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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地区兰科(orchidaceae)

植物区系与分布特征及其起源
+

邓 德 山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宁·810001)

摘  要

讨论了祁连山地区兰科 (orchldaceae)植物的生态地理分布及其亲缘和起源特征,在该地

区高山和亚高山各植被类型中分布有 20属 36种兰科植物,种类的贫乏和特有种的缺乏表明

该地区兰科植物的区系历史是较年轻的。在种和属水平上的分析揭示,祁连山地区兰科植物同

华北温带森林植物区系和青藏高原植物区系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并推测其最初的起源很可

能是华北植物区系和青藏高原成分的迁移,该地区兰科植物的现代格局是由于第三纪末和第

四纪冰期环境导致多数温带森林成分的退出以及青藏高原成分的人侵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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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地区在植物区系划分上位于唐古特、蒙新荒漠和黄土高原 3个区域的交汇处

(吴征镒,1979),对该地区兰科植物生态地理学特征进行深人细致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其

森林植物群落、植被地理特征的形成与演化以及区域性的环境变迁和演化特点。搞清兰

科 (orchidaceae)植 物的分布规律、区系历史特征等亦有助于对研究该地区植物区系随

着青藏高原的隆升和气候变化,不同植物区系的消长和高原植物区系的形成及其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等问题。

自然环境特征

祁连山地区地处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交界地区,全区由一系列北西西一南东东的平

行山脉与谷地组成 ,为东南季风和高空西风急流穿越该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之成为

东南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一蒙古干冷气流的交汇地.山地西部深人欧亚大陆腹地,其南北

两翼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南坡地势变化缓和而北坡陡峭、相对高差大;整个地势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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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逐渐抬升 ,气候具有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东部年均温较高,向西部逐渐递

减。其年降水量由东部的 550毫米递减到西部的不足 150毫米。由于复杂的地形地貌特

征,气候也表现出多样性和垂直变化特征。

生态及地理分布特征

祁连山地区共有兰科植物 20属 36种 ,无论是从水平分布还是从垂直分布来看,属

种的分布都是极不均匀的。

1· 水平分布

由于祁连山地区气温和降水在水平方向上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森林植被集中分

布于东南部分 ,兰科植物水平分布的整体规律性变化趋势相当明显 ,其种类由东向西呈

逐渐递减趋势;根据兰科植物种类水平分布和植被分布的格局,该地区分为东部、中部、

西部 3个部分。

(1)日 月山一达坂山一冷龙岭以东的东部地区兰科植物的分布相对集中。由于东部较祁

连山其它地区温暖湿润;山谷地区有成片发育较好的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及落叶阔叶

林 ,使东部拥有祁连山地区最为丰富的兰科植物 ,计有 20属 34种 ,占整个地区兰科植

物种类总数的 9准 %。 其中包括广布红门兰 (orc肪sc而勿s勿 )、 阔叶红门兰 (o.J励为切 )、

角盘兰 G防勿扬 z`刀 ″诩o`C肪 s)、 裂瓣角盘兰 (H.么助sc场庇czz,a)、 凹舌兰 C″
`ogJossz`,z

切″滋)等 较 广 布 的种,二 叶舌 唇 兰 (P`劭彻‰叼 c肠m″切 )、 蜻 蜓 兰 (T沥腐

os拒庇 口)、 绶 草
(s夕z印″切 s sz,2幽 s标 )、 北 方 红 门 兰 (o,渤 ∝∞ s腕 )、 大 花 杓 兰 (C”

'z夕
e涉仍仞

勿acm刀此 够″ )、 毛 杓 兰 (C.F记 ,ac肠历 )、 山 西 杓 兰 (C.s切刀sz勿 z″ )、 短 距 虾 脊 兰 (C砌 ″

`ie
orc″场)、 对叶兰 (Lzs`饣 砌 夕饬扬`z腕

)、 羊耳蒜 (L2p@″s`印扬 m)、 等仅分布于东部的林

生种类;此 外 腐 生 种 类 有 尖 唇 鸟 巢 兰 ⒁ 砌 @cz磁力幽 )`高 山 鸟巢 兰 (Ⅳ
.

J0业roz汤 s)、 堪察加鸟巢兰 (Ⅳ.c口 9冫z'sC切莎幽 )、 珊瑚兰 (co'@``orr屁 Jz么 莎
'z力

扬 )。

(2)冷龙岭一达坂山一日月山以西至哈拉湖东部分水岭和北大河为中部。中部相对于东

部寒冷而干旱。北祁连地区切割深刻,多为高山峡谷 ;而南坡紧连青藏高原部分,地势

高亢,相对高差小 ;造成南北坡气候、植被和兰科植物分布有较大的差异。

1)北祁连地区直接面临蒙古荒漠,气候十分干旱 ,部分山谷有少量的森林分布,约

有 10种左右兰科植物,其中主要包括小斑叶兰 (Go(咖仰
'矽

勿s)、 珊瑚兰、凹舌兰、宽

叶红门兰、角盘兰、堪察加鸟巢兰,兰科植物种类的分布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

2)祁连山中段南坡为典型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海拔在 3000-3500米 之间。这一带

高原面完整 ,气候的高寒特征相显,兰科植物种类的分布更加贫乏,仅有广布红门兰、和

兜蕊兰 (且ヵ
''ocorys op励

。gJo“or滋 s)、 剑唇兜蕊兰 (△.pzgz咖″话)等 4-5种。

(3)北大河与哈拉湖以西的祁连山西部地区为高寒草原、高寒荒漠,因干燥、严寒、

多大风 ,没有兰科植物的分布。

2· 垂直分布

呈现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数量不断减少的趋势,同其水平分布规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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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祁连山东段相对温暖湿润,在山地依次发育着温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一寒温性
针叶林一高寒灌丛、草甸一高寒流石坡植被。大通河下游海拔 2100-3000米的山地阴坡
河谷地带分布着以油松 (P切切s勿az劭″法)和青扦 (Pac四 zuz`s诩″)为建群种的温性
常绿针叶林和以杨树和桦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 (陈桂琛等,1994),在此地段兰科植物种
类最为丰富,共计 18属 29种 ,占总数 80%。 其中蜻蜒兰、绶草、二叶舌唇兰、北方红

门兰、尖唇鸟巢兰、沼兰 (″口助rzs勿o`2op幻战o、 羊耳蒜、短距虾脊兰、大花杓兰、黄
花杓兰 (C.夕色v叨z,z)等有分布,此外林下或林间空地有广布红门兰、高山鸟巢兰分布。

以青海云杉 (P.c砌ss|力扬 )为建群的寒温性针叶林分布高度在东部为海拔 2550-3370
米,其群落层次显然简化,在此地段共有兰科植物 9种 ,占总数的25%;主要有珊瑚兰、
凹舌兰、对叶兰、广布红门兰、角盘兰、堪察加鸟巢兰。海拔 3200-3800米为高寒灌
丛、草甸地带,这一带由杜鹃 (R杨孔滋刀

''‘

冫刀s功 )、 毛支山居柳 (s口

`佬
o'勿吻

`9口

)、 鬼
箭锦鸡儿 @句留″@丿z`扬勿)、 金露梅 (Po勿磁

`J@彡
″功cosa)建 群的高寒灌丛和以嵩草建

群的高寒草甸为主;兰 科植物仅有广布红门兰、角盘兰、西藏玉凤花 (H曰拓″么″曰
勿扬防夕)和草甸中极稀有的孔唇兰Oom劢砌

`,73z夕
°厂。sz`冫z)等 4—5种。海拔 3800-4100

米 (雪线)为高山流石坡植被,无兰科植物分布。
(2)中部地区阴坡垂直带谱简化为寒温性针叶林一高寒灌丛、草甸一高寒流石坡植被。

以青海云杉建群的寒温性针叶林地带共有兰科植物 10种 ,主要有珊瑚兰、凹舌兰、对叶
兰、广布红门兰、角盘兰、堪察加鸟巢兰。高寒灌丛、草甸仅有广布红门兰、角盘兰和

稀有的小花舌唇兰等 3种。高山流石坡无兰科植物分布。
(3)西段植被垂直带谱更加趋于简化 ,呈现为温性草原一高寒草原一高寒流石坡无兰科

植物种类分布。

区系成分分析

●
■
■
●

(1)祁连山地区兰科植物 20个属中以a淌打(6种 )种类最多 ,Orc肪s属共约 100种 ,

分布于北温带 ;在我国有 16种 ,多分布于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祁连山地区东部和中部

都有分布。Cヵ
'z夕

召历“勿次之 (5种 ),共 40种 ,主产东亚地区;在我国有 23种 ,主要分

布在西南山区,祁连山地区分布于东部地区。P`勿
`仞

切袍 属共约 200种 ,分布于北半球

温带和热带亚热带;在我国约 40种 ,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祁连山地区有 3种分布于东

部地区。Ⅳ召o莎砌 属共 10种 ,东亚分布型;我国有 7种 ,从西南到东北的山地均有分布 ,

祁连山地区有 3种分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肠 咖扫″切 属共约 10种 ,分布于欧洲到 日本

的温带地区;中国 9种 ,分布于西南到东北的山地,祁连山地区有 3种分布于东部地区。

Fr″勿″J么叨属约有 25余种,主要分布于东欧到东亚的温带地区;中国有 17种 ,分布于

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在祁连山地区有 2种分布于东部中部地区。
^″'roco`少

属共 6种 ,

零星分布于印度、日本和中国;我国有 5种 ,分布于西南和西北的高山地区,祁连山地

区有 2种分布于东部中部地区的高海拔地段。其余 12属均为 1种。
(2)以属分布型的角度来分析 ,祁连山地区兰科植物属的分布类型为:北温带分布

属 12个,世界广布属 2个 ,泛热带、东喜马拉雅一日本、旧世界温带、东亚北美分布、中

国一喜马拉雅和中国特有属各一个 ;分别占总属数的 60%、 10%和 5%。 由此可见 ,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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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区兰科植物具有典型的北温带占主导地位的性质,并受东亚和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

影响。

(3)从种的水平上分析 (仅包括含 3种以上的分布型),中国特有种 12种 ,旧世界

温带分布 7种 ,北温带广布 5种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 姓种,祁连山地区无特有种;分别

占总数的 33· 3%、 19· 4%、 14%和 11%。 祁连山地区兰科植物种类以中国特有成分和温

带成分为主并同青藏高原植物区系有密切的联系。

从上述分析可见 ,祁连山地区兰科植物区系具有以下特征 :种类贫乏,分布区狭小

而集中;多数种类同华北森林植物区系所共有,少数种类为青藏高原特有;属的分布型

式表现为北温带性质相当明显 ,祁连山地区是这些属的分布区边缘 ;缺乏具有原始形态

特征的种类,无特有种;说明它是青藏高原唐古特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并受华北森林植物

区系的强烈影响。由此推测,祁连山兰科植物区系是一个衍生的、年轻的并且正在退缩

的区系;它的形成主要是相邻地区兰科植物种类迁移混合而成的。

四 、
上

l
`

`
下 论

祁连山山系渐新世晚期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具有亚热带喜湿型植物成分 ,中新世有

针叶林及森林草原出现,上新世形成荒漠;第三纪和第四纪间一系列重大的地史事件,特

别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青藏高原的形成使这一地区更加荒漠化并逐渐具各温带荒漠的

性质.持续的旱化使得中亚荒漠植物区系充分发育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温带森林植物区

系则退缩和消亡。祁连山山地的植物群在地理历史过程中受到三方面的影响:青藏高原

高寒植被取得优势并进一步发育 ;荒漠植物区系进一步向祁连山地区侵人;受青藏高原

和荒漠植物区系的双重排挤,森林植物区逐渐衰退和灭亡。

兰科是一个热带分布型的大科 ,在其种类向温带延伸和迁移的过程中逐渐退化了喜

温湿的习性,形成一些温带属种并加人到温带森林植物区系中。其生长和分布的特性为 :

①伴生性;②同森林的分布和类型关系密切 ;③种籽萌发和植株生长须特异真菌共生。这

些特点使其成为各类森林植被和植物区系的指示性类群.随着青藏高原和荒漠植物区系

的成长与壮大,这一地区大片互相联系的森林植物区系逐渐断开、破裂,退向高原边缘

湿润的山谷中并继续萎缩和灭绝,第四纪冰川的反复进退加速了这个过程,从而形成了

祁连山地区森林分布的现代格局 (潘保田等 ,1989)。 基于以上所述,就能很好地解释祁

连山地区兰科植物生态地理分布的特征 :种类贫乏而集中分布在东部狭窄的山谷中;兰

科植物区系的年轻和衍生性;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的一致性 ;它应作为青藏高原唐古特

植物区系的一部分但受到华北森林植物区系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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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RIsTIC AND DIsTRIBUTION CⅡ ARAcTERIsTICs
oF ORCHIDACEAE AND ITs ORIGIN IN

THE QILIAN MOUNTAIN REGION

Deng I)eshan

(Ⅳo汀

^切

和 P切勿 “ z阝
`:仞

″ or B⒑
`。

gy,T场 0fヵ
^P力

c夕

'匆
v or sc氵 ″ces,X田 访ε, 8100Ol〉

'I′he paper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istcs of the affinities,the eco-geogrphic distribu~

tion and the origin of C)rchidaceae in'rhe Qilian Mountain Region.``.ssociating with vari~

ant types of vegetation, 36 taxa in 2o genera of(Drchidaceae are found in the subalpine

and alpine areas of Qilian Mountain Region. lspecies sparsc and endemics lacking in Or~

chidaceae,|suggests that this fanlily have a short history in this area.Geographical affini~

ties at the g· enera arld~species level are revealing, for that co1】 n.ections appear to be very

c1osed with thc teinparete forest of North C;hina and Tibet|Plateau flora.Migration frorn

North China and△
′
ibet iPlateau seen1s likely in some case. Most of the Warm'remparete

forest Orchid species died out of and the elenlents of'ribet iF,lateau immigrated in this

area for late'rertiary and iPlcistocene glacial environment,thus,formed the present pat-

tern of orchids in Qilian Mountain Region.

Key words: Qilian Mountain; Orchidaccae; ∶Eco-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