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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祁连山地区在植物区系地理上位于几个植物亚区的交界处。通过对本区植物区系成分

分析,北祁连山植物区系是唐古特植物区系的一部分,明显具有温带性质;其北坡即店古特植

物区系的东北部边界;与△1邻及邻近地区植物区系共有属及共有种比较,可以看出,与华北地

区植物区系的关系很密切 ;但从种的组成上来看 ,受横断山地区植物区系的形响很大。而中亚

荒漠地区植物区系对本区的形啕则很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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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是我国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巨大山系,地跨甘肃、青海两省,介于 36° 20′ -
39° 30′ N和 94° 30′ -102° 40′ E之间,长 1000-1200公里,宽 200—400公里。北部及东

北部以河西走廊为界,西端与阿尔金山相连,西南与柴达木盆地接壤 ,东南以黄河为界。

祁连山由一系列北西西一南东东方向平行排列、饱经皱褶和断裂作用的高山和深谷组成。

山体的北部相对较高,南部较低 ,形成一个不对称的翘起。北祁连山是祁连山系的主脉 ,

位于山系的最北缘,包括走廊南山和冷龙岭。一般海拔 2600-4500米 ,不少山烽超过

5000米。祁连山总的气候特点是高寒、干旱、多风,但东段和西段差异很大,西段以大

陆性气候为主,东段受海洋气候影响,比西段潮湿多雨。祁连山的高山区为山地草甸土

和山地草原土,海拔 4000米以上出现冰沼土 ,祁连山的西端为荒漠土、盐渍土和灰钙土。

第四纪冰川在祁连山有着广泛的发育,在较低的地区广布着冰川槽谷。现代冰川也广泛

分布在海拔 4500米以上的高山区,大部分在西段和中段。

在植物区系上,北祁连山地处几个植物亚区的交界处,故在划分分区边界时十分重

要。虽然过去对这一地区也作过一些工作,但资料、标本仍很缺乏。我们在承担
“
中国

· 国家重大基全获目 (900219〉 。参加 1991年北祁连山植物区系考察人员还有潘锦堂、黄荣福、彭 敏、陈挂琛

及刘建全。

本文 1995年 10月 30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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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植物区系
”
研究中,对北祁连山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查和标本采集 ,并撰写成文,以

供进一步划区时参考。

植物区系成分分析

据我们调查统计,北祁连山有种子植物 81科 431属 1221种 ,分别占青藏高原亚区

唐古特地区总科数的 90%,总属数的 82.3%,总种效的 57· 6%,较广大的青藏高原面上

的种类丰富得多。

1· 科的分析

在北祁连山所具有的 81科中,裸子植物有 3科、5属、11种 ,被子植物有 78科、426

属、1210种。按所含种数的多少,科的颅序是:含 51种以上的科是禾本科 (164种 /48

属)、 菊科 (153/46)、 蔷薇科 (86/25)、 豆科 (71/16)、 毛茛科 (63/20);含 21-50种

的科是玄参科 (46/9)、 龙胆科 (41/8)、 石竹科 (38/13)、 十字花科 (36/25)、 莎草科
(34/8)、 虎耳草科 (30/6)、 百合科 (29/12)、 蓼科 (27/5)、 伞形科 (27/17)、 兰科
(29/17)、 杨柳科 〈27/2)、 唇形科 (26/16)、 紫草科 (24/11)、 藜科 (23/11),含 10-
20种的科是接粟科 (15/o、 报春花科 (18/4)、 忍冬科 (15/o、 茄科 (11/7)、 景天科
(11/o、 小檗科 (10/2)、 灯心草科 (10/2);其余 55科含 10种以下 (表 1)。

表 1 北祁连山被子值击科的I序
Tnble l sednI Ⅱrangement nα.ordi。B to rnm.ly size of oei-Qii“!‘Ⅱ】1Il gper△ latophyta

科   名 种 效
No.of

speclesName of Family

含 51种以上的科 (共 5科 )

Families with over 51 spccies(5 Fam.)

禾本科 Gramineae

菊 科 Compositac

茁获科 Rosaceae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豆 科 Leguminosae

含 21-50种 的科〈共 14科〉

Families with 21-5o spccies(14 Fam.〉

玄参|科 scr。 phulariaccae

龙胆科 Genoanaceae

石竹科 Caryophynaccae

十字花科 Cruiciferae

莎草科 cyperaceae

虎耳草科 (广 义〉saxlfragaceae

辽

4

4

4

4

4

4

3

3

3

3

3

2

3

3

属 数

No. of
(∶)enera

种 效

No. of

speclcs Name of Famdy

科   名 Ⅱ 效

No.of

Genera

48

46

25

20

16

164

153

86

63

71

9

8

13

25

8

6

46

4I

38

36

34

30

柳叶菜科 0nagraceac

旋花科 Con、 oIvulaceae

列当科 0robanchaceae

桦木科 Betulaceac

端香科 Thymelaeaceae

麻黄科 Ephedraceae

槭树科 Aceraceae

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

柽柳科 Tamaicaceae

鹿蹄草科 Pyrolaceae

松 科 Pinaceae

柏 科 Cupressaceae

蓝雪科 Plumbaginaceae

山萝 卜科 Dipsacaceae

亚麻科 I~in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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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科  名

Name of Family

兰 科 0rchidaceae

百合科 Liliaceae

伞形科 unlbel△ferac

蓼 科 Polygonaceae

杨柳科 salicaceae

唇形科 Labiatae

紫草科 Boraginaceae

藜 科 Chen()podnceae

含 lo-20种 的科 〈共 7科 )

Families with lO-20 species(7 Fam.)

报春花科 P“ mulaceae

窑粟科 Papaveraceae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茹 科 solanaceae

景天科 Crassulaccae

小檗科 Berberidaceae

灯心草科 Juncaceae

含 2-9种的科 (共 41科 )

FaⅡulies with 2-9 specles

蒺率科 zygophyllaceae

锟牛儿苗科 CCraniaceae

桔梗科 Campanulaceae

杜鹃花科 Eicaceae

堇菜科 Violaceae

大运没科 Euphorbiaccae

茜草科 Rubiaceae

败酱科 Velerianaceae

荨麻科 urticaccac

矛矛科 Celastraceae

鸢尾科 I“daceae

(41 Fam.)

仅含 1属 1种 的科 (共 14科 )

Familles with l genus&.l specics

桑 科 Moraceac

扛香科 santalaceae

芸香科 Rutaceae

凤仙花科 Balsaminaccac

芍萄科 Viaceae

全丝枕科 Hypencaccae

杉叶藻科 Hippuridaceae

山茱萸科 Cornaceac

马钱科·Loga“ aceae

花葱科 Polemoniaceae

马谅草科 Verbenaceae

五福花科 Adoxaceae

泽泻科 Alismataceae

去蓣科 noscoreaceae

效
o
f
e
s

·
 
k

种

№

ρ

3

3

3

(14 Fam.)

北祁连山与广大的青藏高原面相比,被子植物科的顺序大体上相同,也以北温带广

布的大科为首,但是一些在喜马拉雅地区种类丰富的科,如报春花科、玄参科、龙胆科、

杜鹃花科及虎耳草科,种数相对减少至比较低的位置,而兰科、忍冬科的位置却往前挪

动,新添了一些高原上没有的木本科,如槭树科、葡萄科、山茱萸科、绣球花科、山梅

·71·

属 效
No. of

Genera

数
o
f
i
e
s· 

 
t

种

№

螂 Name of Family

科  名 属 数

No. of

C)encra

17

12

17

5

2

16

11

11

29

29

27

27

27

26

24

23

胡蕨子科 Elaeagnaceae

木杯科 01eaceae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倌 科 Ulmaceae

五加科 Araliaceae

萝本科 Asclepiadaceae

碧:沫科 Lentibulariaceae

眼子莱科 p。tam。 getonaceae

浮萍科 Lernnaceae

远志科 Polygalaceae

鼠李科 Rhamnaceae

锦癸科 Malvaceae

紫葳科 Bign。 nlaceae

香泔科 Typhaceae

小:麦I冬·科 Juncaginaceae

18

15

15

11

11

10

10



花科和马钱科等等。也像广大高原面一样,完全缺乏原始的科 ,如罗汉松科、杉科、银

杏科、木兰科等等。即便古老的木本科中也缺乏原始的属 ,属 中所含种类也少,如广布

于 北温带和热带 山地 的松柏类植 物完全没有原始 的冷杉 属 (^铴s)和 油杉属
(K幽纟J幽w),而仅有云杉属 (P亻‘.夕 )及松属 (P2P2〃s),属 内仅含 2或 1种。

2· 属的分布类型

根据种子植物 431属分析,可 以归人 13个分布类型及其变型 (表 2):

表 2 北祁连山地区种子拉铀0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2  
·
rlle dtstributior patter△ s oF sper〗m.‘ ltop△ytic gener‘ l of lBet-Clilianshml

-、 1·
·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二.热带分布型 T氵0pic

2· 泛热带分布 Pantropie

4·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old woFId t△opic&.its subtype

7· 热带亚洲(印度一马来西亚)分布

TroplcaI Asia(Indo-Malesia)

三、温带分布型 Temperate zone

8·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N temperate&its subtypies

9· 东亚和北美洲同断分布

E Asia&N Amenca disjuncted

lO· I日 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old world temp 8 1ts subtypies

l1· 温带亚洲分布

Temperate Asia

12· 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Meditel△ anea,W· A~sla to C Asia 8.its subtypies

,的分布区类型

Ehstribution patterns

13· 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Centa1 Asia&its subtypies

14·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East Asia&its subtypies

15· 中国特有分布

Chincse Endemic

占总属数的百分数 (%〉

occupyii18· percentage of the tota1 1genera

14.2

6,3

5.l

o.7

o.5

79.6

39.7

3.o

13.9

5.8

4.2

5.3

5.3

2.3

总计 Total

分表中序号依吴征镂先生 (1991),

T1·1c distribution.pattcrns:1】△nlbers inl t1· le tat)le are aceordin8.to Wu zIlengyi 〈1991)。

曰 饮

No, of

genera

61

27

22

343

171

13

6()

25

18

23

lo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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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广布 这一类型在北祁连山有 61属 ,占总属数的 14.2%,归 32科 ,其中

含 3-5属的科有菊科、禾本科、唇形科、十字花科、毛茛科、藜科、兰科及莎草科。其

余 24科仅含 1-2属 。所有的居均为多种局,大多数是中生草本 ,如蓼属 (PoJygo`z″勿)、

毛茛属 (Ro刀 勿c″J″s)、 黄芪属 (^“mg‘zzz‘ )、 龙胆同 (Ge″ rz。 7:口 )、 早熟禾同 (Po@)及

苔草属 (C″留)等 ,它们遍及整个山体,是各类植被类型的主要组成成分。其中有些属

的种如珠芽蓼 (P· 讪 切口勿仞)和 圆穗蓼 (P.″@cr。p”JJ叨叨),甚至在高山植被中是建

群种或优势植物。有些水生属或沼生属,如蔗草属 (sc|rp″ s)、 灯心草属 (J″叼czs)及眼

子菜属 (P泐″o〃彦勿)等分布也很普遍 ,是沼泽植被的主要组成成分。本本属很少,只

有悬钩子属(R″扬s)及鼠李属 (R尼 @勿膨s),在灌丛中或林下常见。藤本的铁线莲属(C扬砌 一

“)也常见于林缘、灌丛或山沟、河滩。由于世界分布目在区系分析时很难确定区系特征 ,

根据许多学者的意见,在统计分析时应予扣除。

(2)泛热带分布 这一分布类型在北祁连山有 22居 ,占总同数的 5· 1%,归 16科。

其中禾本科含 6属 ,其余 15科只含 1-2居。仅 3个少型属,曼陀罗属 C切z'口 )、 棒头

草属 (Porypog″ )、 虱子草属 (Tr。gzs)。 泛热带分布的属虽然主要分布于南北半球的热

带地区,然而有些属也向南北伸展到暧温带或温带地区。出现在北祁连山的全部泛热带

属均属后一种情况 ,它们主要分布在北祁连山的东段,生于低海拔、温暖的地边、河滩、

灌丛或林下,稀生于高山。大多数是草本,有 12属 ,如大戟属 (E″p△拥场 )、 打碗花属

(a”业g沏 )、 白前属 (C,,9伽腕″勿)、 白草曰 (P幽庇s砌″)、 狗尾草属 (s汕冖口)、 虾脊

兰属 (C伽 切)等 ;少数是木本及藤本 ,有 5属 ,即卫矛属 (Ezomy·″z∶9)、 醉鱼草居

(Bz羽勿忉 )、 朴属 (Ce``泌 )、 薯蓣属 (a。sc。
'勿

)及麻黄属 Gp助d″ )。 麻黄同是分类上

孤立和古老的属 ,在北祁连山有 5种 ,生于高山草甸,有时在石质高山上成群生长,与

上述其它属不同。

(3)旧世界热带分布 分布到北祁连山的旧世界热带类型及其变型有 3属 ,占总属

数的 0· 7%,归 3科。像泛热带分布类型一样 ,在北祁连山的旧世界热带属也是由热带向

温带伸展来的,但其种数却显著少于前一类型。本类型在北祁连山分布的 3属中,各含

1-3种 ,且不常见 ,如槲寄生居 σ :sc叨″),仅见于祁连山东段的杨树和榆树上;天门冬

后 (Asp夕叼g泌 )有 3种 ,偶 见于河滩潜丛或油松和桦树 的混交林下;百 蕊草属

σ切磁 勿)也只生在河滩、山坡草丛或针茅草原上。

(4)热带亚洲分布 虽然热带亚洲分布类型及其变型在我国植物区系中占有最高的

百分比 (18· 8%),然而这一分布类型向北分布到温带的属并不多,分布到北祁连山的仅

2属 ,即蛇莓属 (D″加sヵ勿,蔷薇科)及苦荚菜属 (r″″s,菊科),仅占总属数的 0· 5%。

它们偶然出现于 2500米左右的山沟或坡地。

(5)北温带分布 北温带分布类型及其变型是北祁连山植物区系中最丰宫的地理成

分 ,占有最大比例,有 171属 ,i占 总属数的 39· 7%,归 47科 ,主要是温带和世界性的大

科 ,其中含 5属以上的科有禾本科 (24)、 菊科 (13)、 苷薇科 (13)、 兰科 (lO)、 十字

花科 (10)、 毛茛科 (9)、 百合科 (7)、 龙胆科 (6)、 伞形科 (5)、 虎耳草科 (5)及玄

参科 (5)等 。

出现在北祁连山的北温带分布类型及其变型不仅在区系中占了最高的百分比,而且

其中的一些属的种是构成该地区几乎所有植被类型的建群种或优势植物。本分布类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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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草本植物特别丰富,木本植物却比较贫乏。在 173属 中草本有 1在6属 ,木本仅 27

属。乔木如云杉属 (P泌臼 )、 松属 (P9力泌)、 桦木属 (Ber″缸)及杨属 (P‘〉p″″s)是构成

祁连山针叶林、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建群植物;灌木如委陵菜属 (Po比 22f″地)`杜鹃属
(R△耐材御dr。,2)及柳属 (soJ:r)是 青藏高原主要灌丛的建群或优势植物,此外,小檗属
(B纟

'3口
仍 )、 花楸属 (sor犭氵‘5)、 苷莜属 (Ros口 )、 枸 子唇 “玩诩臼:9rer)、 茶蔗子属

(R仂s)、 绣线菊属 (s歹幽 )及忍冬属 (勤″|c纟阳)等也常是灌丛的重要组成成分或林

下植物。草本植物中主要的单子叶植物有嵩草属 (Koar纟s,口 )、 针茅属 (s彡巾口)、 披孩草属

(E0″″s)、 发草属 (Desc△ c″ps汤 )及葱属 (^〃砌动 等;主要的双子叶植物有草莓属

(F'口 g色″口)、 事苈属 (Dr。扬 )、 虎耳草属 (s″″杨夕 )、 紫堇属 (Co叩扬 J亦 〉、乌头属

(△ co刀 :莎z″ )、 飞 燕 草 同 (D吻加
`::z9″

)、 岩 黄 蓍 属 (H刃9″勿0、 马 先 蒿 属

(Pe涉cazJans)及 风毛菊属 (s幽“″即)等等 ,都在高山植被中起着建群作用或为优势植

物。花大而美丽的绿绒商居 (Meco99ops`()及百合属 (L:切″)植物挺立在满山的灌丛中

很能形成地区特色。兰科植物十分发育,是林下草本层的常见植物,主要的有凹舌兰

(CoeJogJossz″ )、 红门兰 (orc助 s)、 火烧兰 (Ep|pac泳 )、 舌唇兰 (PJ@r刎杨印)及绶草

(spJ″刀腕纟s)等。

北温带分布类型及其变型的另一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属是含 10-100种的中等属,而

单型居和少型属很贫乏,在北祁连山仅有 12属 ,占本类型属数的 7· 0%,而且这些属在

系统位置上是相对年轻的。常见的有五福花属 “掘 口)、 舞鹤草属 (″加婉 切勿切勿)、 凹

舌兰屑及兜被兰属 (Ⅳ e。历@″切),出现在阔叶林或针叶林下,海乳草 (G助zE)、 南草

⒅ oc尼勿@″″口)生长在水沟边或河滩沼泽地中,荠属 C印seJ场 )是地边、荒野温暖地方

的常见植物。

北温带分布类型在北祁连山有 4个变型,即环极分布、北极一高山分布、欧亚和南美

洲温带间断分布以及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间断分布。环极分布仅 1属 (单侧花属

o枕 :JI么 ,鹿蹄草科),偶见于祁连山东段桦本或云杉林下;北极一高山分布有 7属 ,即金

莲 花 属 (T'oJJ啷 )、 红 景 天 属 (R杨拓此 〉、兔 耳 草 属 (厶名沈 )、 北 极 果 属

(^'coos彻 c幻Jos)、 山嵛菜属 (E口加e″口)、 冰岛蓼属 (K″’:,g,@)、 肉叶荠属 (B吧昭),均

是高山植物的典型代表,出现在高寒灌丛、高山草甸及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中;欧亚和

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有 3属 ,即火绒草属 (冫仞矽opo涉″″)、 看麦娘属 ⑺ Jo″“r″s)及

赖草属 (Ly″〃s);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间断分布较多 ,有 33属 ,以禾本科 (6

属 )、 龙胆科 (4)及石竹科 (3)含的属多。常见植物有卷耳属 (Cems砌″)、 女娄菜属

(szJe″ )、 唐松草属 (T肪
`|c`彬

`,a)、
金腰子属 (C讫勺sospJe,a。“″)、 柴胡属 (B妒切 砌“,z)、

婆 婆纳属 (V(9ro72zm)、 异燕麦属 (H召

`:c`o加

c△o刀 )、 落草属 (Ko(9Je″口)及 孩茅 属

O`cc:,I纟
`JI口

)等。龙胆科的还属:獐牙菜属 (szt`(叼 .昭
)、 花锚属 σ杨腕 核)、 假龙胆属

C勿腕″
``@)及

喉毛花属 (α羽口s彦o勿口),也比较常见。獐牙菜属在龙胆科里其分类地位

是比较原始的,全世界约 150种·间断分布于欧亚、北美和东非高山,但主要产于我国

和喜马拉雅山区 (约 120种 )。 其余的 3属与獐牙菜属相比是相对进化的,假龙胆属约 125

种,间断分布于北温带和澳大利亚一南美洲,分布中心在南美洲,我国仅 9种 ;喉毛花属

有 15种 ,也分布在北温带及南美洲,但分布中心在我国,有 9种 ;花锚属约 100种 ,主

要分布在北美洲西南部及拉丁美洲西北部,少数种分布在亚洲及欧洲,我国仅 2种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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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广布全国。这 4个属可能均发生在热带美洲和旧大陆没有分离以前,后来分别在中国

一喜马拉雅或南美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分布中心。

(6)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北祁连山属于这一分布类型的属很少,只有 13属 ,占

总属数的 3· 0%,归 11科 ,除豆科及蔷薇科各含 2属外,其余 9科各含 1属 ;13属 中本

本属有 2属 ,即八仙花属 (r影J砌″
'口

)及珍珠梅属 (s%3@″口),生于祁连山东段山沟杂

木丛或林缘。草本有 10属 ,其中黄华属 (T肪御∞sz‘ )、 胡枝子居 (冫矽〃四口)生于林

下、干旱 山坡或河滩 ,而 莛子底居 (T^os砌″)、 鹿药属 (s励
`么

cJ,:口 )、 靖埏兰属

(T″Jo`Is)及督甲草属 (C″勿切 )则生于桦木或云杉林下。

(7)旧世界温带分布 这一分布类型及其变型在北祁连山有 60属 ,占 总属数的

13· 9%,仅次于北温带分布型及世界广布型的属 ,而居第 3位 ,归 21科 ,以菊科 (12

属)为首,其次是以地中海地区为优势分布的唇形科 (9)及伞形科 (5);以 地中海区或

地中海至中亚为分布中心的川续断科及柽柳科也各合 2属 ,因此,北祁连山的旧世界温

带分布类型同样也具有地中海及中亚区系的特色。同时单型属及少型属比较贫乏,有 12

属,占本分布类型及其变型的 18· 3%,较北温带分布类型中的比例 (7· 0%)为高,而且

绝大多数是草本 ,因此它也具有北温带区系的一般特色。

本类型的分布是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典型的旧世界温带分布属,在北祁连山主要

有芨 芨 草 (^c乃,四切抑 )、 鹅 冠 草 (R″ g″钔口)、 侧 金 盏 花 (^'。9:ts)、 扁 果 草

(rs。勿砀″)、 峨参 “庇△nsc哪)及柒吾 (I0g″拓砌 )等属。而有些是主要分布在温带亚

洲,仅个别种延伸到北非或至热带亚洲 山地,主 要有水相枝 (奶历m″口)、 瑞香

σh沈″)、 沙棘 (″appop肠 e)、 香蓿 (E舢。
``z拒

)和丁香 6”h印)等曰。还有一些

属 主要分布在地中海、西亚或中亚,有柽柳科的柽柳 (%仍么″茁)、 唇形科的筋骨草

g咖驷 )、 糙苏 (P无Jo″●s)及菊科的飞廉 (Co材″zs)、 麻花头 6^印
`″

拟)等属;或有

些种类延伸到北非,有豆科的草木棒 (肱纟J。Jor” )、 唇形科的宝盖草 (冫勿fz″ )和百里香

属 (T勿·″zs)或延伸到东非山地,如川续断居 (D:ps″泌,山萝 卜科)和荆齐属 Q恸劭@,

唇形科)等属,这些曰在植被组成中都起着不太重要的作用。

本分布类型有 3个变型,都们于欧亚温带的南方,即地中海、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分布变型以及欧亚和南非间断分布变型。在北祁连山地区第 1

变型中有 5属 :鲜卑花(s沥″幽 )、 巴旦杏α″秒g幽zzs)、 窃衣 (TonFis)、 天仙子 (fO.os9。 -

″⑾ 及鸦葱属 (sco'z()`9e叼 ),其中鲜卑花是高山灌丛的优势植物;第 2变型有 2属 :茄

参 (M@9I'mgor口 )和 摩苓草 (M。n刀口);第 3变型有 3属 :苜蓿 (拓材ac口 go)、 蛇床

(C磁切 勿)及莴苣属 (I忽 c`″印)。

(8)温带亚洲分布 这一分布类型在北祁连山有 25属 ,占总居数的 5· 8%,归 17科 ,

除豆科、十字花科、苗裱科各含 3属 ,菊科、毛茛科含 2属外,其余 12科均各含 1属。

绝大多数是草本 ,有 20属 ,在植被组成中起一定的作用,如大黄(R切口″)、 异蕊芥(D扬。
'-

p`〕 osre″‘),i)、 无尾果 (CoJ〃砌 )、 米口袋 (G″eFdeヵ5″刃砌 )、 狼毒 (s渤ze抑 )、 附地菜

(T″g诩 o彦,s)及细柄茅 (P`zJ@gros`ts)等 居。木本仅锦鸡儿 (a抑g″口)1属 ,在北祁连

山有 8种 ,其中鬼箭锦鸡儿 (C· 丿z况勿)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锦鸡儿灌丛的建群种。

本类型的大多数属分布于亚洲温带的北部,即从中亚到西伯利亚或亚洲东北部,特

别是单型属或少型属,在北祁连山有蓝堇草目 (冫pr。p,″ m)和细柄茅属 (P庇昭Ⅱos‘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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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属则有些延伸,如石竹科的孩儿参属 (Ps勿

'os叨
拓″@)从青苡高原,经过华北、东

北至东西伯利亚及经华东到日本。锦鸡儿属分布在东欧和亚洲,我国产于西南、西北、东

北和华东,但分布中心在中亚。

在北祁连山除特有属外 ,本类型含的单型属和少型居较所有分布类型都多 ,计 15属 ,

占本类型属数的 60%,不过这并不表示这一类型的古老性 ,相反,表现出它们比较年轻 ,

因为大多数的单型属和少型属是从北温带或世界广布的大属中衍生出来的年轻成分。如

亚菊属 g咖″叼)是艾菊同 (To7o诩″″)的衍生物,细柄茅属是针茅属的衍生物,瓦松

属 (o硒勿c”s)是景天属 (s纟幽″)的衍生物。

(9)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这一分布类型及其变型在北祁连山的属不多,仅 18

属,占总属数的⒋2%,归 12科 ,其中十字花科和蒺藜科含 3属 ,紫草科、佗牛儿苗科

各含 2属 ,其余 8科各含 1属。单型属和少型属有 9属 ,占本类型厨数的 50%。 这一分

布类型及其变型在北祁连山常见的有骆驼蓬 (P馆伽z勿 )、 离蕊芥 (Mo`搁″拓)、 念珠芥
(⒎”汤

'z口
)等 属,是 荒漠 化 草原 的优 势植 物;森 倒 牛 (B″拓 s历磁 )、 狼 紫 草

(I/opsfs)、 阿魏 (肠磁 )等属生于河滩、地边或干旱山坡沙质土壤中;薄蒴草 (助仍¨历-

cJ彦s)、 糙草 “ spc″ go)、 芝麻菜等属 C″co)为农田杂草;角茴香属 (Hypec0叨仞)常

生于撩荒地上。

(10)中亚分布 这一分布类型与前一类型有些相似,但它的分布范围只限于中亚
(特别是山地),而不见于西亚和地中海周围。也与后一类型一样 ,在北祁连山含的属不

多,计 23属 ,占总属数的 5· 3%,归 16科 ,其中禾本科 (5属 )、 菊科 (4)、 十字花科
(3)、 藜科 (2),其余 12科各含 1居。单型属和少型属的比例较前类更高,有 17属 ,占

本类型属数的 73· 9%,其余的属均是小型属。

本类型的居几乎都是草本,仅个别为半潜木。其中不少的属是从古地中海或北温带

广布的多种属里分化、衍生出来的。如蓝雪科的刺矶松属 (PJ勿扬岁肠 )从蓝雪唇 (PJz″ -

留go)衍生而来,紫草科的长柱琉璃草 (L|″拓JoF口)从琉璃草属 (C驷咖 多″)、 禾本

科 的钝基草属 (T扬 o″n。 )从芨芨草属衍生,以 及菊科 的两种半灌木小甘菊属
(a″ m,:z口 )及紫菀木属“ s‘Ⅱo庞口″″灬)分别由草本属紫菀属(几

`(9r)及
文菊属σ卸oce-

`″

勿)衍生出来。因此,该分布类型显然是北温带或古地中海成分在中亚山地的分化和发

展,是一个亚洲内陆高原高山比较年轻的成分。

本类型的属在北祁连山常见的有双脊草 (DzJop△初)、 高原芥 (o”“砒o、 假耧斗菜
(Po袍 gzzJeg:口 )、 扇穗茅属 (&砌切切场 )及垫状植物柔子草属 σ勿拓cosp(,彻″仞)等 ,生

于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中;紫菀木、小甘菊及栉叶蒿等属 (``7eop河 脑切)生于干旱山坡

荒漠化草原中;扁宿豆 (MeJ″o彦o:滋 s)、 迷果芹 (sp切

`Jer∝

口rp吓 )、 刺矶松等同却生于潮

湿的地边或撩荒地上。因此,出现在北祁连山的中亚成分的特征并不典型、突出。这还

表现在科属组成上 ,十字花科、伞形科并不发达,而且完全缺乏藜科和唇形科植物;在
生物学特征上,旱生植物不多,相反,大多数植物是中生植物。

(11)东亚分布 这一分布类型及其变型在北祁连山有 23属 ,占总属数的 5· 3%,归
15科 ,其中菊科 (4属

)、 紫草科 (3〉 、禾本科 (3),其余 12科各含 1属 ,没有显著占

优势的科。单型属和少型属有 11属 ,占本类型属数的 在7· 8%。 23属中,东亚分布类型

有 8属 ,其中木本属有 2属 ,即典型的东亚分布式样的五加属 α co`,″△op口刀口r)及莸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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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叻″ns),草本有 6属 ,即党参属 (6J诩∞szs)、 狗哇花属 G汤纟mp矽,zs)、 黄鹌

菜 属 (y。z,ag拓 )、 斑 种 草 属 (B汕″osper叨 z`,7)、 败酱 属 臼″″拓0及 山茛 菪 属

“湘 ‘杨s)。 其中仅斑种草及山莨菪 2属是少型属,是其广布属的衍生物 ,如山莨菪就是

由旧世界分布型的赛茛菪属 (sc。po肠 )衍生而来。

本类型在北祁连山有二变型 ,即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变型和中国一日本分布变型。前者

有 14属 ,其 中单 型属 和 少 型属有 9属 ,即 星 叶草 属 (Grc夕幽srer)、 桃 儿 七属

(s扬op犯o夕幻‰ 祝)、 无 隔芥 属 (s`。 z刀彦o彳拓肠 )、 臭 樱 属 0彷拢汤汤 )、 兰 石 草 属

〈I饣″c绍 )、 绢毛菊属 (sm幽 s)、 毛蕊草属 C切
`99幽

)、 三蕊草属 (P吻扬扬″庞o刀拓=
sI`〃杨幽 )及兜蕊兰属 “″d9(,c(,r,s)。 星叶草现为东亚分布的特有单种科 ,是形态特征

比较原始的 1年生草本,在北祁连山偶见于 2500-3500米的圆柏林下或树下,以及河

滩中沙棘林下,时常在沙棘林下形成单一的草本层。兜蕊兰也偶见于针叶林下,兰石草

和桃儿七却比较常见 ,生于河滩、山坡草丛及林下。多种属中常见的有垂头菊 %幽 -

腕裙扬
`冫

7)、 东俄芹 (To绍〃∞)及微孔草属 0仿r。z拓 ),是高山灌丛、高山草甸及高山

流石坡稀疏植被的重要组成成分。后者仅有软紫草属 “励召历c),但在本区很不发育 ,仅

生于低海拔地区的阳性干旱山坡 ,呈零星分布。

表 3 中国特有属在北祁连山地区的地理分布

Table 3  The distI1butions of Chi△ ese ende△ lic genera of Be1-Qilianshan

(13)

湖

特 有 属 8enera

高山豆属T|励氵。

马尿泡唇 P″诩 s″。

羽 叶 点 地 梅 属

羌 活 属 咖 ug,″,″

毛冠菊属 批 :`:″og切咖s

华蟹甲草属 sinac夕′|夕

合头菊属 s`·9c‘汤汤f“勿

黄冠菊属 X夕″功Ⅱ妒p″ s

虎榛子属 0s″yopsis

北

+

〈1) Bei-Qilianshan; 〈2) X.izang; (3) 
·
Yunnan. (4) Sichuan; (5) Qinghai; (6) (3ˉ ensu; (7) shaanxi; (8) Ningxia;

(9)shanxi;(】 0)Hcbei,(11)Neimenggu;(12)N E China;(13)Hubei

(12)中 国特有 北祁连山的特有属不多,只有 10属 ,占总属数的 2· 3%,其中仅 1

属是本区的特有属,余者 9属是与其它地区共有的特有属 (表 3)。 以与四川、青海和甘

肃共有的最多,有 9属 ,其次是与西藏和云南共有的分别为 8或 6属 ,与陕西共有 4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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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其他北方省区共有的只有 1— 3属 。

这 10个特有属除毛冠菊属 (约含 8种 )、 合头菊属 (约含 6种 )2属的种较多外 ,其

余 8属均是单型属或含 奎一5种的少型属。在系统位置上,这些多数是比较进化、年轻的

新特有属 ,不少的是由其广布的近缘属衍生而来。如祁连山特有属— 穴丝草属(6纟

`o冫

ze-

叨@)在形态上与北温带分布属
—

葶苈属裸茎组 (Dr。扬 sect.C尼印s耐杨扬)十分相似 ,

二者均为多年生低矮丛生草本 ,叶大部分基生呈莲座状,花密集成头状花序,短角果 ,但

穴丝草属的花丝向基部明显加宽、中空,短角果多不开裂 ,植株于花期时营养枝发达,而

葶苈属裸茎组的植物花丝向基部稍宽、实心,短角果开裂,植株于花期时无营养枝。显

然 ,穴丝草较葶苈属特化,是明显的高山特化属。极有可能,它是在祁连山大幅度的隆

升 过 程 中 由葶 苈 属 进 一 步 分 化 形 成。同样,青 藏 高 原 特 有 属—
马尿 泡 属

(P/z勿河扬 )ˉ是由欧亚分布的赛莨菪属 (sc叻o肠 )分化出来的,羽叶点地梅属 (Po
″砌 s。″)是由北温带广布属—

点地梅属 (A刀涉osc“ )、 毛冠菊属 (Ⅳ夕72刀ogJo历s)是由

世界分布属—
千里光属 (se″″o)、 合头菊属 (sy刀 m`口汤zc够勿)是由旧世界温带分布属

—
莴苣属 (屁砌 m)、 华蟹甲草属 (sf励切 泗)是由东亚一北美间断分布的蟹甲草属

(Cac@切 )分化出来的等等。

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特点

在经过植物区系成分分析之后,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普通的结论 :

表4 北祁连山地区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比较
T.able 4  ∶Bel~Qilianshan generm a△ d species in co】 tparisoⅡ

".ith those in the adjace△
1 regions

种 species

地   区

Regions

种相似系数

spccies

sim△ar

index

北祁连山 Bei-Qilianshan

唐 古 特 Tangut region

中国华北 North China

马 衔 山 Maxianshan Mt

贺 兰 山 Hclanshan Mt

柴 达 木 Chaidam region

中亚荒漠 C Asia dcssert

o.877

0.632

o.537

o.362

o.269

0.262

0.128

o.369
豪新草原

R`Ion-Xin

grassland

属 Genera

总属数

Total

属相似系数

Genera

sirnuar

index
Total

与北祁连共有

species in

Coinnlon With

Bci-Qilian

还31 1221

356 o.826 2058 lO71

1346 o.逐83 7962 772

lO03 301 o.698 3650

335 246 o.571 62衽 +

285 238 0.552 329

303 o.452 702+ 320

96 o.223 190 128

361 114 0.265 1079 156

内蒙古Neimenggu 5C)6 309 o.717 1423 150

新疆 Xinjiang l12 61 o.1饪 2 21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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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断 山 Hengduanshan Mt.

六 盘 山 Liupanshan Mt.

o.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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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era ln

conlnlon with

Bei-Qilian
|

|

528

208

656

442

|612+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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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北祁连山的植物区系成分中,北温带成分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并有丰富的

旧世界温带成分,使这个区系具有明显的北温带性质。

(2)北祁连山植物区系的高山特化、旱化适应现象很突出,使这个区系有明显的南

山南原特色。

(3)在北祁连山植物区系中,世界广布属占有相当高的百分比,仅次于北温带和旧

世界温带成分而居第 3位。但在种类组成上缺乏古老原始的属,大多数单型曰和少型属

是它们广布的近缘属的衍生物。特有属很少,限于祁连山系分布的仅有穴丝草属。这些

事实说明北祁连山植物区系是一个年轻的、衍生的区系。

三、植物区系关系分析

为了比较北祁连山与其它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程度,我们选择了唐古特地区、横断

山地区、华北地区、中亚荒漠地区、蒙新草原地区、柴达木地区、马衔山 (包括兴隆

山)、 六盘山、贺兰山等毗邻和邻近地区进行对比分析。

1.共有属及共有种分析

从表 4看出,北祁连山地区的植物区系与唐古特地区植物区系、华北地区植物区系

及蒙新草原地区中的内蒙古地区植物区系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唐古特植物区系 ,两

者之间共有 356属 ,其中 9属为中国特有居,共有 1071种 ,属、种的相似性系数分别达

到 82· 6%和 87· 7%.但是北祁连山植物区系特有种极贫乏,仅 17种 ,另有 24种是与唐

古特地区所共有的唐古特地区特有种。

从北祁连山地区植物区系与毗邻和邻近地区植物区系属的相似性系数比较中可以看

出:华北地区植物区系及内蒙古草原地区植物区系与本区的关系要比横断山地区植物区

系的关系密切。本区区系与这两个区系的属的相似性系数分别为 69· 8%和 71· 7%,明显

高于与横断山植物区系的共有程度 (在 8.3%)。 横断山植物区系对本区区系的影响减弱可

能是受到一系列北西西一南东东排列的、近乎平行的山脉阻碍所致。这可以从本区东段具

有较丰富的木本属得到证明。而北祁连山地区植物区系与柴达木地区、蒙新草原地区中

的新疆草原地区和中亚荒漠地区的植物区系关系很微弱。它们与本区区系的属的相似性

系数均不到 30%,但在本区的西段 ,它们的关系略微加强。

从北祁连山地区植物区系与邻近地区种的相似性系数比较看出:本区区系与横断山

地 区植物区系、华北地区植物区系和内蒙古草原植物区系种的相似性系数分别为

63.2%、 53· 7%及 36· 9%。 虽然种的相似性系数在一个地区的区系分析中的重要性不如

属的相似性系数,但在这个地区中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个地区的种的组成。因此,从

种的组成上不难看出,北祁连山植物区系显然与横断山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最密切,华

北地区植物区系次之。而与柴达木地区植物区系、中亚荒漠地区植物区系及新疆草原地

区植物区系在种的共有程度上最小,故关系疏远。

造成本区的区系与横断山地区植物区系在共有种和共有属的比例上相差甚远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末期冰川作用下 ,北祁连山山体的逐渐抬升和一

系列北西西一南东东排列山脉的形成,使得北祁连山地区的气候趋于高寒、干旱、多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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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致使一些华北成分逐渐减缩其分布区,并逐渐集中于本区东段相对海拔较低、较

温暖、湿润的河谷地带,并保留了下来。相应地,在如此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由横

断山地区分化出大量的、适应高寒、干旱、多风、强辐射等气候条件的类群逐渐侵人北

祁连山地区,丰富了本区种的数目,形成了今天这种东段丰富、西段较贫乏的种的分布

格局。

综上所述,北祁连山地区植物区系显然是唐古特地区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但同时受

到砒邻地区或邻近地区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的影响。北祁连山地区可以看作是联系着

横断山地区植物区系、青廒高原及唐古特地区植物区系 (中 国一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和

青藏高原植物亚区)与华北地区和内蒙古草原地区植物区系 (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和

欧、亚草原植物亚区)的过渡地带之一。

2· 植被类型及其优势种比较

北祁连山的植被类型有森林、高寒灌丛、高寒草甸及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森林为

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针叶林主要是青海云杉林 O订印 c犯W乃扬 )、 其次

是青秆林 (P.t″泌o刀″)、 油松林 (P汤洒助扬批 乃
'zazs)或云杉和油松的混交林 ;阔叶林

是桦木林,建群种是红桦 (B砌切 口Jao-“″”‘)、 糙皮桦 (B.幽
`zs)和

白桦 (B.

p切9△四o,或为山杨林 (P∞口J″‘
'〃

切伤口
`ao)。 与贺兰山、六盘山、兴隆山及马衔山的

森林相比,林下的灌木层不甚发育,草本层也较稀少。高寒灌丛主要有 3种类型,即杜
鹃灌丛、山生柳灌丛和锦鸡儿灌丛 ;杜鹃灌丛的建群种是头花杜鹃α方彷记纟刀d冖o99c。夕z`口 -

勿″)、 百里香杜鹃 (R历.`”″f为

`f″

″)及烈香杜鹃 α尼.勿庞矽昭o,9α加z″ ),山生柳
灌丛的建群种是山生柳 (s么

`订
σ加妒杨 ),锦鸡儿灌丛建群种是鬼箭锦鸡儿 @叼驷刀口

`z扬
彻);高寒草甸主要是几种苗草组成 的嵩草草甸,建 群种是矮嵩草 “ d杨sz@

1″勿渐 )、 小 高 草 (K.p比 ″ ″ 口)、 嵩 草 (Κ。 扬肠 材 访)、 线 叶 嵩 草
(K.c矽 :J/z/oJI口 ),

有时珠芽蓼 (Po`绍御″叨vzV”夕″勿)及圆穗蓼 (P.″口cⅡop幻′J口 )也参加共建。高山流
石坡稀疏植被的种类组成简单,植被覆盖率小,优势种不明显,常见的有水母雪兔子
(s勿 “ ″ 叼 勿 刃 ″ s口 )、 鼠 麴 雪 兔 子

(s.夕
妒 杨 磁 )、 矮 垂 头 菊

(C″ ″ 口 ″此 磁 z勿

凡″″切 )、 车前状垂头菊 (C.e`Jzszr)、 短管兔耳草 (厶唔耐s防纟vz`″扬 )、 四浅裂红景天
(R切滋磁 gz口J梯 扬 )、 唐 古 特 红 景 天 α 乃.曰

`g讶
@var.r勿 g勿氵c口 )等 等 。

把北祁连山的植被与临近地区进行比较发现,它与唐古特地区的性质完全一样,而
与其他地区却相差甚远,特别是与柴达木地区植被。后者主要是荒漠成分,以旱生和盐
生的多年生草本、小半灌木或灌木为主,优势种是藜科、蒺藜科、柽柳科植物。贺兰山、
兴隆山只有针叶林有些相似,但这些地区的落叶阔叶林却非常不同,贺 兰山为灰榆林
g切″sr勿cesc勿s)及辽东栎林 Q″

'勿
s肠o`″″岁刀sIs),兴隆山的落叶阔叶林植被也是

以代表华北植物区系的辽东栎林为主;另一方面,这些地区都缺乏青藏高原的高山植被
类型,即缺乏典型的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因此,北祁连山植被表现出与青藏高原植被
整体明显的相似性和广泛的一致性。

综观上述两方面的分析,从植物区系的共有属、共有种以及植被类型和优势种比较
表明,北祁连山植物区系与唐古特植物区系完全一致,事实上,它本来就是唐古特植物
区系的一部分,北祁连山的北坡就是唐古特地区的东北部边界,北祁连山就像一堵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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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屏障一样耸立在唐古特地区的东北边缘,阻挡着中亚荒漠成分向唐古特地区的迁移伸

展,它的东部河谷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像一个宽广的大门,接纳了来自华北区系的一些

种类。

综上所述,从北祁连山植物区系的地理成份、区系性质和区系特点以及植被特征上

都说明了它是唐古特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它的北坡就是唐古特地区的东北部边界。吴征

镒先生 (1983)在 中国植物区系里所划分的唐古特地区东北部边界基本上是恰当的,只

是分界的西端似乎伸展得太远,到达了当金山口。据我们调查,西界以镜铁山附近的石

油河 (97° 25′ E)分界较好,在这个界限以东的植被情况与北祁连山体一致,而这个界限

以西为高山荒漠,其建群种和优势种为:驼绒藜 (&r。矽@Jes c0勿夕。c场 )、 刺叶柄棘豆
(a锣

Ⅱ p峦 口czp幻 ‰ )、 燥 原 芥
(P莎杨 勿 c肠 ″ c诩岭 c幽 s)、 垫 状 风 毛 菊

(s舀″“ ″r幽

夕 z饣′历 力@场 )、 针 茅
(s`炉 曰 sp,)、 小 叶 金 露 梅

(Po`召″ 〃助 夕@~扌为 切 )、 甘 肃 蚤 缀
(⒕″ ヵ@″口

切 刀s″勿 0s)、 鸢 尾 σ 油 sp.)等 中 亚 和 地 中 海 成 分 。

此外,吴征镒先生所划分的唐古特地区北界似乎是以河西走廊的公路为界,这似乎

扩张的也太远。据我们调查,以北祁连山山体北坡为界,其东面海拔大致在 1800米 ,西

面在 2500米 ,除去山体以下的山前洪积扇至公路大致 20— 50公里地段,这个地段的植

被为荒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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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1 BEI-QILIANSHAN FLORIsTIC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NORTHEAsTERN MARGINE OF TANGUT FLORA

H。
·
ringn。ng, Liu shangwu, Lu X.uefeng and E)eng E)e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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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Qilianshan flora is situated at a juncture of several floral sub-regions.Anatysing

the floristic elements of this region,∶ Bei-Q11ianshan flora is a part of'rangut flora and ap-

parently shows thc nature of tenlperate zone. The north side of|Bei-Qilianshan is the

north.eastern margin.e of'rangut flora.Comparing th.e con1mon.gen.era and species of Bei-

Qilianshan flora with those of adjacent regions,there is a close affinity betw· een the|Bei-

Qilianshan flora and Nˉ China flora on the c° n1mon genera;but contraposition to the conl-

mon species, this region l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I.1engduanshan flora, while the

infltlence of flora of Centra1 1⒋.sia is rathcr、″eak.

Key w.ords: Floristic analyscs; Bei-Qilianshan; Northeastern inargine; T· angu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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