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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茫崖阿拉尔地区的自然植被
来

陈 桂 琛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茫崖阿拉尔地区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西部边缘,地处阿尔金山和祁曼塔格山之间。柴

达木盆地的地植物学调查工作虽然已有不少报道(李世英等,1958;杜 庆等,1981;周兴民

等,1987;杜 庆,1987),但对该区植被较详细的叙述却不多。 为了完成编制青海省植被图
(1:1000000)的任务,作者于 1983年 8月对该区植被类型进行了野外实地调查。鉴于调

查区在柴达木盆地所占据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柴达木盆地在植被区划中所存在的争论

(罗开富,1954;李 世英等,1957;《中国植被》编委会,1980;张佃民,1983),现根据实地考

察,同时参考有关资料,将其结果总结出来,以便对柴达木盆地的植被区划方面提供一点

有益的参考资料。

一、调查区的自然概况

调查区地处柴达木盆地的西部边缘 ,南北两侧为高大山体 (即祁曼塔格山和阿尔金

山),西面与新疆的若羌相邻,处在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和青南高原三者边缘地带。该

区位于北纬 37° 40′ -38° 40′ ,东 经 90° 5′ -91° lO′ ,海拔高度 2800-5600米。铁木里克河

流经大部分地区,区 内有尕斯库勒湖,形成一个封闭型的内陆湖盆。自第三纪以来由于印

度板块的漂移碰撞,青藏高原发生较大的隆升,对 该区的地形地貌、气候以及植被的历史

演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徐仁等,1958;斯 行健 ,1959;徐 仁,1982;杜 乃秋等 ,1983)。该区深

处大陆腹地并由于周围高山耸立的屏障作用,来 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的西南季

风已影响极微,使其气候为西伯利亚一蒙古冷气团所控制 ,同 时叉受到青藏高原气压的影

响。年平均温度为 0.9℃ (阿拉尔)-1.2℃ (茫崖),而极端最低温度可达一3⒍ 4℃ (阿拉尔〉
——29.5℃ (茫崖),≥ lO℃的年积温在茫崖和阿拉尔分别是 949.5℃ 和 1344℃ ,年降水量

极少,分别是 33.8毫 米和 3⒐ 1毫米 ,而 蒸发量又极大,年蒸发量达 2973.2毫米。具有寒

冷、干旱、风大等特点。湖盆区域主要土壤类型有沼泽盐土、草甸盐土、灰棕漠土、高山荒

漠草原土和高山漠土等,土壤类型呈有规律地分布,上述综合因素对该区的自然植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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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合及分布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主要植被类型及分布规律

由于该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植被类型比较复杂。根据植物群落学一生态学原则,把其
植被类型分为湖盆区域的荒漠、盐生草甸和山地上部的高寒草原等几大类。盐生草甸主
要分布在湖盆的中心地带,受地下水位以及土壤盐渍化程度的影响。而荒漠植物群落则
是分布在湖盆的外缘地带。高寒草原等高寒植被类型主要发育在两侧主体 山脉的上 部
(周立华等,1987)。 现分别就本区的主要植被类型和特征分述如下 :

(一 )荒涣

1.红砂、驼绒藜、合头草砾漠:该植被类型主要分布在湖盆地带海拔 3000-3 3oo米
的冲积砂砾地。常成带状分布,构成群落的优势种植物有红砂 (R″″彬

`/`口
‘。@,,go″ cc)、

驼绒藜 (C″″口f`“ J口″″‘)、 合头草 (sy勿

`馏

勿口r咕″Jj),伴生种类很少。在局部沟谷
流水经过地段还有蒿 (彳

`rc仞
打汤 sp.)等 。群落种类贫乏,结构简单,总盖度 5-lO%左

右。是中亚荒漠植被类型。

2,毛叶白刺荒漠: 见于铁本里克一带的南部地区,地势开阔平坦,海拔 2900-3000
米 ,土壤盐渍化严重。以毛叶白刺 (Ⅳ”

`″
杨

'o切
r°

`'‘
天″)为建群种构成的植被类型,在

分布区往往可形成
“
白刺包

”
,在白刺包之间见有宽叶独行菜 (L印 f`:″″

`″

f/oJi″ ″)和芦
苇 (P乃 rcg″ |″￡印“rcr|‘)散生,群落盖度30%左右。该群落类型分布于以芦苇为优势
种的盐生草甸与无植被戈壁带之间的过渡地段,呈 带状分布。

(=)盐生草甸

3.大叶白麻、芦苇草甸:该植被类型主要沿着封闭湖盆北部边缘地带分布,以红柳
泉为中心里狭长带状分布,海拔为 2900-3 ooo米 ,土壤多为盐渍化沙地。植物群落的结
构及种类组成都十分单调。大叶白麻 (Po“y似勿 加7洳 /‘ ⒄″)及芦苇是构成植物群落
的优势种。毛叶白刺也常常混生其间,总盖度约 25%。 大叶白麻是一种耐盐的半灌木植
物,植株高约 50厘米,开花时整个群落自然景观呈一片淡红色。

4.芦苇草甸:以芦苇为单优势种构成的纯群落,主要分布在海拔 2800-290o米的盐
渍滩地上,是该区面积较大的植被类型,群落总盖度一般为 35-55%。 在局部潮湿的低
洼地上,有海韭菜 (r、 ig`oc″刀″cr|” ″″勿)、 盐地风毛菊 (s″“″

`幻
s召

`阳
)、 毛穗赖草

(厶印″〃f`泌 o口 7″‘)、西伯利亚蓼 (Po`昭 o″ ″″ s仿 ri″ ″)等 盐生植物伴生,总盖度可达
60%。

5.赖草草甸:以柴达木赖草 (I印″”
`‘

勿洳
`召
“″”″‘〉、赖草 (L.‘“汕″防‘)和

毛穗赖草 3个优势植物形成的赖草群落,主要分布在阿拉尔及大河坝一带海拔 2800-
2850米的湖成平原的盐渍滩地上,往往为单一种的纯群落,如在阿拉尔附近的柴达木赖
草纯群落,生长良好,植株高度为 50-55厘米。 3种赖革形成的群落呈镶嵌复合分布。其
他伴生植物有芦苇、海乳草 (C`σ

`r″
口/f访私σ〉、盐地风毛菊、海韭菜等常见的盐生草甸植

物,群落盖度为 5o-70%,这种草甸是该区的主要牧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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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亮 囔苔草草甸:该群落面积较小,而且多分布在海拔约 2800米局部潮湿或水边的

盐渍洼地上。以亮骏苔草 (Ccr″ ‘″″op匆″o|z“)为优势植物。常见有海韭菜、芦苇、海

乳草、青海野青茅 (Dey″ rf口 加和″口
'fc‘

:)、 碱茅 (P″ ri,9纟

``F口

sp.)、 蓝白龙胆 (C御
`J口

″

`″
co″ c`″″口)、稃苞黄鹌菜 (y。″“切 poJo‘:‘印)等植物伴生。 局部积水处还有圆咬苔

草 (C。″ro汤 fr9‘JσⅢ )、 小眼子来 (Po″侈喈″o″ p9‘ f″

`”
)等。l是该区植物种类最丰

富的一个类群,群落总盖度可达 90%p

(三 )高 寒草原

7.紫花针茅草原: 以紫花针茅 (srP、

`〃 `″
'印

)为 优势种构成的高寒草原分布在

两侧山脉主体的山地上部,海拔为 4000-4500米。 其他伴生种类有冰草 (彳 g`@py/@″

‘
'9,9口 `″

″)、 棘豆 (o'y″ o`打 sp· )`风毛菊 (s幽“″印 sp.)等 ,是青藏高原的高寒植被类

型在山地上部的延伸。

(四 )高 午草甸

8.高 山嵩草草甸:以高山嵩草 (Ko沙
'。

f|口

`yg励

曰印)为 主要优势植物组成的高寒草

甸主要分布在祁曼塔格山北坡,海拔约 4350-4600米的缓坡地带。由于地处阴坡有雪水

补给,生境较为寒冷潮湿,植被盖度约65%,其他常见的高山草甸植物有珠芽蓼 (PoJ昭。̄

″″幼″jvipcr″ ″)、 火绒草 (Lco″ oPo〃
`″

仞 sp.)、 龙胆 (Cc们 j口″c sp.)等 。

(五 )高 山流石坡植被

9,高 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主要分布在祁曼塔格山海拔 4600-5000米的地段 ,界于高

山冰雪带与高寒草甸之间,主要植物以水母雪莲花 (s““″印 仞ez″了口)、 唐古特红景天

(R切 J氵 o`日 日
`gj洳

var.`σ
`,g″

icc)、 甘肃雪灵芝 (彳
`【

。,9cr`口 天口″‘″″‘;‘ )等高山植物为主 ,

种类不多,群落极为稀疏。植被类型及分布见图 1,2o

该区是一个封闭型盆地,植被具有明显的环带状分布规律 ,从 湖盆中心向外,依次为

无植被的盐沼地、盐生草甸和盐生荒漠植被类型、裸露戈壁带、荒漠植被和裸露的低山岩

漠,而高寒植被则在山地上部得到发育。这种环带状分布格局在盆地内明显地表现为水

分梯度系列变化,同时又与盐分多少有关。中心环湖地带因盐分重而形成无植被的盐沼

地 ,而随着向四周的扩展,盐渍化程度减弱,并 且水分状况尚好,则 发育为盐生草甸,如赖

草和芦苇植物群落。由此向外比较干旱地区则发育着荒漠类型。

该区植被分布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这就是有植被地段和无植被地段表现为间隔分

布的格局形式。具体地说就是以红砂、合头草、驼绒藜的荒漠类型带分布在无植被的低山

岩漠和裸露戈壁带之间,其分布与局部地形和一定的水分条件密切有关,有荒漠植被的地

方多有地表水间歇性流经的地方 ,而无植被的砾石戈壁带由于地形特殊,有限的地表水下

渗及土质盐渍化 ,加 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大风作用,形成了极端干旱的无植被地段。达

和整个柴达木盆地植被分布中这种有植被地段和无植被 地段的间隔系列变化是相一致

的。

本区存在大面积的无植被地段,如盐壳盐沼、砾石戈壁等 ,都是因极端干旱和盐渍化

现象所造成的。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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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茫崖阿拉尔地区植被图(比 例尺 l:l O00 000)

Fig.1 The vcgetation illap in thc region of M|angnai r。 wn and^r31 in Qinghai
Province (scale: 1:l Oo0 000)

1· 红砂、鸵绒藜、合头草砾漠 (R幻″″〃
`杨

Jo口 “oricc,Cr`croiz',`o:‘
`,‘

,sy″ peg朗 刀「。fe″ i graveIIy
desed); 2.毛 叶白刺荒漠 (Ⅳ”

`c`,o`oJoro‘
″‘Rij dcsert); 3.大 叶自麻,芦苇草甸 (Po“ ,`:“″

”o” do`fo访 ;,P乃
`cg昭

`″

‘。”″召′;‘ IIleadow); 4.芦苇草甸 (P加“沸i:“
`″

“
`cJis meadow); 5.赖

草草甸 (L”″″‘spp.nleadow); 6.亮 袭苔草草甸 (C″ r:,`幻 op乃 y″oi''‘ :neadow); 7· 紫花针茅草
原 (sipc p“

`P“
rc。 steppc); 8· 高山嵩草草甸 (Ko”“

`o Pyg朗
‘●c alpine nleadow); 9· 高山流石

坡稀疏植被 (sparse vegetation of highmountain w“ h rocky ffagments)。
a.盐沼地 (salt ma“ h); b.裸 露戈壁 (Bare gobi); c.流动沙丘 (Wandering dune); d· 风蚀残丘

(Wind-erosion unaka), e.低 山岩漠 (Bare iocky desert hin); f,高 山窒被 (Mountain
glaciers aRd snows); g,湖 泊水系 (Lake and drainage)。

讨  论

1.该区地处柴达木盆地边缘地带,邻近青南高原和塔里木盆地。随着喜马拉雅造山

运动,青藏高原大幅度隆起而形成了该区比较特殊的生态环境特征,对其自然植被发生了
很大影响。在低平地带其植被分布西部与塔里木盆地东缘一脉相承,东部与柴达木的西
部广大地区相连 ,而与柴达木盆地东部有一定联系。以驼绒藜、红砂、合头草等中亚荒漠

·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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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亡 崖阿拉尔地区有被分布剖亩示忍Pl

Fig· . 2  tlle sectioilal d.iagrain~ 。f vegetational d.istfibution in t1】e feg.ion 。i Masgnai
r。 wn and Aial in Qinghai Province

1· 红砂、驼绒藜、合头草砾漠 (R‘ 。″″″
`;。

‘。o“ go`j“ ,Ce`″ ojzef J`″ ″‘,s`″ P“″召 ′“ c′ ′i

graveny desert);2· 毛叶白刺荒漠 (M``o`ic`汕 o`o`‘ '砍 ii deseit);3.大 叶自麻、芦苇草甸
(Po“ y″

'″
乃c”

'B`jo″ `i,P乃
/。 g″

`″

‘““rcrif meadow); 4.芦 苇草甸 (P加“″″“ “ f:″

`订meadow); 5.赖 草草甸 (无。y″ ″‘spp.meadow); 6· 亮黎苔草草甸 (C召
`“

‘‘幻 op乃 y`Jo|'“

illead o w); 7· 萦花针茅草原 (s0P召 P'`P〃′纪 steppe); 8· 南山嵩草草甸 (Ko莎
`e‘

‘c pyg仞 ″o

alpine meadow); 9· 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sparse vegeta0on。 ￡highmountain wnh rocky

fragmen“ ); lO.低 山岩漠 (bare rocky destrt hill); !】 ,裸露戈壁 (bare gobi); 】2· 高山彗

被 (Mountain 81aclers and snows)。

植被在该区分布,表明该区植被类型与中亚荒漠植被有密切关系 ,表现出一定的古老性。

但由于高原隆起之舌种类发生分化,形成该区分布的植物种类 ,如 柴达木赖草。此外 ,青

藏高原的成分如青海野青茅 、蓝白龙胆等也有分布。

本区植被深深地打上了中亚荒漠的烙印,但又受到青藏高原的很大影响。虽然在湖

盆区域植被类型优势种及种类组成与荒漠地区的类型相似 ,但又不完全一致 ,而表现出自

己的特征。在柴达木盆地东部广泛分布的梭梭 (rf口

`。

那r。n c″;″ 。洳″洳o″ )、 柽柳 (r口~

″″ir`″口,r.召
'口
‘∫

`打

,T,rσ″口‘J“切口)等 较为高大的植物以及多分布在山前冲积扇

的膜果麻黄 (EP拓 dr口 Prz膨口′攻″〉在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只有超旱生的半灌木合头草、

红砂、驼绒藜等继续向盆地西部延伸,由 于生境更加严酷,植物种类也趋于减少,不像盆地

东部的种类那么丰富(李世英等,1958;杜 庆等,1981)。 另一方面,在塔里木盆地以及阿尔

金山北坡分布的植物,如胡杨 (Pop″

`″

‘
'9】

`″
‘J∫。″口)、 沙棘 (rr;、、氵p乃″ r1″″9|d“ )、

喀什霸王 (z名 o`幻″″″天σ‘汕gcrJ“″)、 疏叶骆驼刺 (/``9口gi s`crfiror,口 )、 五柱琵琶柴

(R`‘ ,″″〃切 天。‘砌 ″‘‘‘;)、 泡泡刺 (Ⅳ;″″9口 ‘P`J口″oc″

`口

)、 棵果木 (Cy励″口印
`P口

‘

P/z。砌′攻方)`膜果麻黄、梭梭等在此也未见分布,说明与该区植被存在联系的只有少数百

老的植物种类,如合头草、红砂、驼绒藜、毛叶白刺、大叶白麻等(中 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

队等,1978)。 据不完全统计,构成柴达木盆地东部荒漠植被类型的优势种及次优势种有

23种 (李世英等,1958),塔里木盆地的荒漠植被类型的主要种类达 25种 (中 国科学院新疆

综合考察队等,1978;李 世英,1960),而本区的荒漠植物优势种只有 5种。另从湖盆区域

植物种类来看,采集记载的有22种植物,荒漠植物有 6种 ,占 27%,青藏 li原 吱分以及柴达

木盆地特有的也有 3种 ,占 14%,其他均为广泛分布的非地带性植物。囚此,我们认为该

区是中亚荒漠和青藏高原植物的过渡带。

2,该区植被所表现出来的环带状分布以及植被地段与无植被地段的相间系列变化 ,

表明了该区植被分布规律的重要特征。而大面积无植被地段的出现,正是青藏高原隆升

之后,受 大气直接控制 ,生态环境极度干旱和盐渍化现象的结果。

3.以紫花针茅为典型高寒草原的植被类型在湖盆区域南北两侧的主体山脉的 Il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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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得到明显发育,与青藏高原的高寒植被类型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中亚荒漠植被

类型在海拔较低的缓坡砂砾地上,以红砂、合头草、驼绒藜等典型超旱生半灌木的古老种

类组成的植被类型,表明该区与塔里木盆地及柴达木盆地植被的相互关系,但种类组成要

少得多,且植物生长发育得不好。这两种植被类型在该区分布都占据一定的位置,证明其

植被的过渡性质。

从上面的分析看,该区植被与塔里木盆地植被有密切关系,这在荒漠与盐生草甸得到

了表现,但种类组成存在一些差异。北面的阿尔金山除了分布有大面积无植被低山岩漠

之外,高 寒草原也得到发育(张佃民,1983;周 立华等,1987)。 而南部山地则属于青藏高原

的高寒植被类型在山地上部的连续分布,所以认为该区是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和青南

高原植被类型的过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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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AL VEGETATION IN THE REGION OF MANGNA1
TOWN AND ARAL IN QINGHAI PROVINCE

Chen Gui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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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cgion of Mangnai Tow· n aIld A【 al in Qinghai provincc l。 catcd in thc wcstcrn Cdgc

。r Qaida1】  Basin is contiguous to Tarilu Basin and Qingnan platcau.  △
·′
hc natural vcgctation

tFpcs in this rcgion arc not only conncctcd 、vith dcscrt vcgctation typcs on thC Middlc Asia,but

also with alpine vegcta“ on on Qingnan Platcau.According to our invcstigation,main vcgctatiorl

types in this rcgion includc dcscrt, salt mcado、 v, alpinc stcppc and alpinc】△cado、 v, ctC.,bcing

dcscribcd in thc papcr.  Bccausc of thc spc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c rcgion, thc distri~

bution of vcgctation has its 0、 vn spccia1 1)attCrn and.land.scapc. 
·
「hc vcgctation typcs conncCtc(l

玩̀ith thc Middlc  Asian dcsert d.istributc in thc basin; and.  tllc alpinc vcgctation conncctc(1

with Qingnan Platcau is growing on thc mountains.  Bascd on analysing and discussing thc

prcscnt vcgctations,、vc suggcst that thc rcgion of lˇ langnai·r。、vn and Aral is a transitional zonc

of vcgctation bctwccn Tarim Basin,Qaidam Basin and Qingnan Plat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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