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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被在空间分布上受地质、地貌及大气环流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特有的分布格局。应用分

析对比的方法,讨论了肯海与黄土南原植被类型的异同,日 月山 (龙羊快)以西为青该高原的

高寒淮丛、草甸;日 月山 (龙羊快〉以东为黄土高原温性森林草原。把青苡高原与黄土高原的

分界确定在日月山。

关键词 :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植被;界线

第四纪的历史不过 300万年左右 ,只相对于我国自然地貌形成的全部历史的一瞬间 ,

在这短暂的瞬间,青藏高原强烈隆起 ,东部平原不断沉降,自 西北向东南高差 日益增大 ,

三大阶梯即已形成长江、黄河东流而去。在青藏高原的影响下,季风环流形势强化,使

我国东西之间的干湿对比、南北之间的冬温差异增大。这种以地形、热量、水分为条件

而形成的三大自然区域,即东部季风区、蒙新高原区和青藏高寒区,其 自然地带的分异

更为复杂。

李龙吟等 (1994)给黄土的定义为 :“黄土是第四纪时期,在干旱和半干旱的气候条

件下 ,曲多种营力和黄土化作用形成的黄色土状堆积物
”
。景可等 (1993)认 为 :“黄土

高原可以简单的定义为,在高原地貌的基础上 ,具有一定厚度的黄土连续分布的区域为

黄土高原
”
。还提到 :“ 至今,尽管对黄土高原理解不一致 ,但各家可圈定的范围出人并

不大;分岐比较大的是西部界线与东北部界线。具体地说 ,西部以乌鞘怜、日月山为界 ,

还是以民和为界。其焦点是青东地区划人黄土高原,还是归青藏高原
”
。中国科学院黄土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1993)对 黄土高原的空间范围已作了全面的评述。笔者仅从植被

分布规律将 日月山以东的青东地区,划人黄土高原。

从植被分布探讨青藏高原与

黄土高原的分界
·

众 青海省科委、育海省电力局计划项目。

本文 1995年 12月 13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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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东地区主要植被类型和分布特征

黄土高原,不仅地质、地貌不同,而且大气环流差异明显,它 占据着 6个纬度,近
12个经度,无论东西还是南北方向均远离海洋,黄土高原处在季风和非季风影响区的过

渡带,因此,多少均受季风气候的影响,但各地受季风影响程度差异较大,自南而北跨

我国暖温带和温带,从东南向西北有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地带。为此,黄土高原的植

被类型地域性特征极为显著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

(1)气候分带明显 青海日月山以西,位于青藏高原,属高寒气候带,气温寒冷而

较潮润,年均温一般在 0·C左右,最冷月均温一10C(1月 ),≥ 10C的积温 0-300C左

右。日月山以东,位于黄土高原,属温带气候带,由于南北间的热量差别,故有暖温带

与中温带之别。暖温带又可分为嗳温带湿润亚带、暖温带半干旱亚带;中温带分为中温

带干旱亚带和中温带高寒亚带。

(2)年降水的区域性明显 日月山以西的青藏高原的高寒灌丛、草甸区,年降雨量

400-650毫米,由东南向西北递减。日月山以东的黄土高原区,年降雨量为 350-700毫

米,也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3)土壤地域性规律显著 黄土高原的地带性土壤明显受季风气候的制约,其分布

具有由东南向西北变化的规律。同时受地貌和局部自然生境及其农事活动的影响,也出

现了非地带性土壤和耕作上。地带性土壤自东南到西北依次有褐土、黑垆土、栗钙土、棕

钙土、灰钙土和灰漠土。而日月山以东的青东地区为栗钙土;日月山和祁连山东部山体

发育着山地棕壤土、山地灰褐土和山地黑钙土。耕作土为黄绵土和灌淤土。而日月山以

西的青藏高原却发育着高山灌丛、草甸土,其成土过程和土壤特征,与黄土高原迥然不

同。
(4)植被分带明显 根据笔者多年对青藏高原进行植被考察和研究:日月山以西为

青藏高原高寒潜丛、高寒草甸、高寒草原;日 月山以东为黄土高原温性森林草原。现就

该区内植被类型简述如下 :

I.日 月山以西的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甸、草原
Ia· 高寒灌丛

该群落适应寒冷、半湿润的气候条件。优势种为小叶革质常绿的头花杜鹃 GI记.莎

'纟

″Zro,,臼夕切砌勿)、 百里香杜鹃 (R讫.rb″ 0y。JJ″″)、 陇蜀杜鹃 (R】.p″贸o口Js腕)等。

还有高寒群落中的金露梅 (DosIp讫 oo口 /″
`:coso)、

山居柳 (s@J|r@庞″p切 )、 窄叶鲜卑木
(szaz'。 四 口刀g“sr″口)、 鬼 箭 锦 鸡 儿 (C口″ 驷 刀口

`z扬
勿 )、 黑 刺 (″Jppop杨 e'扬 ″ ″‘,:枷s)等

种类组成的植物群落,广布于青藏高原及砒邻地区森林上限的高山带。

1b· 高寒草甸

该群落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独特的植被类型。优势种以

多年生密生短根茎嵩草为主,如小嵩草 (Κ汤
'西

@p叱勿口幽)、 短嵩草 (K.汔叨庇 Jzs)、 藏

嵩草 (K.汤幼∞)、 线叶嵩草 (K.c矽 |`Jzfo`z口 )、 短轴嵩草 (K.p私″″)等。伴生的有
落 草 (K″扬砌 cns掖勿 )、 珠 芽 蓼 (Po`夕 go92″ ″ v:t`9p四 ″ 叨 )、 高 山 唐 松 草 (T杨J|cr〃″

口勿氵″“″)、 矮大黄 (R切″叨 p钐祝
`″

″)、 草黄龙胆 C彻
`切

勿 “″痂″幽)等组成。高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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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广布于青藏高原,也是该区的主要天然草场,多用于冬春放牧。

Ic· 高寒草原

本群落生长在寒冷、干旱、多风的生境里。群落的物种少,主要由寒旱多年生丛生

禾草纽成。优势种有紫花针茅 (s历夕@pzrp″幽)、 紫羊茅 (凡碰″“ ″拓口)、 羊茅 (F·

t尼 :`I口 )、 垂椿鹅冠草 (Roeg,a(9n色
`幽

”)、 冷地早熟禾 (P∞ cry″ op肪场)、 镰形棘豆

⑹劫磁op|s血 Jco勿 )、 垫状点地梅 “力d冖oscce Jop功 )、 沙生商 “″e″,s″ @r纟 ,,口 n口 )。 在

局部湿润地段出现小商草、矮击草和喜马拉雅高草 “ d″‘r么 Ⅱ辽冫VJ幽刀口)。  .
Id· 荒漠化草原

在茶卡、共和盆地和木格滩一带,由于受强风的侵蚀,不少地段被流沙覆盖,土层

薄,并有弱盐渍化出现。分布着以芨芨草⒄ c汔
`溺

切勿 矽Je力加ms)为优势的荒漠化草原。

伴 生种有短花针茅 (sr。@冫e。方夕o'夕 )、 戈壁针茅 (s.g仿m)、 草蒿 (火″纟历“口

d'口c″″c″zs)、 乳 白 花 黄 芪
(As‘袍 驷 J″5留 Joc`切 s)、 青 甘 葱 “ 伤 ″″ przt|⑿口

`‘

加 么ヵz″ )、

醉 马 草 “ c无7渤切 砌 氵″ 访 ″ 夕‘)、 扁 穗 冰 草
(AgⅡ

够 ” o`Icn沏 切 仍 )、 蚓 果 芥
(⒎砌 切

^口

`1口

叨z`Es)、 沙 蒿 (^″纟
`蚀

咖 滋v'`o″″)等。混 生 的 小 灌 木 有 红 砂 (R印切砌 砌

somgonm)、 灌木状小甘菊 C幽c″″@″砌 四
`c功

)、 猪毛菜 (s河so拒 co″J犯 )、 草彷

王 (z,gop幻JJ″″″rⅡ诩@彻″)、 西伯利亚滨藜 (^‘″pJ留 “扬″c。 )等。这些小灌木多生

长在沟谷低地。

I.日 月山以东为温性森林、灌丛和草原

1a· 温性常绿针叶和落叶阔叶林

在大通河下游、湟水、黄河谷地海拔 1750-2200米 的山地阳坡生长着油松 (P·
`az‘

`口

切切咖饧泌 )、 华山松 (P· ar彻2刀历f);在其上部海拔 2500-3100米的阴坡生长有青

海云杉 (P`“。c'凼fo汤 )、 青籽 (P.姒′‘()'I】 )和祁连圆相 (s。历刀o prz“。河s腕 )的纯

林。 阴暗针叶林 破坏后的次生林有山杨 (Pop″刀zs洳磁 @,:口 )、 红桦 ⑴勿 切 口
`况

~

“″msns)、 白桦 (B· pJ″,p``口 )。 亚层有辽东栎 ∞〃 ″s切Ⅱz叨 g纟 7Iszs)、 五裂槭 ““r

ozzt`z”o叨仍)、 陇东海棠 (M四

`″

s切″‘″″sz5)、 山杏 (P″刀zs o御召″J@∞ Var.@洒z)、 湖北

花楸 (sor沅″@切夕栩呸zs)等树种构成的温性落叶阔叶林。这个地区还有人工栽种的青

杨 (P叻“J″sc″切
'ヵ

口)。

Ib.温性漕丛

本群落主要分布在日月山以东的谷地低山,呈块状生长。优势种有虎榛子 (os`'夕 ops沁

d口v:涉御 @)、 秦 岭 忍 冬
(勤,:。 c臼oJ″J切溯 访)、 直 穗 小 菜 (B纟

`扬
″s dow咖 c幻口)、 峨 嵋

蔷薇 (RM o″ e:e,:s“ )、 蒙古绣线菊 (sp栩幽 ″o,agoJIm)、 甘-蒙 锦鸡儿 (C@″g口 ,,`

叻″Je″s)、 水枸子 (Co诊0z2勿s`er″油 |夕″vs)等。

【c· 温性草原

温性草原较高寒草原要求的温度较高,分布地区 (日 月山)以东年均温 5·C左右,极

端最低温一28· 5·C,极端最高温 33· 5·C;年降雨量 350一400毫米;干燥度 1· 34-1.94。

分布海拔 1750-3100米。优势种以长芒草 (s`:po犭氵‘力
'口

,,口 )、 沙生针茅 (s.

'″
“口)以及小半灌木状铁杆商 “″e勿 |sz么 g″纟

`:痂
)、 冷蒿 (^· J汀g|漉 )等喜温耐旱

的植物组成,物种比较丰富。盖度 20%— 50%。 伴生的有短花针茅 (s· 冫四

`″
0、 阿

尔泰针茅 (s.尼
``∞

jf)、 蒙古芯巴 (G`叨犭/切 砌 夕加夕)、 二裂叶委陵菜 (P。re痂 JJ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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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屁 rc夕 )、 紫 花 葱
(^〃r〃″ sz勋″g磁砌 ″ )、 白 羊 草

(Bor`l″ ∝九J(,口 fsc肪 纟仞″勿 )、 大 针 茅

(s.g啊 72d沁)等种组成。

根据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1991)报道。黄土高原温性森林草原生

长有油松 (P而zs勿扬扬汀汕祝s)、 辽东栎 Q″
'c″

sJ扫砌 刀“ヵis)、 虎榛子 ωs″yop‘ ,‘ 屁 -

z`E'zo″口)、 山杏 (P″刀么s@r`,勿沏c口 Var.4“o);草 本层 中生长有长芒草 (s`伽

切昭幽掘 )、 铁杆茼 “砌勿峦″ g勿纟
`z″

。I)、 白羊草 (Bor△″oc″⒄ Esc`″″多叨)等种类纽

成的群落。̀这充分说明黄土高原温性森林草原与日月山以东青东地区分布的温性森林草

原在优势种组成上十分相似,与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甸和草原迥然不同。

讨  论

青海境内日月山以东的青东地区,在全国自然地理区划中的位置,历来就有不少争

论。焦点是该地区归属。但多数学者将其划人黄土高原,笔者看法如下 :

1· 区域内自然囚子的一致性

(1)黄土分布的连续性 黄土高原大致从小浪底向北沿太行山西坡经长治、晋阳接

汾河东分水岭,绕五台山、大同盆地至长城东北,经清水河过喇吆湾至准格尔南部,至
窟野河神木顺长城至定边,经大小罗山之间,连同心城南、兴仁堡至黄河。过黄河至景

泰、皋兰、永登至西大通,沿 日月山向东至化隆、尖扎。由尖扎折向东南,经临夏、礼

县至天水,过宝鸡,顺秦岭北坡至三门硖。过三门峡与渑池一带的黄土台地至小浪底闭

合。在这个空间范围内,黄土的分布是连续的。而日月山以西的青藏高原却没有连续分

布的黄土。
(2)具有一定的黄土厚度 日月山以东的青东地区堆积的黄土厚度均在 20-50米之

间。湟水谷地还有黄土塬和舌塬地形,黄土分布的海拔在 1900-2700米间。日月山以

西的青藏高原上不存在 50厘米厚的黄土堆积。
(3)气候为欧亚大陆东部温带季风大陆型,降雨和气温季节变化明显,由于南北向

的热量差别,故有暖温带与中温带之分,年降雨量为 350-700毫米,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而日月山以西的青藏高原为高寒气候带,气候寒冷而较湿润,年均温一般在 0·C左右,最

冷月均温为一10·C(1月 ),≥ lOC的积温 0-300C左右。
(4)土壤为栗钙土 日月山以东的青东地区,土壤剖面具有栗色的腐殖质层、灰白

色钙积层和母质层。而青藏高原主要分布着高山荒漠土、高山和亚高山草甸土,其成土

过程和土壤特征与青东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别。
(5)青藏高原主要植被类型为高寒灌丛、高寒草甸 而日月山以东的青东地区则分

布着温性森林灌丛草原,组成群落的优势种为油松、辽东栎;虎榛子、山杏;长芒草、白

羊草和铁杆蒿等。它们与各类旱中生与中旱生灌丛以及某些疏林,甚至某些片断的森林

构成复合体,在景观中展示出明显的森林草原格局,与青藏高原的特有植被— 高寒灌
丛、高寒草甸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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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利用与环境治理方向的一致性

黄土高原的森林草原地带从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条件分析,亦是适合发展旱

作的农业地区,又是旱作农业稳产高产的地区。青东地区是青海的主要粮食、蔬菜、水

果基地,栽培有一年一热的春小麦、油菜、洋芋、蚕豆、豌豆等粮食作物;果树有苹果、

杏、梨、核桃等;还种有各种温性蔬菜。而青藏高原的高寒草甸区是不能种植粮食和瓜

果的。

再从生态环境治理方向看:青东地区是青海省的工业、交通、文化、科研和医疗中

心,密集着青海省 75%的人口,这给有限的环境容量造成的污染是严重的;再如干旱、水

土流失的危害,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非常棘手。而辽阔的青藏高原人烟稀少,交通闭塞 ,

污染和水土流失几乎不存在。相对而言,环境治理问题不突出。

总之,青东地区虽然在地质构造和海拔高度上与青藏高原相联系,但它在自然综合

体的特征及其发生上与黄土高原具有相似性。也就是说青东地区的温性森林草原景观的

形成与发展历史以及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均与黄土高原有共同性,却与青藏高原间存在着

显著差别。由此可见,青东地区划人黄土高原为宜。

参 考 文 献

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91,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科学出版社,52-54。

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91,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44-46。

李龙吟、田明中、炼华怎,1994· 目前中国黄土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现代地质·8(2);172-176。

景 可、陈永宗、李风新,1993· 黄河泥沙与环境,科学出版社,20。

·87·



THE PROBE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AND THE LOEss PLATEAU REGIONS FlO.R VEGETATION

Du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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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 vegetation formed th.e special disorilute structure on the distribution.of space

by effects of geography,tepog.rapl)y arld atonlspllere,Adopted analytical a!ld coFnparative

method, the unanimouse and difference of vegetation on the Qinghai Plateau and I.'oess

Plateau are discusscd in this paper. The region to the east of iRi-Yue Mountain (ILong-

Yangˉ Xia)belongs to the forest stepes of ten1perature in 1~'oess iPlateau and the region to

the west of Ri-Yue `压 ountain belongs to the high-cold sh.rub, mcadow and stcpes i!1

Qinghai-Xizang('「 ibet)Plateau,so the boundary betw· cen thc I.'° ess Plateau and Qinghai

Xizang iPlateau should be deliinited in Ri-Yue Mountain.

K.ey w· ords: Qinghai-Xizang Plateau; Loess Plateau; 
·
V·egetation; B° 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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