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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达 木 地 区 植 被 分 布

杜  庆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冫

柴达本地区不仅地域辽阔,发展农牧业的潜力较大;而 且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上久

享盛名的
“
聚宝盆

”
。为了进一步研究该地区植被分布的规律、特点等问题,我们于 1980

年开始对这里的植被进行考察,所经路线海拔 2700-3700米 ,除沿着盆地东半部绕行之

外 ,还 3次穿过盆地的东、中、西 3个部位,历时半月,沿途考察成果已部分发表(侯学煜 ,

1981;杜庆,1981)。

此后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开发的重点,势必要转移

到大西北来。
”

为了贯彻中央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把柴达木列为全国国土整治

研究的重点之一,青海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要求,由 省计委牵头组织起省内、外多学科

的科技人员,开展了柴达木地区的国土整治的调查、论证工作。植被作为其中之一,也列

人这个规划之中。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于 1981-1985年 ,又先后 4次考察了盆地

的东、西部。海拔 2700-4600米。较深入地研究了该地的植被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大比

例尺的植被图,特别对植被分布规律(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 还更多地注意了
“
隐域性

”

植被分布与农牧业的关系,从而为农业生产规划和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为近 5

年来考察研究的成果之一。

柴达木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地处北纬 35° 50′ -39° 20′ ,东经 90° 20'-99° 10′

之间。盆地南临昆仑山,西北接阿尔金山,北靠祁连山,东连扎哈斯岭,为 一个完整封闭的

内陆高原盆地。海拔比青南高原低 1500-2000米 ,比 塔里木盆地高 1500-2000米。平均

气温比青藏高原高 4-6℃ ,比塔里木低 8-10℃。 尽管柴达木地区在自然地理区划上隶

属青藏高原,但在植被形成上却受亚洲强烈大陆性气候的深刻影响,使盆地和低山呈现一

派荒漠景观 ;另 一方面,由 于柴达木地区地域辽阔,跨越经度近 9度 ,境 内微弱的海洋季风

随经度递变从东到西有着明显差异,从而使植被出现东西方向的变化。由于昆仑山和祁

连山南北对峙,引起该地区生态环境的较大变化,加强了盆地与山麓植被的对比,使植被

的水平地带和垂直地带变得比较复杂。

一、植被的水平分布规律

素有亚洲
“
脊柱

”
之称的昆仑山,横亘在柴达木地区南缘。本身不仅具有复杂多样的

本文 1985年 4月 20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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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垂直带谱,而且还是重要的自然地理和植被水平分带的分区界线。东昆仑山南北植

被有着明显的差异:北部的柴达木盆地为温带荒漠,南部的青南高原东段是高寒灌丛草

甸 ,西段则是高寒荒漠草原。并且它对植物区系的形成与植被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致
'使

柴达木地区和青南、藏北高原在植物区系组成和植被类型方面迥然不同。柴达木地区的

荒漠植被,从东向西可分为荒漠草原和荒漠两个亚带。这样 ,柴达木盆地由东向西的植被

地带分布规律是:荒漠草原一温性荒漠。

1.柴达木地区东南部荒漠草原亚带

这里的森林草原和真草原亚地带均被中断,只有荒漠草原亚地带沿着盆地东南边缘 ,

介于昆仑山北麓和祁连山南麓之间,以一条狭窄的带状呈半弯月牙型通过,好似一条裙

带,西连诺木洪、德令哈荒漠,东 接共和盆地塔拉滩的芨友草草原。如前所述,由 于昆仑山

和祁连山的巨大隆升,限制了草原植被水平地带的向西分布。该地区西端与塔里木盆地

毗连,从西北吹来的中亚干燥气流直接袭击这里,使柴达本地区的大陆性气候明显加剧 ,

因此,荒漠植被得以在第三纪粗骨质和含石膏的地层上发育并向东扩展,逼迫着草原地带

缩小,加快着荒漠化的进程。

典型的草原地带植被在柴达木地区的平原上得不到发展,主要由低温 真旱 生的 多

年生密丛禾草如沙生针茅 (s`FP四 g扬″。‘四)、 戈壁针茅 (s.go助四)、 短花针茅 (s.沙″″‘̄

∫
`°

″)、 阿尔泰针茅 (s.尺/y`o访)和低温中生的中华羊茅 (F“砌r'‘·″召
`9“

)、 波伐早熟

禾 (Po日

`。

|p乃cgor″″)、 冰草 ('纩o`y/o″ c”
`￠`″

″)、 旱生多年 生杂类草唐古特葱

('J`9″″
`印

g″
`,o'″

)、 葱 ('.‘功
`″

g'′″钌″)、 又枝鸦葱 (scorzo″ ″四z;″″J砌四)、 黄花马

蔺 (r府 JoFz`)、 苔草 (C″″ ‘
`印

@P幻杨J洳‘)等 ,还有一些中温超旱生的小半灌木紫菀

('“″o`加印″‘c御
`'″

′
`″

,‘￠
``c”

)、 漠蒿 (加″″J扬

`F″

″o/″″)、 蒙古蒿 ('.″ o7g°坊四)、

猪毛蒿 ('.Fro`口 ″0、 驼绒藜 (C″
``″

,洳‘
`″

印‘)、 合头草 (sy″ P绍″″rFgF′‘‘) 等为建

群种所组成的荒漠草原,占据着柴达木地区东南缘山前倾斜平原地段。土壤为砾质棕钙

土或淡栗钙土。

具有地带性的中旱生、低矮稀疏生长的祁连圆柏 (s￠历″″PrzF′‘′油灯J)林 ,仅分布在

该地区东部边缘低山山腰的阳坡上,海拔 3450-3950米。祁连圆柏分布的西界,基本在

同一个经度上(东经 96° 50′),北面在祁连山南麓的宗务隆山西端的巴音山,南面在昆仑山

北麓的布尔肯达板山中端的三又口(诺木洪河上游),再往西,因 干冷,圆柏林消失。特别有

趣的是: 在祁连圆柏林西界局部山麓下部的砾卵石干河谷有成片生长的萨氏沼 委陵菜
(c°″″″″ ‘″脚″:￠ /″″),在诺木洪和德令哈以西该种也未见有分布。 植物的这种自然

分界线,把西部的温性荒漠与东部的荒漠草原划分得非常清楚,这无疑是划分植被亚带的

正确界线,它反映着自然综合体的规律。

粗叶云杉 (P0印 c仍对口
`:￠

)林 ,仅见于东部乌兰县同普公社哈尔哈特沟一带的阴

坡山地,林下和森林上限生长有少量的积石山柳 (品加
'″

″
`,7日 `C历 `,召 `‘

,,)、 乌柳 (s.

r″
`o`历

杨)等灌丛。

荒漠草原的中间分布着德令哈、乌兰、查查香卡、都兰、香日德灌溉绿洲。它们分别在

巴音河、沙柳河、夏日哈河、察汉乌苏河、柴达木河等河流的冲积三角洲上,具有较好的土

壤和灌溉条件,是芨芨草和针茅草原开垦而成的。绿洲中栽培着耐寒的春小麦、青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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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和少量的苹果等。

2· 柴达木地区西部荒漠亚带

包括从诺木洪、德令哈以西的冲积、洪积平原、扇形阶地及其四周的中低山地。这里

具有温带荒漠气候。地带性植被优势种,植物的生活型以旱生或超旱生的灌木为代表,具

有亚洲中部荒漠的共同特征;小半灌木与半灌木次之。荒漠植被的覆盖度极小,种类单调

贫乏,生长稀疏低矮。尤其在西北部和低山岩漠、砾石戈壁常有大面积无植被的裸露地

段,盆底尚有大片寸草不生的盐壳一 盐湖。地带性土壤为富含石督的棕色荒漠土和荒

漠盐土。

浩瀚的沙漠、砾石戈壁、低山岩漠及其盐壳盘踞着柴达木地区的大部分土地 ,这里植

被的外貌异常单调,只有在河流的冲积三角洲及间歇性河流的细土带,生长着中温、潜水、

超旱生、耐盐的夏绿小乔木胡杨 (Po`″ J″‘
`J″

″‘,`。″口)、 多枝柽柳 (T″″
`涤

跖″oJ“″″)、

多花柽柳 (r.乃咖 勿品召
`‘

)、 短穗柽柳 (T,切加)、 长穗柽柳 (r.c`o印g″ )和一些盐生草

甸。

这些盐生草甸、河流冲积平原和扇缘低地的细土带构成了
“
荒漠绿洲

”
,是该地区最丰

茂和肥沃的灌溉绿洲。由东到西有诺木洪、格尔木 .大灶火、小灶火、鸟图美仁、塔尔丁等

大小绿洲,这些绿洲均处在河流冲积三角洲上,有着比较肥沃的土地及其灌溉条件,解放

后开垦了不少
“
红柳包

’
作为农田。它是发育在冲积壤质、沙壤质基质上的柽柳堆细土、盐

生草甸土和盐土。

从这一细土带再向外,就是起始于昆仑山和祁连山的倾斜洪积扇帝。特别是南部的

昆仑山麓,洪积扇异常发育,一般在 10公里左右,宽处达数十公里。它是由第四纪洪积、

砂砾组成的戈壁。因为极度干旱,植被非常稀疏,属于地带性的植物种类由超旱生的灌木

如膜果麻黄 (EP加莎口pr貂″油天9‘ )、 蒙古沙拐枣 (C″
`9g。

″
'″

仞o″胆氵′r″″)、 柴达木沙拐

枣 (C.z汀汤″召
`,“

)、 木 霸 王 (zygop勿
`J″

″
`彻 `乃

or,Jo″ )、 齿 叶 白 刺 (A7```″ /F″ r汤r脚口 )

等组成单一或两种混合的稀疏荒漠群落。

小半灌木盐柴荒漠植被分布的海拔比灌木荒漠高一点,主要的优势种有红沙 (R'~

`″
″历四‘∞″go`,r')、 唐古特白刺 (Ⅳ,``″″

`口

,9g幼汤)、 黑柴 (s,仞

`馏

仞c″ g`J″ )、 蒿叶猪

毛菜 (s``‘°
`'`莎

/o″″访J“ )、 尖叶盐爪瓜 “ d耐″″Ⅱ叨砌
`'″

)等。在大柴旦北侧尚有

垫状短舌菊 (Br″ cJ'`9J拓″“″ p″J卿仰仞〃)。

在埃姆尼克山南麓,诺 木洪农场以北约 40公里的地方,生长一片纯梭梭 (rf'@石

``。

″

日仞勿o扬沙o″)林 ,它广布在盆地冲积扇前沿、干三角洲、古湖盆以及沙漠边缘的砾石戈壁

上,尤以宗家、巴隆、大灶火、小灶火为多见。在青藏公路两旁砾石戈壁上的梭梭群落则极

低矮和稀疏,几乎形不成群落。而诺木洪农场北的那片纯梭梭林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

的稠密高大的原始
“
荒漠丛林

°
,建议作为自然保护区予以保护。其土壤为荒漠灰钙土。

二、植被的垂直分布规律

柴达木地区南北高山平均海拔在 4500米以上。山巅有多年积雪和冰川。 从山麓到

山顶,出现了一系列随高度变化的植被垂直带谱。其山地植被垂直带结构和新疆山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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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垂直带结构相似,有着温带大陆性山地植被的性质(张新时,1936;李世英,1966)。 旱

生的植被垂直带一 温性荒漠和高寒荒漠比较发达,垂直分布的海拔往往较高;而 以中旱

生低矮的祁连圆柏疏林组成的荒漠草原和高山草甸垂直带较为狭窄,且发育不良,向 西发

生不同程度的旱化,以至消失,为 荒漠植被所置换。也就是说,在 盆地东部的山体里,植被

垂直分布比较复杂,由 下向上依次为荒漠草原一疏林灌丛一高山草甸—高寒荒漠草原;西

部比较简单,基带是荒漠,其上是高寒荒漠草原。

1.山地茄涣中原垂直带

位于东部祁连山和昆仑山的山麓,植物的建群种如前所述。土壤为山地棕钙土或淡

栗钙土。

2.山地蓖矮茫丛草甸或车甸化草原垂直带

仅见于查查香卡东、南、北三面的山地阳坡或阴坡。如山地阴坡比较湿润处有少量的

粗叶云杉,混生有柳灌丛和矮嵩草 (Ko乡″c``乃 ″仍
`订

)、 头花蓼 (PoJ,go″仿仍 ,`加
`·

o‘′
'C乃

-

严m)、 黄芪 (.佃
`绍

切 sp.)等。 山地阳坡是祁连圆柏林,混生的建群植物有金露梅

(D夕 j‘

`乃

o/`p″″

`。
`″

)、 针 茅 (s`,pσ 沙
`·

/砑杨r〃 )、 唐 古 特 青 兰 (Dr″°″P切助″ ′
'″

留 加‘
`力

)

囱:
自

·o

3.亚高山植被垂直带

它处于山地疏矮灌丛草甸或草甸草原之上部,在高山碎石垫状植被之下的那一狭窄

的垂直带。主要优势植物有小嵩草 (K汤犯初

`昭

″″
')、

腺毛委陵栗 (Po`'`9`,氵 J'V加“〃)、

黄芪 (/“
`·'g日

″‘c乃咖″o″,`)、 黄花棘豆 (oF//opr。r″@″P切′
')、

葡萄水柏枝 (M,``r'r访

`′

。,″曰场)、 草甸雪兔子 (s砌wr印
`助

r。滋f)、 发草 (D6c杨″

`砌

c″‘p,`。‘四)、 黑褐苔草

(C″绍 ″r。

`″

‘c`)等。

4.山地流浪垂直带

由超旱生的小半灌木种类组成的山地荒漠植被,除在荒漠草原亚带的东南边缘不成

垂直带分布外,在柴达木的其他山地,均处在垂直带谱的基部,由 山麓向上至中、低山带 ,

并且越向西随着纬度的变化,超旱生的半灌木植被向西分布的海拔越高,最西几乎与高寒

荒漠草原相按。

由盐柴类小半灌木构成的山地荒漠帝主要发育在强度干旱和含石膏较多的 山坡上 ,

优势种类有红沙、蒿叶猪毛菜、黑柴、唐古特白刺等。 但在大柴旦以西红沙和蒿叶猪毛菜

数量减少,而驼绒藜数量增多;在西南部木霸王和驼绒藜消失,蒿叶猪毛菜和红沙大量分

布,有时成纯片生长。蒿类荒漠仅在诺木洪河上游覆盖黄土的平坦山塬或坡地见其分布 ,

它们通常生长在小半灌木盐柴类荒漠的上部。土壤为山地灰钙土或棕钙土。

5.高寒荒涣革原垂直带

位于山地植被垂直带的顶部,其上便是高山碎石和恒雪冰川。此带的植被随着山体

部位不同,植物种类和植被类型差异明显。在东南部的山顶高寒荒漠草原类型占比重小 ,

售

一r
仿

<
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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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被分布特点

(1)柴达木地区地处蒙新荒漠、黄土高原森林草原、中国一喜马拉雅几种植物区系的
汇合处,这就决定了植物区系组成的复杂性和明显的过渡性。这种区系组成的特点与本
地自然地理历史演变密切相关,不同的生态条件在该地区的植被性质上已充分表现出来。
黄土高原的寒温带针叶林向西侵人到盆地东缘山地;蒙新荒漠向南过渡到整个柴达木地
区,尤其在中、西部的温性荒漠,更显示出亚洲中部荒漠的基本特征 ;中 国-喜马拉雅区系
组成在昆仑山和祁连山的植被垂直带谱中有所表现,因此,它的垂直带谱不象肯南高原那
样明显。这种从低向高或由高向低的过渡,不仅增加了柴达木地区植被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 ,而且还给植被区划带来了不少困难。

(2)植被的分布与大气环流、地形、土壤以及水文地质等生态条件的综合作用关系密
切。但各种生态因子对其植被分布的影响,绝非同等重要,即是同一生态因子,在不同的

环境内,对植被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影响该地区植被呈水平分布格局的主要因子仍是青

藏高原隆升后引起的大气环流一 西部来的西伯利亚干旱气团,仍是决定这里植被基本

特征的主导因素。如祁连圆柏林便成为东部荒漠草原与西部温性荒漠的天然界碑。地下

水位深浅与土壤盐分的高低决定着柽柳、胡杨等
“
隐域性

”
植被的形成。

(3)该地区植被垂直结构也比较特殊,它的基带在东部是荒漠草原,在西部是温性荒

漠。与青南高山峡谷垂直帝相比,该地区的垂直带谱不够完整齐备,如以小叶金屠梅为优

势的灌丛,从祁连圆柏林的山麓缓坡通过林间一直生长到无林的山顶,林带与灌丛,亚高

山灌丛草甸与高山草甸的界线分不清楚,这几个带混在一起。西部昆仑山地,垂直带谱更

不显明,在局部湿润山地阴坡生有草甸,在平坦干谷中出现荒漠草原,大面积山体为高寒

荒漠群落,其上直接与恒雪冰川毗连,这种直接与恒雪冰川毗连的高原寒漠,在我国其它

地区和世界其它各地也是奇观,它显示着这些山塬具有极其干旱的高原腹地荒漠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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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紫包风毛菊 (s砌“″/叼 加″勿
`°

P‘

`。

″)、 红景天 (R助 d‘o`口 dgi拓 )、 甘肃蚤缀
('″″

`″
“烫

'″
‘″″“)、 点地梅 (/″扬r`'`″历

'`和
″
`)等

种类组成的高山垫状稀疏植被
类型。但在西部山体顶部的绝大部分被高寒荒漠草原占居着,优势种类有紫花针茅(s功

`

`″

p″″
')、

单子麻黄 (Ep拓
'r'勿

ooo‘P″″′)、 细叶亚菊 ('加砌 ‘御对口J,口)、 矮风毛菊
(s砌“″″ 乃″″j加

)、 鸵绒藜等组成高寒荒漠草原垂直带。

除上述植被地带性分布外,盆地内植被的分布还随着地下水位深浅,土壤盐分的多
少,地貌与基质结构等不同,还表现着环状向心分布的特征。故在柴达木地区出现了一些“
隐域性”

的植物群落,如胡杨林、柽柳包等等。从低山岩漠到盆地中心,随着地表径流由
大变小,地下水由深变浅,土壤盐分由低变高,植被分布也尾随着有红沙、黑柴、商叶猪毛
菜等种类组成的低山岩漠;岩漠之下便是膜果麻黄、蒙古沙拐枣、柴达木沙拐枣等组成的
戈壁砾漠;它的下沿就是

“
沙漠绿洲

’
,其上的优势种有柽柳、齿叶白刺等;其下便是由芦苇

(P″〃召″ ,`c‘ ∞汤″″
`,‘

F)、 拂 子 茅 (C'`口″召gr。“订

`‘

“南

`″
`g″

″“)、 芨 芨 草 (彳品。″拓
`9‘

″

‘plc″
`e`‘

)等优势种组成的盐生草甸;它的下沿是由一些耐盐的海韭菜 (Tr|groc″″″
'~

r,`‘″口)、 扁杆廉草 (sorp” p`口
`,:r″

r″“)、 盐地风毛菊 (sF″的″四‘
`J‘

口)等优势种组成的
盐沼草甸 ;在盆地中心即是无植被的盐壳— 盐湖。



(4)在大致相同的气候区内,土壤合盐量的高低以及地下水位的深浅,便成为影响该

地区植被环状向心分布的主要因子。故植物在地表的配置,对土壤盐分的多少,地下水埋

深及其地形的微小变化有其灵敏的指示作用。 如小半灌木荒漠指示着低山岩漠的生境 ;

超旱生的灌木荒漠指示着戈壁砾石 ;“红柳包
”
预示着细土平原,是可垦的

“
荒漠绿洲

”;大
花罗布麻是盐生草甸与盐壳的分界线,在这个小区内就不能开垦。植被的这些自然规律 ,

便是进行植被区划和生产布局的科学依据,对进行生产建设极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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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idan1 Basin is l()catcd in thc northcastcrn part of Qinghai-Xizang platcau. Thc basin

is surroundcd by rnountains, and its altitudc rangirlg 2600-4500 In. ·
rhc cliluatc is vcry dry and

thc precipitation is lcss than 20 Iuin in thc northw· estcr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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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crcforc, dcscrt vegctatio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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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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