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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 ,对黄河源头区天然草场中的高寒草原、高寒灌丛、高寒沼泽与水

生植被、高寒沼泽草甸、高寒草甸、高山垫状植被、高山冰缘和流石坡稀疏植被等主要草场植被类

型的分布范围、群落结构和组成及其年轻性、脆弱性、敏感性、原始性、典型性等特点进行了论述 ,

最后提出了对黄河源区天然草场植被保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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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getation Types and Its Charactertstics of Natural Grassland in the Source Area

of Yellow River. WU Yu- hu ( N orthwest Plateau Instit ute of B iology , the Chi nese

Academ y of Sciences , Xi ning Qi nghai 810001 , Chi na) : Grassland of Chi na , No. 2 ,

2004 ,pp . 70～75.

Abstract :The source area of the Yellow River is one of the livestock husbandry base of

Qinghai province. Based on a wide investigation ,the vegetation types of alpine steppe ,

alpine scrub ,alpine swamp and aquatic vegetation ,alpine swamp meadow ,alpine cushion

vegetation ,the open vegetation near glacial and on flowing rock hillside of high moun2
tain ,and their dist ribution range , their st ructures and components , their characteristic

and so on of the natural grassland in this area we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proposals of

protecting the natural grassland veget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The source area of Yellow River ;Natural grassland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1 　自然概况

黄河源头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腹地的

青海省境内 ,地处北纬 33°30′～35°40′、东经

95°25′～99°25′。整个地区地势高而辽阔 ,海

拔大都在 4200～4800m 之间 ,是一个四周为

高山环抱而内部保持较完整高平原和宽谷的

湖盆地貌。气候特征具有明显的高原大陆性

气候特点 ,寒冷、干旱、辐射冷却作用强烈 ,昼

夜温差大 ,无绝对无霜期 ,降水量少 ,蒸发量

高 ,雨热同季。据玛多县气象站资料 ,多年平

均气温为 - 4. 2 ℃(年平均气温最高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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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 5. 5 ℃) ,年均降水量 297. 41mm ,年均

风速 2. 7m/ s ,最高达 36m/ s。土壤主要有寒

冻土、寒漠土、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沼泽

土、盐土、碱土、风沙土、龟裂土等。

2 　天然草场植被的主要类型

2 . 1 　高寒草原草场植被

这是本区高寒生态系统中最主要也是最

为典型的一类天然草场植被 ,面积辽阔 ,在本

区草场植被的垂直带谱和水平地带性方面都

具有重要的地位 ,并且也是本区最重要的天

然草场之一。在自然植被带谱中位于高寒草

甸带与高寒荒漠带之间 ,主要分布于本区的

中部和北部 ,特别在本区西部黄河以北和花

石峡以西的布青山山前地带 ,以及靠近降路

岭一带的 4100～4400m 的河湖盆地、干旱的

山地丘陵、河谷缓坡、阶地、冲积扇等排水良

好的地段。本区的高寒草原主要以旱生密丛

生地面芽植物紫花针茅 ( S ti pa purpurea) 为

草场植被的特征种和建群种。高寒草原草场

植被的群落总盖度一般为 30 %～65 % ,通常

可分为二层。第一层主要为禾本科植物 ,高

度约为 10～25cm ,层盖度约 20 %～40 % ;第

二层多为莎草科植物和双子叶植物 ,高约 2

～5cm ,层盖度 15 %～25 %。群落中常见的

伴生种有紫羊茅 ( Fest uca rubra) 、钉柱委陵

菜 ( Potentilla saundersiana) 、座 花 针 茅

( S ti pa subsessilif lora) 、 沙 生 风 毛 菊

( S aussu rea arenaria) 、细叶亚菊 ( A jania

tenuif olia) 、异针茅 ( S ti pa aliena) 、乳白香

青 ( A naphalis lactea) 、矮火绒草 ( L eontopo-

di um nanum ) 等。此外 ,在本区中部的一些

沟谷滩地和山地阳坡土层较厚、石砾较少的

地段还分布有少量的以波伐早熟禾 ( Poa

poophagorum) 为建群种的草原和以疏丛生

的根茎禾草扇穗茅 ( L it tledalea racemosa) 为

优势种的高寒草原草场植被。在本区西部的

扎陵湖和鄂陵湖周围一些沙砾滩地上白花马

先蒿 ( Pedicularis kansuensis form. albif lora) 和

细裂叶莲蒿 ( A rtemisia gmelinii) ,甚至铁棒槌

( Aconitum pendulum) 等亦可分别形成局部

地段的优势群落。在本区中部和北部一些邻

近柴达木盆地的局部地区还分布着面积不大

的青藏苔草 ( Carex moorcrof tii) 高寒草原。

在本区北部的一些开阔平坦的沙砾滩地上 ,

镰叶韭 ( A lli um caroli nianum) 和矮丛风毛

菊 ( S aussurea eopygm aea) 有时也能分别成

为优势种甚至建群种而形成面积较大的群

落。在一些干涸的沙砾河滩和基岩露头的山

坡及冰碛垅等土层较薄并夹杂有大量石块的

地段 常 可 见 到 以 镰 形 棘 豆 ( O xyt ropis

f alcata) 和铁棒槌等分别为建群种的高寒草

原群落。

2 . 2 　高寒灌丛草场植被

高寒灌丛是本区比较重要的和高寒生态

系统中典型的一类草场植被。这类植被主要

分布于本区的东部、北部和中部的玛多县黑

海乡、花石峡乡、清水乡和黄河乡的一些海拔

4200～4500m 的寒冷潮湿、降水相对较多、土

层较厚的山地阴坡下部、河滩、狭窄的山沟、

岩隙、湖滨固定沙丘和局部封闭、背风的低洼

湿沙地上。本区高寒灌丛主要以山生柳

( S ali x orit repha) 为草场植被的特征种和建

群种。这是本区草场植被中植物种类最为丰

富的类型 ,也是生物生产量最高和最具环境

生态意义的草场植被类型之一。草场群落的

总盖度超过 100 % ,一般灌木层盖度约为

15 %～35 % ,高度约 60～120cm ;草本层盖度

75 %～100 % ,高度约为 10～20cm。草本层

多为莎草科植物和双子叶植物 ,禾本科植物

相对参与度较小。另外 ,常在阴湿处见有苔

藓地被层生长。常见的伴生种有珠芽蓼

( Polygonum viviparum) 、圆穗蓼 ( Polygonum

macrophyllum) 、 线 叶 嵩 草 ( Kobresia

capillif olia) 、矮嵩草 ( Kobresia humilis) 、华扁穗

草 ( Blysmus sinocom pressus) 、 斜 升 黄 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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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agalus adsurgens) 、 棉 毛 马 先 蒿

( Pedicularis oederi) 、长 叶 无 尾 果 ( Coluria

longif olia) 、 双 叉 细 柄 茅 ( Ptilagrostis

dichotoma) 、兰石草 ( L ancea tibetica) 等。本区

的另一类高寒灌丛草场植被以金露梅

( Potentilla f ruticosa) 为特征种和建群种 ,主

要分布于本区南部 4300～4600m 的高山阴

坡和河谷滩地。另外还有分布于砾石河滩和

湖滨沙砾滩地上的匍匐水柏枝 ( M yricaria

prost rata) 群落 ,主要见于本区中部的鄂陵湖

西南部一带 ,群落中伴生种的种类及其参与

度常变化较大。

2 . 3 　高寒沼泽与水生植被

这类植被多为一些世界性分布的种类在

局部地区组成单一优势种的群落。主要分布

于本区南部和中、西部一些特定的水域中 ,如

扎陵湖、鄂陵湖及上、中、下星星海等较大湖

泊边缘地带的浅水处及南部一些小湖和小水

坑中。本区的高寒沼泽植被主要以挺水植物

杉叶藻 ( Hi ppu ris v ulgaris) 形成单优势种群

落 ,群落盖度常在 10 % ～ 40 %。伴生种有三

裂碱毛茛 ( Halerpestes t ricuspis) 、毛柄水毛

茛 ( B at rachi um bungei) 、沿沟草 ( Catabrosa

aquatica) 、海韭菜 ( T riglochin m ariti m um )

等。本区的高寒水生植被主要是以沉水的龙

须眼子菜 ( Potamogeton pecti nat us) 为建群

种的单优势群落 ,基本无伴生种。常见于扎

陵湖 ,鄂陵湖及上、中、下星星海 ,尕拉拉措 ,

岗纳格门措等湖泊的靠岸几十米以内的浅水

处 ;尤以扎陵湖出口处生长最茂密。群落盖

度 (密集度)可达 50 %～100 % ,高度可达 150

～200cm。在本区南部分布的许多面积很小

(10～200m2) 但却很深的小水坑 ,有的形成

以抱茎眼子菜 ( Potamogeton perf oliat us) 为

单优 势 种 的 群 落 , 有 的 则 以 狐 尾 藻

( M yriophyll um spicat um) 为单优群落。以

毛柄水毛茛为单优势群落的水生植被零散地

分布在本区南北各地高寒沼泽草甸地带的一

些河湾、湖塘及沼泽浅水坑中。

2 . 4 　高寒沼泽草甸草场植被

主要分布于本区南部、东部和西部的曲

麻莱县麻多乡和玛多县扎陵湖乡、黄河乡、黑

河乡、清水乡等海拔 4200～4600m 的一些地

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过分潮湿、通透性不

佳和非盐渍化的山间盆地、河流两岸的低阶

地和山麓潜水溢出地带及山体的鞍部等处 ,

如西部的星宿海一带、南部的野马滩至白玛

纳、尕拉拉措和斗江滩等地带。本区的高寒

沼泽草甸草场植被主要以藏嵩草 ( Kobresia

tibetica) 为建群种和特征种 , 矮嵩草常可成

为次优势种 ,群落总盖度约 90 %～ 100 %。除

零星 散 布 的 几 种 禾 草 和 褐 毛 垂 头 菊

( Crem anthodi um brunneopilosum ) 等少数种

类较高外 ,整个群落基本上只有一层 ,层高约

12～ 20cm。常见的伴生种有青海马先蒿

( Pedicularis kansuensis) 、 长 管 马 先 蒿

( Pedicularis longif lora) 、 云 生 毛 茛

( Ranuncul us nephelogenes) 、 多 枝 黄 芪

( Ast ragal us polycladus) 、 甘 肃 棘 豆

( O xyt ropis kansuensis) 等。

2 . 5 　高寒草甸草场植被

高寒草甸草场植被同样是本区高寒生态

系统畜牧业生产中最重要和最典型的一类天

然草场植被 ,在植被的自然带谱中位于高山

冰缘流石坡稀疏植被与高寒草原之间。主要

分布于以黄河为界的本区南部 ,如麻多乡、扎

陵湖乡、黄河乡、黑河乡等的海拔 4200～

4800m 的山地 ,面积较大 ;在本区北部 ,如黑

海乡的一些局部地段也有分布 ;群落总盖度

为 30 %～100 %。主要以小嵩草 ( Kobresia

pygm aea) 、矮嵩草和华扁穗草为特征种和建

群种 ,还有一些零星分布的禾草类草甸和杂

类草草甸以垂穗披碱草 ( Ely m us nutans) 、帕

米尔碱茅 ( Pucci nellia pami rica) 和赖草

( L ey m us secalinus) 等分别为建群种。以莎

草科植物为建群种的高寒草甸主要分布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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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南部山地的一些阳坡、半阳坡、浑圆山顶及

山前滩地和山麓地带 ,群落盖度一般为 75 %

～100 %。通常可分为二层 ,第一层层高为

10～25cm ,多为禾本科植物和少量莎草科及

双子叶植物 ;第二层层高为 2～8cm ,以莎草

科植物和双子叶植物为主。以禾草和杂类草

为草场植被建群种的高寒草甸主要分布于本

区中部地区一些轻度盐碱化的山间洼地和湖

滨地带 ,常见于本区的扎陵湖乡、清水乡、花

石峡乡和黑海乡等地。群落盖度一般为

50 %～60 % ,最高可达 85 %以上。通常可分

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层高 20～30cm ,以禾本

科植物为主 ;第二层层高为 3～10cm ,以双子

叶植物为主。本区高寒草甸除杂类草草甸的

植物种类相对较多外 ,其余类型的结构和植

物种类组成都比较简单。大多为中生和旱中

生植物 ,以地下芽和地面芽植物为多。常见

的伴生植物主要有矮火绒草、乳白香青 、小

白蒿 ( A rtemisia f rigi da) 、细叶亚菊、多茎委

陵菜 ( Potentilla m ulticaulis) 、线叶嵩草、甘

肃雪灵芝 ( A renaria kansuensis) 、珠芽蓼、波

伐 早 熟 禾、 异 叶 青 兰 ( D racocephal um

heterophyll um ) 、 美 丽 毛 茛 ( Ranuncul us

pulchell us) 等。此类植被具有紧密、坚实、富

有弹性的草皮 ,耐牧性好 ,牧草营养价值优

良 ,产草量低。除垂穗披碱草草甸和赖草草

甸的植物高度多在 30～40cm 外 ,其余类型

草甸的植物高度多在 2～20cm 之间。

2 . 6 　高山垫状草场植被

这是青藏高原和一些高山地区特有的草

场植被类型 ,由于植物种类不多且植株过分

低矮而在牧业生产中意义不大。但是这类植

被的建群种多为先锋植物 ,常能在高寒、强

风、紫外线强烈、土壤贫瘠的极端环境下顽强

生长。主要分布于本区海拔 4100～4600m

的河谷滩地、湖滨滩地、流石坡麓和平缓潮湿

的山地等处 ,常呈不连续的斑块状或狭带状

分布于高山冰雪带与高寒草甸之间。垫状草

场植被一般生长稀疏 ,覆盖度小 ,组成植被的

种类贫乏 ,结构简单。群落总盖度约 5 %～

20 % ,高度一般在 2～6cm。本区的垫状植被

主要有以垫状点地梅 ( A nd rosace tapete) 、短

梗雪灵芝 ( A renaria roborowskii) 和甘肃雪

灵芝、团垫黄芪 ( Ast ragal us arnol dii) 、密丛

棘豆 ( O xyt ropis densa) 等分别为建群种或优

势种的群落 ,其中一些种类为垫状草场植被

的特征种。常见的伴生种有红紫桂竹香

( Chei ranthus roseus) 、紫花针茅、钻叶风毛菊

( S aussurea subulata) 、矮火绒草、小早熟禾

( Poa calliopsis) 、厚叶美花草 ( Callianthem um

pim pinelloides) 、 圆 穗 兔 耳 草 ( L agotis

ramalana) 、镰形棘豆、四裂红景天 ( Rhodiola

quadrif ida) 等。

2 . 7 　高山冰缘和流石坡稀疏草场植被

这是本区草场植被垂直带谱中发育最原

始的一类植被。因植被稀疏、盖度很小、植物

种类极少、群落中植物的个体密度很低而在

本区牧业生产中几无意义。高山冰缘和流石

坡稀疏植被主要分布于本区东部的阿尼玛卿

山和西部至南部的巴颜喀拉山一带 4800～

5400m 的高海拔地带或高山顶部 ,处于雪线

下部与高寒草甸带之间 ,在因寒冻风化作用

形成的高山流石坡的雪斑地段和冰川下部的

边缘冰碛石滩地段。组成这类植被的植物种

类多数是植物界中的先锋 ,它们多以喜湿 ,耐

寒 ,植体密被绒毛 ,地下根茎发达 ,植株矮小、

常呈莲座状、垫状、肉质和密丛生的高山植物

和草甸植物为主。草场群落盖度基本上在

1 %左右甚至更低 ,植物的高度多在 5cm 以

下。主要有水母雪莲 ( Saussurea medusa) 、鼠

麴雪兔子 ( Saussurea gnaphalodes) 、红紫桂竹

香、喜山葶苈 ( Draba oreades) 、粗糙紫堇

( Corydalis scaberula) 、垫状点地梅、四裂红景

天、甘肃雪灵芝、圆穗兔耳草、胎生早熟禾 ( Poa

attenuata var. vivipara) 、密丛棘豆、团垫黄芪、

密花黄芪 ( Astragalus densif loru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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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然草场植被的基本特点

3 . 1 　年轻性

黄河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海拔高度

多在 4200～4800m 之间。由于青藏高原隆

起于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 ,地质年代轻 ,而包

括本区在内的地处高海拔地带的各种高寒类

型的天然草场植被的形成时期亦不久远 ,并

且其中占本区很大面积比例的高山冰缘流石

坡植被等还都属于草场植被形成的初始阶

段 ,所以本区的天然草场植被具有年轻性。

3 . 2 　脆弱性

本区由于地质年代轻 ,土壤成熟度差、结

构粗糙而又贫瘠 ,又因海拔高、气候寒冷、辐

射冷却作用强烈、干旱少雨、强风频繁、寒冻

风化剥蚀强烈、沙尘暴天气多等恶劣的生态

条件的限制 ,使得多数地段的天然草场植被

稀疏。并且 ,这其中有许多还属于天然草场

植被演替过程中的顶极植物群落。而组成这

类顶极群落的植物种大多是高原高山植物中

的先锋种类 ,他们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

抗逆性能 ,但它们所能适应的生态幅度一般

都较小 ,由它们所组成的顶极植物群落结构

缺乏稳定性 ,很容易因生态环境的变化而解

体。所以 ,本区高寒天然草场植被生态系统

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 ,一旦遭到破坏 ,

便很难恢复。黄河源区的各类天然草场植被

都属于这类典型的高寒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

因而具有明显的脆弱性。

3 . 3 　敏感性

黄河源区由于青藏高原地质历史的年轻

性及其整体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而使得包括

各类天然草场植被在内的生态环境较之地质

历史古老、生态系统稳定性强的地区来说具

有较强的敏感性。青藏高原更因此而被称为

全球的“气象灶”和全球气候变化的预警区。

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无疑会引起全球生态环

境的相关变化 ,而在这种变化中首当其冲的

是由先锋植物和顶极群落组成的脆弱生态系

统。因其脆弱而异常敏感 ,因其敏感而易受

影响并发生变化 ,又因其变化而具有明显的

预警作用。近些年来 ,本区气温的趋升、蒸发

量的增加、湖泊水位的下降以至出现干涸、湿

地萎缩甚至消失、泉眼枯竭、黄河主河道的断

流、沙尘暴天气的增加、天然草场植被旱化、

沙化面积扩大、鼠害猖獗等等与缺水直接或

间接有关的现象的出现 ,无不显示出以本区

的各类天然草场植被为主的生态系统对全球

气候趋暖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3 . 4 　原始性

黄河源区地处高寒 ,天然草场植被自然

演替速度极慢 ,特别是高山冰缘和流石坡地

段的稀疏植被 ,其植物种类主要以组成最原

始植被的先锋植物所占据 ,处于原始植被顶

极群落的演替阶段。再加之本区是纯牧业

区 ,当地牧民营游牧生活 ,靠天养畜 ,逐水草

而居的放牧是他们对天然草场植被的唯一利

用方式 ,更鉴于本区地广人稀 ,牲畜数量受自

然因素的调节而难以过快、过多地增加 ;所

以 ,对本区草场植被总体的影响并不十分突

出 ,对天然草场演替的影响也不十分明显。

表现为各类放牧草场植被中优良牧草数量未

见明显减少 ,毒害草数量亦未见明显增加 ,本

区所有天然草场植被目前仍保持着其原生植

被的种类、结构和密度。所以 ,除局部地段

外 ,本区的草场植被整体基本上仍保持着较

完好的原始状态。特别是本区海拔 4600～

4800m 以上地带 ,基本上未受到人类活动的

影响而纯属天然草场植被的自然演替过程。

3 . 5 　典型性

黄河源区主要天然草场植被的建群种都

是各种高寒类型草场植被的特征种。它们以

湿冷生的藏嵩草、矮嵩草和小嵩草等典型的

高寒草甸的特征种类为本区高寒草甸草场植

被的建群种 ;以寒旱生的紫花针茅、扇穗茅、

青藏苔草等典型的高寒草原的特征种类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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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高寒草原草场植被的建群种 ;以更耐寒旱

的垫状驼绒藜 ( Ceratoides scom pacta) 、山岭

麻黄 ( Ephdra gerardiana) 等典型的高寒荒

漠的特征种类为本区高寒荒漠草场植被的建

群种 ;以耐寒性极强的山生柳和金露梅、匍匐

水柏枝等耐寒性灌丛的特征种为本区高寒灌

丛草场植被的建群种 ;以典型的高山垫状植

物垫状点地梅、藓状雪灵芝 ( A renaria

bryophylla) 等高山垫状植被的特征种类为本

区高寒垫状草场植被的建群种 ;以典型的高

原高山植物如风毛菊属 ( S aussurea) 、虎耳草

属 ( S axif raga) 、棘豆属 ( O xyt ropis) 、红景天

属 ( Rhodiola) 、寒原荠属 ( A phragm us) 、葶苈

属 ( Draba) 等的先锋种类为本区高山冰缘和

流石坡稀疏草场植被的建群种和优势种等。

所以 ,黄河源区的天然草场植被在各种高寒

类型的草场植被中具有典型性。

4 　对草场植被保护的建议

鉴于以上对黄河源区天然草场植被特点

的认识 ,并考虑近年来以自然因素为主造成

的干旱缺水和鼠害严重的影响 ,我们应在牧

业生产中结合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和方法

对黄河源区的各类天然草场植被进行科学地

经营和有效地保护。建议在黄河源区建立高

寒沼泽草甸、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灌丛

等几类对当地畜牧业生产影响较大的天然草

场的保护和建设的试验区或示范区 ;保护鼠

类天敌并在鼠兔危害严重的开阔滩地等处栽

设可供鹰类等栖息的“鹰架”,以利天敌对鼠

害数量的控制 ;在加强对天然草场植被保护

意识和政策法规的制定、宣传和教育的基础

上 ,禁绝乱采乱挖野生植物的现象。县级草

原工作站是当地天然草场保护的主要技术力

量 ,应加强人力、财力的支持。在黄河源区天

然草场植被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保护及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研究方面 ,建议国家

和地方有关部门在统一组织、协调管理和分

工协作的情况下 ,制定科学、系统、长期和综

合性的符合高寒类天然草场生态学原理和本

区客观实际的可行性研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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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随着强蒸发由下向上运动 ,随着这种运动

地下的盐碱也向地表运动。用浅层地下水灌

溉 ,土壤就会迅速盐碱化。

4 　结语

在我国北方地区开垦草原导致荒漠化的

两个基本途径及过程为 : (一) 开垦草原 →植

被减少和表土露出 →土壤风蚀、水蚀发生 →

土壤沙化、盐碱化 ; (二)开垦草原 →用地下水

灌溉 →造成土地盐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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