出现的主要原因。本亚型在本区分布 

的种类多与北邻的长江源区所共有，恰好说明了本 

区这类成分在青海与相邻地区在空间传播方面的连 

续性。与本亚型相类似的甘肃亚型(g)有 18种。 

常见的有大通翠雀花(眈fp um p 。加 )和青海固 

沙草(Dr n 。 onor c0)等，可视为我国东南季风末 

梢区成分向本区扩散分布的结果。还有只含细叶蓼 

(P0f增0n肼}fenM 尻Mm)等 2种 的甘肃一陕西亚型 

(n)和含有 白花韭 ( “m M e e)等 4种的西 

北．华北亚型(q)，以及偶见有 1种的北方亚型(s) 

和西北一华北一华中．华东亚型(v)等，都以其分布的个 

别种类体现出本区应是它们的边缘分布区或甚至只 

是其成分的零星扩散区，虽也可说明它们的分布范围 

相对较广，但对本区区系的影响应是微不足道的。 

西藏．甘肃亚型(h)在本区分布 18种，占3．28％。 

典型的有青海棱子芹(P z e肌 m c e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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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假龙胆(Ge o船 口re耽 )等。本亚型的特点是 

全为高原、高山分布的多年生草本类型，并且多为喜 

湿冷生类型而较少耐寒旱生的种类。其中许多种在 

与甘肃相邻的祁连山地和与西藏接壤的青南高原都 

普遍分布，可见本区所在的青南高原应该是这一亚型 

成分在西藏与甘肃之问相互交流的通道。 

占本区5．85％的西南-西北一华北亚型(r)有 32 

种。该亚型的特点是其种类多具有相对较宽的生态 

幅和相应较广的分布范围。除了甘蒙锦鸡儿( 

gnn0叩 )等少数种为木本外，其余多数都为林 

缘灌丛和灌丛草甸等生境中分布的性喜温湿而又耐 

寒的多年生草本。如肃草(R0 ner 5fr )̈ ， J、 

裂瓣角盘兰( rm “m 0f c 口n cum)等。这类成 

分在青海东部一定宽度内沿省界分布有沟谷林缘灌 

丛草甸植被的祁连山地弧形向南至青南高原的高原 

“裙部”地带所共有，对本区的林缘灌丛及其草甸的 

组成有一定的影响，只是本区已经是其中许多种类 

分布海拔高度的上限和其分布区的西北部界线。与 

之具有相类似的种类组成特点和生态地理分布特点 

的还有在本区出现 18个种的西南 一西北亚型(p) 

和含有 8个种的西南一西北一华中亚型(t)以及有狭 

叶五加(Efe er0cocc 0n )等 6个种的西南一西 

北一华北一华中亚型(u)。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草木兼 

有而且较多广域生态幅种类，并同时在有较多种类 

出现的本区中、东部体现出横断山区系和华北温性 

植物区系各自的边缘分布区和区系交汇区特点。除 

了分布范围各自不同外，对区系组成的影响也相应 

渐小。另有北方一西南亚型(w)、北方．西南．华中一华 

东亚型(x)和北方．华中．华东亚型(y)以及中国大陆 

全境亚型(z)等，虽也都是同我国各相关区系联系 

更为广泛或最为广泛(后者)的中国特有植物种的 

分布亚型和明显的联系着海拔高度的植物生态幅更 

宽或最宽的亚型，但它们也都因仅有少量种类的零 

星散布而丧失了各自主要的类型特点和对本区系较 

大的影响。 

大西北亚型(o)应是星散分布于我国西北各省 

到西藏北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范围之内的以耐旱草 

本为主的类型，但在本区分布的一些种类却显示出 

其中所 具有 的趋 湿分布 的特点。有 17种，占 

3．10％。可为代表的有阿拉善马先蒿 ( d “ 

Ⅱf∞c 口凡 cn)、毛枝蒙古绣线 菊 ( me。mD， f cr上 

var． 0 M 0)等。除了后者少量出现在本区的 

沟谷山坡灌丛中以外，其余主要是零星出现在本区 

相应的各类小环境中。由于它们是代表中亚东部干 

旱荒漠区系和华北植物地区的黄土高原(温性草 

原)亚区所共有的耐旱性质的植物种类在本区出现 

的，所以，在以湿冷为主导生态因子的本区数量受到 

限制，区系影响小。 

本区有多达 19个的本地特有种。全部都是近 

年来在研究较深入的科属中发现的新分类群。例如 

囊谦翠雀花( 砌z “m n0nlgc e)、华福花(脏 

加do 0 c0州0f )、昂赛披碱草(E 淞口n 口 n— 

s )、长芒以礼草( n 泷。f0 口 口抛)等 2种以 

礼草、扎曲鹅观草( oeg 0勰g )等 6种鹅观 

草等。显而易见，这些联系着高山类型的植物属在 

本区的分化显然要活跃得多。究其形态，多具有青 

藏高原高寒生态因子作用下的喜湿冷生且耐强辐射 

和抵御强风的适应特征，如多毛、苞片宽大、垫状等。 

特别是在本区中部地区新发现的鹅观草属、披碱草 

属和以礼草属等几个禾本科的新分类群，无一例外 

的全都在叶鞘顶端具有叶耳，这在其他地区是很少 

见的，显然是一种在寒冷和大风等伤害性天气来临 

时仍能保持叶鞘与茎杆紧密结合并可以抵御和减轻 

其伤害的保护措施。很有可能是本区作为横断山地 

区和青藏高原主体两个区系的边缘分布区连接而形 

成的植物区系交汇过渡区所具有的以高寒、低压、缺 

氧、强风、强辐射等生态因子为主的地理和气候等综 

合因素，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和一系列对植物的 

特殊塑造作用，并进而产生了能使植物发生分化和 

变异的“过渡区效应”̈ 而致。只是这种“过渡区 

效应”在本区因过渡区相对狭窄、缓冲范围小和非 

循序渐进而致其更为直接且强烈，从而促使对这种 

效应敏感的禾本科植物形态发生变异而产生了变异 

性适应。还有其中的华福花，作为一个狭域生态型 

属的唯一的种，仅分布于本区东部的玉树县和囊谦 

县境内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显然是因为对本区东 

部高寒、潮湿的山地生境适应的结果。这些特有种 

还说明本区与相邻的长江源区一样，也是唐古特地 

区新分类群，特别是高山类型的新分类群集中分布 

的地区，并最终使本区也有可能成为某些适宜类群 

的分化中心。另外，再联系着本区出现的多达77个 

来自周围区系而在唐古特地区或在青海只限于本区 

分布的种，显然也是多与印度洋暖湿气流控制下的 

横断山区系关系密切。它们虽然只是边缘成分，但 

也足以使本区在唐古特植物地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并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区共有36个与唐古特其他地区共有的特有 

种。如贵南柳(s0溉 ． 0 口)、杂多雪灵芝(Ar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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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勰 Moe )、杂多紫堇(co 0 勰如 e )、青海 

棘豆(D g )、囊谦报春(Pr m“ c- 

w0 如 )、青海报春 (P．g 啦 口 e )和南 山龙胆 

( n 肌口g m )等3种龙胆，黄白扁蕾( n Ⅱ凡oP— 

s 60r6口 var．0z60 0 )、青海毛冠菊(̂『nnn0． 

gf0腑 )和大颖草( 凡 。gm d喀z“m )等2 

种以礼草，玉树鹅观草(尺0 ner y 琊 )等 2种 

鹅观草，唐古拉薹草( 0 2。s 。珊 )等 3种 

薹草等。它们都是表明本区系属于唐古特地区的有 

力证据。 

另外，表5中的a～f等联系着横断山和青藏高 

原主体的高山区系的各亚型共有 189种，占本区中 

国特有种的34．43％。它们都是典型的青藏高原高 

山植物和特有植物在本区的代表。 

而联系着我国西南高山和青藏高原主体区系的 

各亚型(表5中除 g、n、q、s、v、y外)以及联系着我国 

北方区系的各亚型(表 5中的 g～z)相比较的结果 

是，前 者合计 有 464种，占本 区 中国特 有种 的 

84．52％，占“澜沧江源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共有种” 

的 93．93％。后 者有 305种，分 别 占 55．56％ 和 

61．74％。二者比例相差 30％左右。可见，本区系 

是以高原高山耐寒喜湿种类为代表的前者为优势成 

分的。加之种类分布在前几位的单一亚型也都是围 

绕着横断山的高山区和青藏高原主体以及甘肃南部 

高山等范围出现的，并且绝大多数种类还都是多年 

生的耐寒中生草本植物，这是唐古特地区中各具体 

区系所共有的特点。所以，以高原、高山区系的高寒 

成分为主并分化活跃的本区作为青藏高原植物亚区 

唐古特地区的一部分，应是无可置疑的(这与李锡文 

等 1993的观点相左 。但以上述相同特点与相邻 

同亚区的西藏、帕米尔和昆仑地区的区系划分似乎难 

觅明显的区系成分和生态地理等方面的分区和地理 

划界依据，以致两个地区问的自然地理界线尚欠清 

晰，区系差异也并非显著。另外，本区以华北地区为 

代表的我国北方区系成分出现较少，或至渐趋消失， 

似能表明该地区已经成为这类成分的边缘分布区。 

3 区系特点和性质 

①种类相对丰富，木本较少。②就属的层面而 

言，属于以北温带成分，特别是欧亚大陆温、寒地带 

典型成分和东亚植物亚区的中国一喜马拉雅高山成 

分为优势的高寒类型的温带区系性质。③在以中国 

特有种为核心的前提下，本区系植物所形成的是以 

东亚成分和中亚成分为主，并有温带亚洲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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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属和多数种均以横断山地区和西藏东 

北部高原为传播通道而与喜马拉雅关系密切。⑤为 

青藏高原主体区系与中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 

中的横断山区系的交汇过渡区，区系的过渡性质明 

显，“过渡区效应”强烈。⑥是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唐 

古特地区的一部分，但与相邻同亚区的西藏、帕米尔 

和昆仑地区的区系分区似乎缺乏明显相异的区系成 

分，也缺乏生态地理等方面的分区依据和地理划界 

依据。⑦是青海植物区系或“唐古特植物地区”中 

植物分化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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