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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苔草属植物的地理分区、区系特点

及其与青海高原苔草植物的关系

杨 永 昌
(中 区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本省地处青藏、黄土两大高原过渡地带,为我国东部湿润气候和西部干旱气候交汇

地区。东端与陕西关中平原接壤;西端深人荒漠并接高原;南面靠近亚热带;北部与宁

夏、蒙古荒漠、草原连通。由于四周环境不同、气候各异;故本省植物有平原、高原,亚热

带、温带、草原、荒漠等复杂多样的类型。作者为摸清这一地区的莎草科苔草属植物的分

布规律,进行了区系分区,分 析了区系特点,并 探讨了它与青藏高原苔草的关系。

区 系 分 区

本省可分四个自然单元(图 1): 一为陇南山地森林区;二为黄土丘陵灌丛、草原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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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肃苔草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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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 甘白臼古中分布农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rcr froil C.aosu

区名
Region ∶ I . ∶△

.i~|∶
\

\ 种数

`。

fs

组名\
scctlo▲ \

Num
pccles. AIpine ineadow

region of Xi-
qing-sha】 !

【.少 花苔草组
I’ auciflofac

2.长嘴苔草组
Rhomboidales

3.软苔草组
Tumidae

4.麻根苔草组
nyrnc:!。 chiaenac

5.拴皮苔草组
PaIudosae

6,毛延苔草组
nrtac

7.冻原苔草组
Frigidac

8.宽 叶苔草组
Careyailae

9.福果苔草组
Mitratac

lO.四 花苔草组
I)igitatae

11.黄 交苔草组
Lan△ prochlaciiae

12· 黑穗苔草组
Atratac

13.沓 草组
Acutac

14~单 穗苔草组
Rarae

15.长 序苔草组
Elongatac

16.多 花苔草组
MuItifiorae

17.穹 琏苔草组
Cibbae

18.寸 草组
Boerncrac

19,沙 生苔草组

^re!lar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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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乌鞘岭以西内流荒漠区;四 为西倾山高寒草甸区。四区划分,我们是以横贯中问的西

秦岭、岷山山脉划界,分成南北两段。南段为陇南区,其北有上述划界山脉,东部和南部以

省界划线;北段为渭北区,四周除划界的南部山脉外,东部和北部以省界做为区界。陇南

区的西端有西倾山伸入本省一角,加之该处地势高亢,气候严寒,实为青海高原向东延伸

的一段边缘 ,植物多高寒草甸种,与陇南亚热带性的植物有所不同,故独立为西倾山高寒

草甸区。同样 ,渭 北区在鸟鞘岭以西,有巴丹吉林大沙漠,植物多为荒漠干旱类型,与东部

不同,故又分为二区,即黄土丘陵灌丛、草原区和内流荒漠区。两区的南、西、北面以本省

的省界为线。现将苔草植物区系,根据组和种在每一区的有无和种数分成四区,与上述四

个自然单元相吻合,现将出现在四区的苔草列成表 1。

全省共有 19组 67种 。从表 1看出。第一区有 17组 51种 ,其中 6组 34种为其它 3

区所无,其主要种的分布区与亚热带关系密切,少数与热带和温带有关。第二区有 12组
24种 ,其中有一种异穗苔 (c″″r拓″o‘

`″
乃,四)为其它各区所无 ,该区主要是温带种。第

三区有 5组 8种 ,种 类极少,主要为中亚种。第四区有 6组 12种 ,其 中有 1组 2种只出现

在这一地区,多 为高寒种。

二、区 系 特 点

1.陇南山地森林区

本区位于甘肃省南部 ,是 我国亚热带的西北端。因境内的白龙江等河流都流人长江 ,

敌受长江流域的气候影响很大,气温和降雨量都较其它各区高而丰富 ,一般一月平均气温

为 2-4℃ ,七月平均气温在 24℃ 左右,全年降雨量为 500-860毫 米。苔草植物以中国。

喜马拉雅和中国;日 本成分为主,表 1表明,本区有苔草 17组、51种 ,其中有 14组 、34

种属于这个成分 ,占总组数〈本省)的 70%,占 总种数的 50%强。其中有 6种如舌状苔草
(c″“

``g″

′
'`'〉

、亚大苔草 (C.沙ro″
`9,`),青

绿苔草 (C,`纟
`‘

r。汕
`o″

)等也见于斯里兰

卡、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大洋洲、日本、朝鲜,故本区是该6种的西界或西北界。有 9

种分布于我国东北东部、华北(除 内蒙)、 中南(除两广)、 华东和西南大区。 7种仅见于陕

西、四川、湖北的交汇处。此外 7种的分布区在秦岭的东北面,显然属于温带种。本区的

苔草形态也多种多样,有含不孕株的种,如宽叶苔草组 (scct.c'″

```″
)有合两型叶的

种,如毛囊苔草组 (scct.Fr″砌)有线形或长圆柱形小穗的种,如苔草组 (scct./御
`″

)

和长软苔草组 (scct.T“ 历
`″

)的一些种;有小坚果在棱上缢缩的种,如长嘴苔草组 (scct.

R`,o勿场
`油

‘);有圆锥花序的种,如麻根苔草组 (scct.rry″、
`,。

‘”′
'C”

″)的一些种等。这

些形态类型为其它各区所无。

在这一区中,以岩昌、岷县、天水为界还可划分为东西两个亚区。东部亚区的种类最

多,计有 46种 ,有 27种 为其它各区所无。 西部亚区约 14种 ,有 1组 1种为其它地区所

无。两亚区共有 9种 ,占 14种的 60%以上 ,说明它们之间关系较其它各区更加紧密。

2.黄土丘咬准丛、草原区

本区位于鸟鞘岭以东 ,以黄土丘陵地形为主 ,处在冷空气和暖流的交汇处 ,气候比较

干燥 ,全年降雨量为 300-500毫米 ;气温也低 ,一月份平均气温为 一12℃ ,七月份气温为

· 9' ·



20℃ 左右。本区因有东南蚕风向西推进的影响 ,植物有梯度变化。在六盘山以东,种 类

多,植物生长茂密;六盘山以西,种类少 ,植物生长稀疏 ,但苔草在两处的分布 ,基本相似。

本区的苔草 ,与前一地区比较 ,种数差距很大。在 24种中 ,有 6种与朝鲜、日本、蒙古和苏

联有关 ;有 4种与苏联的中亚和蒙古关系密切;有 13种为我国东北、华北、河南、陕西分布

的种;仅 1种可分布到阿富汗、印度 ,以及马来西亚。形态类型单调 ,一般小穗是长圆形或

卵形 ,具穗柄或短柄 ,稀无柄。苞片呈短叶状、芒状或剑状,稀无苞片。本区与前区比较 ,

在种数和形态类型上 ,差别很大 ,表现出种数稀少、类型单调的特点。

3.乌鞘岭以西内流荒庚区

本区位于甘肃省的最西端,以乌鞘岭将黄土丘陵灌丛、草原区与本区分开。其中有大

片沙漠与新疆和宁夏的沙漠相连。其南紧靠祁连山,有数条内陆河流由祁连山流出。本

区在西风环流直接控制之下 ,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西端的全年降水量仅 50毫米,气温虽

与黄土丘陵区近似,但 日较差和年较差都比较大。植物种类稀少。苔草有 5组 8种 ,其中

4种由祁连山北坡向下伸延至山麓和阶地,并非本区荒漠类型的种。适应本区荒漠类型

的种,有 3种为亚洲中部的种,1种为欧亚草原种,数量极少。形态类型也是十分单调的 ,

一般为小穗密生,无柄,无苞片或具芒状苞片,全无苞叶鞘。

4.西倾山高寒草甸区

本区位于本省的西南隅,所 占面积小,是青海高原延伸的山地。地势高、气候寒冷 ,与

青海高原同属于一个气候类型。本区苔草有 6组 12种 ,在数量上居第三位。这里绝大部

分的种类都与青海高原有关。其中 1种 为北半球的高山种,2种由朝鲜、日本或苏联、蒙

古经本区进入尼泊尔、印度;其分布区可到中亚或西喜马拉雅山;少数种与我国陕西、四川

的高山地带共有。形态类型与黄土丘陵灌丛、草原区的植物有相同处。属于高寒形态的

种占本区苔草的百分比与第二区也近于相同。有些种鳞片呈黑紫色或颜色较深。只有一

种花的构造特殊 ,与 嵩草属的某些种相似 ,即 在果褒内有退化小穗轴。

与邻近青海高原的关系

为了比较清楚地认识甘肃省的苔草由低海拔向西至青海高原的高海拔分布情况,现
以种为单位 ,按两省苔草的共有情况、分布情况和植株的形态变化三方面 ,概括地加以说

明。以便摸清那些组的种能适应青海高原,从而获得那些分布区的种能否进人高原和进

入高原的深度;另从植株的形态变化看到那些形态可以适应高原的恶劣环境,现分述如

下。

1.甘肃、舌海两省共有的苔革类群

除上述甘肃省划分四区外,青海省一般可分二区,区界主要从柴达木盆地东缘划线 ,

向南沿青藏公路至西藏边界,东部为青海东部高原区,西部为柴达木荒漠区(西南角的羌

塘尚未考察,暂不计其内)。 现将各区的苔草种类,列人表 2。

表 2说明,两省共有组为 9个 ,计 24种 。在这些共有种中,它们大都属于高寒苔草组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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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le 2

△2 甘、△△0古中分市表

Distibution of Cfrr,:in Qingh缸 and Cailsu Provinccs

区名
rcgio:=

甸区
alpii,e incaˉ

dow regioil
of Xiqing-

sbail

肯海东部高原
区

CastCtn alpinc
rcgion of

Q1nghai

柴达木荒漠区
am deseˉ

rt fegloil
种名

specles

C, `'ip四 |‘ 乃〃
`:饣

″fif

C.`ip`。
`‘

,″

C.多/“″″r召

C, o功 cir″‘Js

C.Dof`″
``o‘ `ig″ '

C.伤
`“

`f‘

r″‘:‘

C,zC天“
'刀

‘‘‘

C· 及夕rd:

C.r',,召″
`‘

召/`“r`“‘

C,侈gg`o″ e``″

C.乃 /o‘‘″ji

C.'iprr“ roj'6

C,p′
'刀

′

`or`9j打
C.`'pC刀 j‘召

C.p‘
'″

`o″
`‘

po`夕
`'

C.`'`,g`'″ 四

C. 乃c`‘:ro‘

`'r乃
,’
口

C.`|g″氵
'`'

C.``/o/‘‘fr'

C.‘ c'多
`Jros``阝

C. ”,'‘rogy刀
'

C. p`'r″
'`‘

R|`

C.. 日
`″

ε乃口

`r″

fi‘

C,``,o″订一饣〃coji

C.‘ jdco‘

``r彦

口

+

C. gr'刀″i0`;g“

````

C. po`∶

`‘

r乃。
'″

(,′2.F‘

乌鞘岭内流荒
漠区

co。 tiner‘ tal

river(lescrt
rcgion of

、Vushno-llllg

|黄土丘陵液丛
| 草原区
Loess hillshuˉ

rb-steppe

rCg:on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陇南山地森林
区

forest regioil

of L.ongnatl

+· 】

+· l

+· 1

△̄ l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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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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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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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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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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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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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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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l

+“ l

+.】

十 I.2

+

+

+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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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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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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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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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

十+ 十

+ +

+ +

+ ++

+

+

+· l

+· 1

△·!

+

C,'“‘乃〃饣″‘i‘

C.ccp;``″ or`″if

9乡  ·

C're” `9'〃

`eF``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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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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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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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名
r:`l O I1

表2(续 )

△·able.2(Conti。 ucd)

青海东部高
区

种名
spCcles

astern alpijic

regioil of

Qinghai

达木荒漠区
deseˉ

rt reglotl

C, `纟“roc乃

`o`'

C.沙rr″氵夕
`订

J'`'

C.″
'″

``ij

C.'``扌″r‘ cr″‘
+

C.‘“多p矽刃/°
``,,”

,C.cr'乃 /' +

C.p'``/o/″ 9(

C.`,,召

`乃

‘

`F″

氵‘召

C~rcr2|Jrp:‘

C. ,:`'″ 。〃oP
一 
 
 

一

一 
△

 
一

二
C. cr材‘‘

`口

C.. ``印 g″

`'‘

乃
'刀

‘;‘

C.‘
'多

″
`o“

,
+

C. 反
`刀

‘“
``9夕

‘

C.乃
'刀

roc天氵夕″召

C.`r乃
``,'″

刀ji

C. ‘‘乃
`Iri″

口″

C,`|`,,orp乃。

`cpif

西倾山高山草
甸区

alpitle meaˉ

dow region
of X!qi。 8ˉ

shan

+

+

+

rlver descrt

rcgion o￡
WushaoI

+

l

一 
 
 

一

一 
△

 
一I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I

+· l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二

△·,

△·,

+

十

十

+

+

十

南山地森林 土丘陵淮丛

Locsshill
fofcst regioil

oF L。 ngnan
rb-stcppc
reglon

i- 草原区

4ˉ 1

△̄ 1

+△

十·
1.,

+

+,

+1

△̄ 1.2

4· 】.,

+1

△̄】.,

△̄ l

△△

△·l

十 1

+、

十 1

4· ,

一

△

 
一一

一

C·

`'`g'访

|

C.```|‘·
`If`‘

C.乃
'`'匆

Jrp‘

C, `ffr`I‘ o‘

`

C.‘
'矽

‘p|`°了
'

C. `,j〃 日
`‘

矽″‘‘

C. ``,',r`夕 ,j`rc

C,`″
``J|r″‘

`‘

C.r″‘氵/oj|`

C.or多r‘‘

```j‘

C,o″ @'``

C. ror乃
`乃

:‘r″

``

C.r'`″ 彳
`扌 ``‘

c″

`'

+

·100·

+

+

+

+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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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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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名
rcg1on

表2 (纹 )

table 2(Continucd)

柴达木荒漠区
aIn deseˉ

rt rcgloil种名
spec:es

(】 , ″o″ror'rpd

C.. `r|or乃 ,″乃
'

C,g|3多c

C. `氵
`乃

op乃;`夕

C.C刀
'r'`‘

C,P‘ r″

'°
`oc`j′

c

C.rcg彳 ‘‘饣″‘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C.‘
`c″

op`,'″ o``d‘

C, P召
`‘

`'

C.`″ |rrog`or乃

`″

C.刀″多|gc刀召

总计
total

注:表 中的
“+”代表这个区有分布 ;“ +!” 代表甘肃省的 I.区 有分布 ;“ +,”代表甘肃省 Ib区 有分布。

Notc:“ +” prescnt,in this rc曰 .on.
“
△|1”  prescilt, iil rcgio。  :。 of Cansu proviilcc.

“-|2” prescllt,in rcgio‘II. of C· Bnsu pFOvincc.

(scct.F″g|`″),四花苔草组 (scct.D,g`r'`卿 )、 黄囊苔草组 (scct,`'″ pr。拥印″″)、 黑

穗苔草组 (scct,力″勿 )、 苔草组 (sctt.'“
`‘

z')的硬苔草亚组 (subsect.Ru`″ )和丛

生苔草亚组 (subsect.″ 6`,`o姆 )’ 以及寸草组 (scct.BoF`·″″口')中的一些种。又青海的

东部高原区与西倾山区共有 ll种 ,与 渭北区共有 14种 ,与陇南区共有 12种 ,乌 鞘岭与东

部高原区和柴达木区共有 7种。上述 1、4两区的共有种数虽少,但西倾山区与乌鞘岭区

的所有种,极乎全部分布于高原。 2、 3两区共有的种数虽多,而未分布在高原上的种数也

多;渭 北区计有 9种 ,陇南区计有 39种。而西倾山区 ,乃是青藏高原边缘,鸟鞘岭区是蒙

新区的荒漠类型,它的山地是青海高原的北缘 ,它的平地与中亚蒙漠的柴达木盆地的植物

类型基本相同,显然这两者与青海高原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渭 北区为黄土丘陵,属于暖

温带半干早气候 ,虽 稍逊于前两者,但它尚属于干旱类型,故非共有种较多;陇南区属山谷

凉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所 以非共有种类最多。因而可以看到如此倾向,山地和高山寒、

旱类型的种,有 可能与高原共有。

⒉类群的分布

通过对两省苔草属植物的研究表明,两地都无特有亚属和特有组,仅有少许特有种和

变种。并且,在形态上又缺乏原始形态性状。因而甘、青两省的苔草是由它处迁移而来 ,

这里描述的种可分下述几种情况(图 2)。

■

鸟鞘岭内流荒
漠区

contlnental
river desert
rcgioil of

Wushao-ling

|青海东部南原
区

castcra alpinc
region of

Qinghai

黄土丘豉汩丛

草原区
Loess hill shuˉ

rb-stcppc
rcg∶ ot1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I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

 
一I
+

+I

+· 1

十 I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l(14) 2|

+

+】

。( Loilgila::
st region

陇南山地森林
区 甸区

alpitlc :neaˉ

dow region
of Xlqingˉ

shan

12

+

山 山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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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甘肃的苔草进人青海高原的种数减少图

Fig. 2 sketch inap showing thc C· arex in C.a11su decreasing in iluinber when it

beiilg dispersed into thc Qiilgllai platcau

(1)不能进人高原的种  一-是分布区在热带或亚热带的,计有 8种 ,这些种大都停

留在舟曲、岷县、宕昌、天水和党川一带。二是分布区仅在亚热带的陕西南部、四川、湖北

及甘肃省的东南部,计有 17种 ,其西线到舟曲、武都、天水一带停留,仅 1种向北可深人到

合水。三是分布区在我国的东北、华北、陕西、四川、西藏东南部和尼泊尔的种,在甘肃省

境内也分布在天水、康县、宕昌和迭部一线。这一分布区计有七种,共计 32种 ,如在迭部、

天水、党川划弧(或称第 1弧〉,这一地区的范围恰为甘肃省植物分区的 L区。

(2)能抵达高原边缘的种  有的其分布区在日本、朝鲜,我国的东北、陕西、湖北、

河南其西界可深人到甘肃境内广大地区 ,计有 11种 ,这些种在甘肃省像楔形一样 ,向 西逐

渐缩小 ,种数渐次减少。有的其分布区直达青、甘边界,计有 9种。上述共计 20种 ,如在

乌鞘岭、青甘边界和甘肃的第四区与 1b区交界处划线(或为第 2弧 ),这块地区恰为甘肃植

物分区的第Ⅱ区和 Ib区

(3)进人高原腹地的种  一是由东部进人高原腹地 ,计 8种 ,这些种大都可分布在

昆仑山、象鼻山、青藏公路一线以东地区。如在此线划弧(或称第 3弧〉,弧内为青海高原的

东部区,弧外为羌塘高原和柴达木盆地。二是由北部和西北部,经河西走廊、越过西祁连

山,可直接进人到柴达木盆地 ,计有 3-4种。这少数种显然与新疆和河西走廊荒漠类型

有直接关系。

如上所述,停留在第 1弧内的种数最多,计有 32种。苔草集中生长在 700-2000米

的海拔范围内,差距为 1300米 ;停留在第 2弧内的种数次之,计有 21种 ,苔草生长在

1500-2600米的海拔范围内,高 差为 1000-1800米 ;生长在高原腹地的苔草,种数最少 ,

都在海拔 2600米 以上。从这些数字表明,向 西分布的种(即由平原至高原的种),一步一

步上升,每上升 1000-2000米 ,就有些种停留下来,总趋势是随着海拔增高而逐渐减少。

在上述由甘肃进入高原的共有种中。 有些种在高原的边缘通过分化而进人高原面 ,

如红棕苔草 (c'r″ pr饣″
'“

″)和玉树苔草 (c″″

`“

‘”″″,,s)外形十分近似分布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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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雅山一带的红嘴苔草 (c″″ 肠砌
``oJ`口

″口),该种估计分布在横断山脉上段后,经分
化而成二种。两种分布区不同,前种从玉树、废谦二县向北分布,直人青海腹地,后扩散至

甘肃省的山地;后种沿青川、青甘边界的林缘分布,直到甘肃省的玛曲县。又如甘肃苔草
(c″rσ 和砌 臼戒),形状近似分布在云南、四川的川滇苔草 (c〃/″ ‘汕″d拓

`),该种在横
断山脉一线分化,分化后的苔草,向北进人甘肃,陕西的南部山地,向西北进人高原面。
此外尚有: 干生苔草 (C″σ 历扬切)、 粗嘴苔草 (c'`″ 。‘

'莎','。
‘
`”

‘)祁连苔草 (C″“
″

`f″

粥初‘)等都是由高原的东部或南部的一些种,在进人高原前分化而来的。因而说明 ,

高原西部和北部的种,一般直接进人高原面,在东部和南部的一些种,在高原外围区产生
分化,而后进人高原面。

3.苔草变化

苔草由平原向高原上升过程中,产生 3种的消失和种的分化,因 而它的形态也随着改

变 ,向着适应高原的生态条件演变。苔草的形态,一般是以下述规律变化的。
(1)花序:由 圆锥花序依次发展为总状花序、穗状花序、密集柱状花序、密集头状花

序、单一小穗。

(2)果实:由三心皮结合的三棱形三柱头果实、到二心皮结合的双凸状或平凸状二

柱头果实。

(3)枝先出叶:发展次序为不孕性褒状枝先出叶、可孕性攻状枝先出叶、鞘状枝先出
叶、无枝先出叶。

(4)果囊:长嘴膜齿果囊、具嘴膜齿果获、具嘴坚齿果囊、短嘴膜齿果囊、短嘴无齿
(平截)呆囊。

(5)苞片;具鞘长叶状苞片、无鞘长叶状苞片、具鞘短叶状苞片、无鞘短叶状苞片、芒

状苞片、无苞片。

(6)两性小穗向着单性小穗发展。为了清楚地了解从东向西的形态变化,现以第一

弧(陇南区)、第二弧 (II区和 Ib区)和东部高原区列于表 3。

由上述形态比较表中看出,ra区的形态最复杂,I1I、 IV区 和青海东部高原区的形态

类型最简单,1b、 Ⅱ区为过渡类型。因而说明,进人
5

高原面上的苔草是一些花序简单,小穗短而排列密

集、无苞叶鞘利具短苞片或无苞片的类型。其中高

原面上交状枝先出叶的出现 ,是 由不分布在甘肃地

区的一些热带有囊状枝先出叶的类似种极度简化而

来。所以苔草由低到高总的形态变化是符合由复杂

至简化(退化)趋 势的。

为了清楚地了解形态上的区间关系,我们选择

了 8个形态性状 ,按上述形态变化规律编码 ,将两省         1
的种一一进行统计 ,算 出平均值 ,后 用多角形的方法 图3用多角形方法表示区间苔草的形态差异

划图 ,如 图 3。                      Fig· 3 The morpho10gical disuncu。 n。 f

图 3可以清楚看出 ,内 部的两个多角形(即东部  carex among by ushg polygomI mcthod

高原区和甘肃的II区和Ib区 )数字距离很近,果囊的数字已近重合,说明它们的形态关系

6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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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
rable 3

i3 甘、△两古备区的古不形恋

△)istribution of thc nlorphology of (∶ ;arex in.thC rcgioils of Cansu and Qinghai

区名
Regioil

性状
Charactcr

花序
Infloresccncc

小花的单佳或两性
seX ‘)f spikeIet.

甘肃 I.区

fegio。 1。 in Cansu

圆锥状总状 ,穗状 ,圆 柱形毖状 ,头
状顶生单一小花

Pailicle, RaCclmlosc, spike, C· ylinˉ

draceous spike, Capitate iilfloresce-

‘lCe, TCrillina1 1 spikelct.

甘肃 III、 IV区和青海
东部高原区

regions IⅡ ,】V in Cnnsu
and casteril plateau
region in QinBhai

总状 ,德状 ,头 状
Raccmosc,spike

pitate infloresccnCc

线形,圆柱形 ,长 圆形、卵形
Liilear, Columnar, oblong ovate

spikelet.

长圆形,卵 形
0lblong,ovatc.

多花雄雌顶序,推雄颈序 ,少 花雄难
颉序,单佳

Multiflorous androgynous Cynaeˉ
candrous, Pauciflofous androg夕 tlo-

us, unisckual spilclct.

少花雄傩颉序 ,单性
Pauciflorous an.dfoBˉ

y。 ous, uiliscxual spikcˉ
Ict.

下:

1‘∶

l1.

小稳排列
Ad。 nte f:‘ hion o
spikelct to thc
lnfloresccnce.

具柄疏生 ,无柄疏生 ,具柄帚状 ,无
柄柱状或无柄头状密生 ,单一顶生

P.eduilc1cd a11d scssilc laxly bea-
ring spikelets, l’ cdu:lcled subfastigˉ
iatc,scssile cy“ ndric aild scssile ca-
pitate dcnsely bcaritlg· spikcIcts,△

·
cˉ

r△ninal l spikelet.

膜质长嘧 ,膜齿具唠 ,坚齿具唠 ,膜
齿短唠 ,无 齿短啸

UtFicle with Io!1g bcak,Incmbraˉ
ilously tooth, utricle with beak,
meinbranousiy tooth, U1ricle with
bcak, hard tooth; Utricle 、vith shoˉ
rt bcak, itlembran.ously tooth;【 Jtriˉ

cle with short beak, 。ot tooth,

膜齿具崦 ,坚齿具唠膜齿
短嘴 ,无 齿短嘴

otriclc with beak, !ne-
:nbranous  tooth;  【丿tricle
with bcak hard tooth;ut-
riClc 、vith shoft beak,Inc-
mbranoustooth;ut。 cle wi-

th shoft bcak, :lot tooth.

具柄疏生 ,无柄疏生 ,

无柄头状密生
Peduncled and scssile

laxly bcaring spike1cts,

sess11e capitatc deilscly
b仓8ring spikeIc‘ .

同 2

As sccouild

鞘状枝先出叶 囊 状 枝
先出叶 ,无枝先出叶

C)ladoprophyII  ocrcˉ
aforin; Cladoprophy11
sac-Iorm; without cla-
doprophyI1.

果班
uticlc

果实
Fruit,

三攮形缀缩,三棱顶部经缩 ;三棱
形 ,平 凸状。
Nut trlgonous,constnctcd; Nut

trigoilous, con.stricted at apex: Nut
trig·onous; Nut plano-con.veX,

枝先出叶
()ladoprophyll

鞘状枝先出叶,无枝先出叶
CladoprophyII ocrca-forin;、″!1b.0ˉ

ut cladoprop.hyli.

具捎长叶状苞片 ;无 鞘长叶状苞片 ;

具鞘短叶状苞片 ;无鞘短叶状苞片 ;芒
状苞片 ,无 苞片。

Long lcafy bfact with sheat,Long
lcafyb:8ct without sheat; short Ic~
nfy· bract with shcat; short Ieafy
bract 、vithout sheat; ^fist“ e braˉ
ct; without bract,

三铰形,顶部经缩 ;=棱
形,平凸状

Nut tFigon.ous, Cotlstriˉ

ctcd at apex; Nut trigono-
us; lW.ut plan.0-conveX.

三棱形 ,平 凸状
Nut trigonous; l`ut

planoˉ c oilVCX.

苞片
Bract

秆
Cu1△】

具不宵枚 ;秆具节 ;秆无节
Culln without ilodc| with stcrilc

culiil; cuI。 △ with node.

秆具节;秆无节
cuim with node; culm

without ilodC.

叶
1.caf

无销长叶状苞片,具鞘短
叶状苞片 ;无 鞘短叶状苞片 ;

芒状苞片 ;无苞片
Lo△!B leafy bract witho-

ut shcat; short leafy bract
w】 h shcat;shoft leafy braˉ
ctlvithout  shcat;  ^ristate

bract; Wit110ut bract.

具稍短叶状苞片 ;无 销
短叶状苞片 ;芒状苞片 ;

无苞片
sItort 1ca.fy b.ract wiˉ

th~ shcat; short lcafy
bract  without  shcat;
Aristnte bFaCt; without
bract.

秆无节
culn1 、vitl!out node

宽叶片 ;线形叶片 ;茧片状叶片 ,

B.road blade, lin.car blade, squaˉ

n△ose blade;

甘肃 【b、 I】 区

rcgions Ib,【 【iil Cansu

总状 ,穗状 ,囚注形称状 ,

头状
RaCemose, spike, Cylidrˉ

aceous spike,capitatc in.flo-

长圆形 ,卵 形
oblong,ovate.

难埯顶序 ,少 花难雄颇序 ,

单佳
Cyn.necaildrous,  PBuci-

IIorous androBy:lous, U:=iˉ

scxual spikclct.

具柄疏生 ,无 柄疏生,无柄
柱状密生 ,无 柄头状密生

peduncled and sessile laˉ

xly bcariilg· spikeIcts, seˉ

ss△1c cy11ndfic ajld capitate
dcnscly bcaring spikelcts.

· lO4 ·

线形叶片 ,内 卷叶片
lincar  blade,  involute

blade.

同前
As second

小穗
spikeIct

同前
As nrst.



很密切。 外部一层多角形(即 ra区 )则较疏远。 第三区和第四区因与青海东部高原区关
系很近,线条不清楚,故省略。

为此 ,依据上述共有种多少、分布情况和形态上的差异幅度,对今后向青海高原引进
优良的莎草科苔草属牧草和户外园艺品种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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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1CAL SUBD1V1sION
oF GENUs CAREX L.IN GANSU AND 1TS RELATIONˉ

sHIP WITH CAREX OF QINGHAI PLATEAU

Yallg·Yongchaylg

(N。
``Ji″

9“′P′夕′“″ I河″
`″

c or B`oJo秒'^c'`矽
〃
`'s切

访
'9

The (lansu i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4 regi()Ius a∶ 〖ld 2 subregions based on.F)hytogeogˉ

raphy,c△nlatc and the p· rα犯.enCe or at焉 ellce oF ceruin seetion or s.pecies of genus.Care区 ,

and the floristic Chair.acterl、 ,tics of the gentls are a(△ crlbed.

As to the relationship of Carex ill G· ansu ana th.at in Qingllai prσ叼~nce,△ is re~

婴rded that the Floh乱ic relation s most clⅡ e between the e岭 tem plateau in Q△ l∶lghal

and the alpule mm'dow mgion nl Ga灬 .u,and betwOe⒒ the Qaidam desert re叩 on in

Qinghai and the continental river desert region in Gansu, Then,the florishon relation

is bet、veen the eastern plateau in Qinghai and the Ib and II regions in Gansu. 
′rhe far~

thest floristic relation is the I。 region in Gansu al∶ ld all regions in Qillgha.i province.

In the paper,the distributed condition from.east tO west is also described,this

sho、1·s that a n.un1bers of plants of gans· u Clarcx ill f+ansu stopped i△ tlle ol儿tOr regioll of

thO plateau,sOIn.e sp.ecies rou11d the plateau arc dispersed in elsewhere,敌 )llle speCies n1av

rcaOh tlle edge o￡ the plat【|au,and only a fe、·llumbers of即ecies en仍red the plateau.

I)art o￡  、̀ hich developed the differentiation ‘1nd forllle.d tlle (xther speci.∝ ;before e111er-

ing the plateau,

The卫lorphology o￡ Carex in the plateau is differe∶ 【lt.  
′1Ihese only illclude som.e

species of alvarf bodies, dense infloresCence, `hort braOts or 、1· ithout bracts alld、 7ithout

or lV· lth short sheath oF brac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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