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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上游地区地处宵苡高原东北邯 ,受其地理位主、地势及气候特征守综合肜咱 ,具有

复杂多变的生境条件 ,各 主要植被类型分布地段的 自然地理因素及其组合的过渡性和区城

分异明显 ,表现为温性、寒温性和南年三种热量带相互交错。其主要植被类型的群落特征及

分布规律 ,受到吡邻地区植被的明显形呐 ,具有一定区域分异及明显的垂直变化。本区东北

部位被具有黄土南原与△苡高原植被的过渡特征 ,就整体而言 ,本 区植被仍以南寒溜丛、南

寒草甸和高寒草原等各类高寒植被类型为主 ,植 被的水平分布格局与垂直分布特点与I苡

高原主体各类高寒植诙的分布格局变化相一致。另一方面 ,植被也有其特殊性 ,其特殊性是

与其区域植被的优势种地理分布的过波特征及物种分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 ,黄河上游地区

为祁连山与青苡高原主体之间植被的过渡带及交汇区域。

黄河上游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它跨越较大的经度和纬度 ,受到地势以及大气

环流形势的显著影响,具有复杂多变的生境条件 ,植被类型十分复杂 ,并受到毗邻地区

的明显肜响 ,在我国关键陆地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重要位置 (陈灵芝 ,1990)。 以往对该区

植被的研究多局限于其中某一地区或某些特殊植被类型 (彭 敏 ,1987;崔 海亭 ,1982;周

立华等 ,1990;周 兴民等 ,1987;四 川植被协作组 ,1980;郎 惠卿等 ,1964;陈桂琛等 ,

199奶 )。 本文在作者多年野外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总结而成 ,旨在从流域

整体出发、分析和讨论本区主要植被类型、分布规律及其与毗邻地区的关系 ,以便为区

域环境演变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植被方面的基础资料。

‘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青午基全和中科院兰州分院基全资助项 日 .

本文承蒙刘尚武研究员 .黄 荣福研究员、臭玉虎先生和卢学峰先生审阅并提出宝女意见 ,特致谢惫 .

本文于 1997生 9月 24日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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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概况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青海省积石峡以上的黄河流域 (图 1)。 其东北为黄土高原的西缘

及共和盆地 ,东部为秦岭山地西缘 ,东南接横断山北部 ,西部及西南与青藏高原主体相

接。地理范围约 32° lO′ ~36°
20′ N,95° 50′

~103°
15′ E。

囹 l 黄河上游地区沈城图

Fig.l  skctch nlap of thc upper rcaches of the YeIlo、 v RiveI

注 ;图 内编号代表植被垂直剖面点 ,序号与图 2一 致 .

Note; 1· l‘ e nunlbcr in figure are ieprcscnted.t1· le site()fˇ ertical d.istiibution()f vegetation.s in t1· le fig.2.

本区排布着一系列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山。黄河在本区形成 s形大拐弯,阿尼玛

卿山和西倾山分别位于 S形的拐弯处 (图 1)。 其北面分别为布青山、鄂拉山 (属 昆仑山

系)和拉脊山 (属 祁连山系),南面为巴颜喀拉山而与长江水系分隔。本区东部以高山和

谷地相间排列为主 .西部高原宽谷广泛发育。河源区有著名的扎陵湖和鄂陵湖 (景 可等 ,

1982),东 南部黄河支流的白河和黑河谷地及河源地区发育有大面积的沼泽湿地。大部分
地区海拔为 2100~4800m,区域最高烽海拔 6282m(玛卿岗日)。 整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
再向东北方向倾斜 ,东北部的黄河谷地及滩地海拔相对较低。本区冬季受西风环流所控

制 ,气候干冷 ;夏季主要受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的影响,形成由东南向西北半湿润、半
干旱、干旱的水分梯度变化。年平均温度为 0.7C(若 尔盖)~-lO.3C(玛 多),年降
水量东南部为 647.6mm(若尔盖),西北部为 312.Omm(玛多 )。 由于地形及山体对湿润
气流的抬升和降温作用,往往在山地中上部形成降水集中区。主要土壤类型有高山寒漠
土、高山草甸土、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上、灰褐土、栗钙土、沼泽土和风沙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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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植被类型

由于本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大气环流及地形地貌特征 ,各主要植被类型分布地段的

自然地理因素及其组合的过渡性和区域分异明显 ,表现为温性、寒温性和高寒三种热量

带相互交错。这在本区主要植被类型的群落特征及分布规律上也有所反映。本区现有主

要植被类型及特点 :

1.森林

本 区森林多分布于该植被类型和树种的极 限分布高度 (青 海森林 资源缔写组 ,

1988)。 森林区域特征明显 ,主要沿黄河及其支流两侧山地呈片状或零星块状分布 ,并具

有明显的坡向性 (陈桂琛等 ,1994b),常见于沟谷坡面的特定位工;随着海拔升高 ,片

状的森林趋于缩小,并呈现明显的碗林化现象。该区分布的森林植被类型主要包括①温

性常绿针叶林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本区东北部黄河干流哄谷两们和支谷海拔 2000~

2700m的山地阴坡或半阴坡 ,分布区域十分狭窄。以油松 (P|m″ s ro切勿汀or历s)、 华山

松 (P.口
`″

口″历f)等 为建群种,可与其它针阔叶树种混交。②温性落叶阔叶林 :主要分

布于本区东北部黄河干流两锚山地阴坡及部分支流的沟谷地带 ,海 拔为 2100~3100m,主

要 建 群 种 有 山 杨  (Po夕 笏J勿sd曰 矽〃 扫 m口 )、 小`叶 杨  (P.sr勿 。″rr)、  白 桦  (B纟 彻 J‘氵

夕切钞 幻J场 )、 红桦 (B.曰 Jao-i″e,:os)、 辽东栎 (Qzerc″sJ叼o纫mg纟 ,B“s)等。◎寒温性针

叶林 :主要分布于黄河干流两侧山地中部 ,一般海拔为 2300~3900m。 这是本区最为常

见的森林类型。由于坡向等因子不同而导致其生境条件的明显差异,建群种树种也有所

不同。以青杆 (P·c四 叨泌o,:订 )、 青海云杉 (P,cmss1】oJa。 )、 紫果云杉 (P.p。|rp″″口)、 云

杉 (P· ospe叼″)、 冷杉 α 历es多锣 访 )、 氓江冷杉 (^.血
`mJ口

’:勿 )等为建群种构成的

森林主要分布山地阴坡中部 ;而以祁连圆柏 (s么历m曰 p″幽叼刀防〉等适应半干旱、寒冷

(干 冷气侯 )及瘠薄土圾的圆柏树种多占据山地阳坡或半阴坡。寒温性针叶林向西可分布

至阿尼玛唧山东北部的黄河支流山地上。本区由东部向西部随海拔升高及生境寒旱化之

后 ,森林群落结梅相对简单 ,呈片状散布和疏林化。林下灌木及草本植物组成以温带分

布类型的同种为常见 ,灌 木常见有蔷薇 (Rosc spp,)、 忍冬 (zo″:ce阳 spp.)、 小粜“″扬·″s

spp.) 等。

2.潜丛

这是本区较为广泛分布的植被类型。主要包括温性漶丛 (分布于山地森林下线、山

危及河谷滩地)种 高寒波丛 (发 育于森林线以上)。 ①温性潜丛:以 苗莜 巛Ⅱ口spp· )、 忍

冬 (I(历″叼 spp,)、 小檗 (B纟汤e″s spp.)、 川西锦鸡儿 (C夕″g御曰纟
^″

0C臼 )、 沙棘

(Hz夕夕oph口口油口
`″

刀o材6)、 肋 果 沙 棘 (ff.″幽r∝口rp口 )、 具 饼 水 柏 枝 (a匆″c口 n曰

sg″么″om)、 柳 (s河汾 spp.)等为优势种,主要分布于本区东部山地森林带附近,或见

于河流宽谷滩地上,海拔一般为 1900~3400m。 ②高寒灌丛:广泛分布于本区东部森林

线以上的高山带,海拔范围变化较大,一般为 3100~4100m。 主要建群种和优势种有:头

花 杜 鹃 (R拓诙旧协dm刀 ,臼p,助励〃)、 百 里 香 杜 鹃 巛 肛奶励 y.。切″)、 陇 蜀 杜 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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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九,p″召It ds加 )、 毛枝山居柳 (s口″=o`″r中切 )、 硬叶柳 (s.“/″oph,肠 )、 新山生柳
(s,″⒛诩砌口勿忙历″7zs`s)、 鬼 箭 锦 鸡 丿L(GⅡ岬pmヵ ”幽 )、 金 露 梅 (Po`励

``口y).″″c。;9口 )、 窄叶鲜卑花 (s伤犯召口口″g叨 sr夕汩)、 高山绣线菊 (s″m幽 口JpFm)等 。这些优

势种在不同地区、海拔高度及地形地貌上有不同的组合 ,或以多种优势植物共同形成群

落 ,或构成各 自的优势群落类型 ;它们多分布于山地阴坡或沟谷地段 ,金髂梅则可在山

地缓坡及滩地上形成金露梅灌丛。头花杜鹃章叶常绿液丛向西可分布到阿尼玛卿山以东

的东倾沟一带 ,而金露梅、毛枝山居柳灌丛可继续向西分布至花石块附近山地。随着海

拔升高,灌木植株个体趋于矮化 ,成斑块状镶嵌于高寒草甸之中。

3.草 原

包括两大类:0温性草原:以长芒草 (s″巾o扬刀ge诩口)、 短花针茅 (s.防勿氵夕o″ )、

西 北 针 茅 (s,乃
'秒

Jot`△ )、 芨 芨 革 (^c`i″″杨″仞 功
`纟

,I涉ms)、 青 海 固 沙 草 ((》栩 ‘

虍o泛o刀orzc‘z)、 商 (^'`e磁‘fa spp.)等 为优势种构成的温性草原主要分布于本区东北部黄

河谷地、山间盆地及山前地带,海拔为 1800~3500m。 ②高寒草原:以紫花针茅 (s`炉c

p″ rp″″口)、 青藏苔草 (Cor‘9￡ ″∞″
'0力

方)、 粗壮嵩草 (K汤·r西口
'汤

叨‘勿)、 扇襁茅 (L仁

``edoJe口
m″啷 口)、 冷商 (^″勿“扫丿″g,洳 )、 紫羊茅 (Fes勿m″3`。 )等为优势种构成

的高寒草原大面积分布于本区西北部海拔 3400~4200m的山地阳坡、山间谷地及砾质滩

地。紫花针茅还可与羊茅 (F.∞J″口)、 异针茅 (s均阮 夕′9e,,勿 )、 南山嵩草 (Ko3·″s油

ヵ`驷
叼四)等植物构成草甸化草原,分布于相对潮湿的滩地及山地半阴坡。

4,革甸

0高寒草甸:广泛分布于本区海拔 3000~450om的滩地和山地,优势种以诗草属植

物为主,主要有四川诸草 (Κo冫6叼 s″c肠口″e″s|5)、 矮击草 (K,加″″沁)、 南山法草、线
叶南草 (K.饧夕|历乃J叼 〉等,除此之外,还有多种苔草 (C夕″r spp.)、 珠芽蓼 (Po匆驷″叨勿
v扬

`p曰
,z‘叨)、 圃穗蓼 (P,勿ocr。p幻JJ″″)等 。在本区东南部海拔较低山地还出现以禾本

科植物为优势的草甸类图,主要优势种有垂穗披碱草 Co″zs刀″口’,s)等 。②南寒沼泽
及沼泽草甸:广泛分布于本区海拔 3200~45oom的河岸阶地、湖群洼地、河源积水滩地
及高山冰积洼地等湿地生境中。大面积集中分布于黑河、白河中下游的若尔盖 (郎 惠卿
等 ,1964)、 星宿海河源区 (彭敏 ,1987)以 及泽库等地。其主要优势种有本里苔草 @″ r
″z″/沱

`2 sfs)、
乌拉苔草 (C,叨召y″御口)、 无脉苔草 (C.``ze~污

)、 华扁称草 ⒀幻s〃多“:″()Co″

p″ “ 不 )、 西 藏 嵩 草
(K汤 ″ s初 sc汔∝ 刀o沼 6)、 甘 肃 嵩 草

(K.扬 刀sze刀 s|5)、 驴 蹄 草
(C么 J莎

`i四5mpo跑 )、 蓖齿眼子菜 (Por勿绍〃@,:p″ rf″″″s)、 杉 叶凑 (H切p″ns z`″留″s)、 狸藻
(u`″ c1饣场刀口。″“

`。

s)等 。本区东南部的若尔盖湿地由于自然条件较好 ,其植物种类组

成要比高海拔的河源区湿地植物种类丰富得多 (赵魁义 ,1994;郎 忘卿等 ,1964;彭 敏 ,

1987)。

5,南 寒垫状植被

主要分布于甘德至玛沁公路以西海拔 3800~46oom的高海拔区域 ,垫状植被类型可

分别出现于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带中。群落组成以垫状植物为主 ,如甘肃蚤缀 (^″刀
'″

口
·l还 ·



切“″
'7Isi)、

雅江点地梅 (^刀dr∞@“ y。 rgomge刀站 )、 垫状点地梅 (^.`矽″F)、 钻叶风毛

菊 (s@″ ss″″口s汕J″@)、 细小火绒草 G仞形op沏‰″夕zs″

`″

″)等 。以垫状植物为优势层

片也可出现于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群落中,这在高原中、南部半湿润与半干旱的过渡地

带表现尤为明显 (王 全亭,1988;彭 敏等 ,1997)。

6.宙害流石坡植被

广泛分布于本区海拔 u OOm以上的山体顶部 ,上 接冰川雪被 ,下 连高寒草甸带.群

落组成以菊科高山植物和垫状植物为常见 ,如 水母雪莲 (s口〃“叨″〃
`7z刃

″s夕 )、 鼠麴风毛

菊 (s· g刀夕户九0Jodes)、 矮 垂 头 菊 (C″
`刀

口刀此o″0″″ 万″
`,z|J')、

 短 管 兔 耳 草 (Iヵ gorts

砌 沥口)、 簇生柔籽草 σ 0`夕co劝
'″

:″ 77a c″矽F`os'〃 )`唐 古特红景天 (R汔o涉 o`么

`诩
g“″-

m)等 。

此外 ,在本区东北部的龙羊峡水库附近地区及以上的黄河阶地相对集中的沙丘上还

分布有圆头沙商 (^rr纟″|s切 sp肠 er∝矽
`la助

)、 康青锦鸡儿 (C口 mg曰刀夕
`渤

rz‘

`)等
形成的

荒漠植被。

植被分布规律

本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 ,受其地理位王、地势及气候特征等综合影响 ,致使本区

植被呈现较为复杂的分布规律 ,具有一定的区域分异及明显的垂直变化。

1.水 平区域分异

大气环流形势的变化随各地位置和地势结构的不同制约着高原 自然地带的分异和形

成 (郑度等 ,1979).本 区东北部海拔 3250m以 下的黄河谷地、山前缓坡及滩地 ,如循化、

尖扎、负德、贵南、兴海、同德及共和等地 ,出 现大面积温性草原分布 ,这一现象明显

不同于高原主体的高寒植被 ,这一特点主要是受到东北部相对较低的地势特征和更为复

杂的大气环流特点的制约,并与河谷的增温效应有关。由于祁连山的存在 ,蒙古—西伯

利亚反气旋气流在南移的过程中受到祁连山的阻挡 ,受阻的冷空气部分绕流由东西两个

方向进人这一地带 (张 经纬等 ,1980;杨 鉴初等 ,1960),形 成相对干旱的气候环境条件 ,

造成砒邻地区的草原植被向高原东北部扩展。森林沿河流两侧山地斑块状分布 ,寒温性

针叶林向西可分布至阿尼玛卿山的东北部山地。就整体而言 ,由 东南向西北随着海拔升

高以及水分和热量的梯度变化 ,植被分布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即表现为高寒灌丛一

高寒草甸—南寒草原的替代变化。植被的这一水平变化格局与青藏高原高寒植被由东南

向西北的变化基本一致 ,具有明显的高原地带性规律 (张 新时,1978,彭 敏等,1997)。

就其现代气候特征而言 ,与本区猹体地势及大气环境特征所表现出来的由东南向西北呈

现的半湿润、半干旱、干旱的梯度变化相一致。另一方面 ,对高寒生境具有重要指示意

义的垫状植物除了作为优势层片出现于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之中外,还可以其为优势构

成垫状植被类型 ,分别出现在这两个植被带中,显示了区域与青苡高原的高寒植被的密

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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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垂直变化特征

本区由东南向西北植被垂直带谱趋于简化 (图 2)。 植被垂直带结构的不同反映了从

高原边缘向高原内部随海拔升高所引起的植被系列变化。虽然边缘山地垂直带谐受毗邻

地区的影响而出现温性植被类型,但就其内部特征而言与高原主体系列变化相一致 ,即
表现为山地上部发育着特殊的高寒植被垂直带 (张 经纬等 ,1980;刘 华训 ,1981;王 金

亭 ,1988;中 科院植物研究所等,1988)。

由此可见 ,本区东北部温性草原相对发育,是与祁连山的存在而导致的大气环流特

征相联系的 (陈 挂琛等 ,1994a)。 受毗邻地区植被类型的影响 ,东北部温性草原和温带森

林有一定的分布 ,森林分布具有一定的镶嵌结构特点 ,表现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植被

的过渡特征 (彭 敏等 ,1989)。 就整体而言 ,本 区整体的地势格局和大气环流特征,致使

温度和水分条件有不同的组合特点 ,形成由东南相对暖湿向西北寒旱递变的大致格局 ,这

一特征摹本决定了本区植被所呈现出的高寒潜丛—高寒草甸一高寒草原梯度变化的水平

变化格局,这与青藏高原的高原地带性格局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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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横断山脉地区 (吴 征镒 ,1979),后 一区系在高山带与唐古特

地区有密切联系 (武 素功等 ,1995)。 本区不同地段的植物种类丰富程度及优势成分有所

差异 ,如本区东北部西秦岭山地西端的盂达地区,在近 50km2的 范围内已知植物约 500

余种 (郭 本兆等 ,198准 ),其植物区系组成包括秦岭山系成分的西延、华北和黄土高原成

分的南伸及青藏高原成分的东展。而整个黄河源区仅有种子植物约 460种 ,集 中了唐古

特及其毗邻地区经过高山特化和寒旱适应的高山植物区系类型 (吴玉虎 ,1995)。 就群落

的建群种和优势种而言 ,有不少独特的表现。森林中的许多种类来 自毗邻地区,如东北

部山地的巴山冷杉、华山松、辽东栎、山杨、白桦等 ,而典型的森林植被类型则是以青

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域的植物 ,如青海云杉、紫果云杉、祁连圆柏等.组

成各类灌丛植被的优势植物除了东部河谷低海拔区域零星分布的灌丛植物受到毗邻地区

植被影响外 ,绝大部分占优势地位且面积较大的群落优势种 ,如 头花杜鹃、百里香杜鹃、

毛枝山居柳、窄叶鲜卑花等为青藏高原特有种 ,金露梅、高山绣线菊和鬼箭锦鸡儿虽然

是属温带亚洲和北温带成分 ,但主要以青藏高原及毗邻地区高山带为大面积分布 .组成

高寒草甸的主要优势种如西藏嵩草、高山嵩草、四川嵩草、矮嵩草、线叶嵩草等植物或

为青藏高原特有成分 ,或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高寒草原优势种的紫花针茅、青藏苔草、

粗壮嵩草等为青藏高原特有种。本区东北部温性草原的针茅属植物多为欧亚草原种 (周

兴民,1980),但也有青藏高原特有种 ,如青海固沙草。而对高寒生境具有明显指示意义

的高寒垫状植被 ,除了中国— 喜马拉雅及中亚高山成分之外 ,青藏高原特有成分如垫

状点地梅、雅江点地梅也 占有重要位置 (李 渤生等 ,1985;黄 荣福等,1991)。 高寒流石

坡植被中青藏高原特有成分 占有总种数的 70%以上 (彭敏等 ,1997)。 由此可见 ,本 区植

被区系特点虽然受到毗邻地区植被的影响 ,但总体而言具有青藏高原特征。

本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 自然条件 ,使其植被类型表现更为复杂多样化 ,就总体而言 ,

其植被特征与高原主体植被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 国植被编委会 ,1980)。 另一方面 ,植被

的建群种和优势种表现出明显的过渡和交汇特点 ,成为本区北部祁连山地区与南部高原

主体之间植被的过渡区域。就森林建群种而言 ,北部祁连山典型分布的青海云杉、祁连

圆柏等树种构成的森林 ,向南分布很少超过本区;而青藏高原南部分布的岷江冷杉、紫

果云杉、大果圆柏 (s汤z`a@助″ c口)等 亦向北分布至本区 ,形成明显的交汇和替代分布 ;

本区杜鹃灌丛的分布亦是祁连山、川西北及藏东北许多杜鹃优势种类的南北重要界线和

混合区域。同时还分化出以本区为分布中心的新山生柳高寒灌丛。本区植被的特殊性是

与其区域植被的优势种地理分布的过渡特征及物种分化相联系的.地理替代及物种分化

现象与本区随高原隆升过程中导致的环境变迁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 ,黄河上游地区植被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 ,特别是其东北部受黄土高

原的影响 ,温性草原相对发育 ,温性森林也有一定分布 ,且具有明显的镶嵌结构特点 ;总

体而言 ,本区植被仍以高寒灌丛、高寒草甸 (包括沼泽和沼泽草甸)和 高寒草原等各类

高寒植被类型为主,占有绝对的优势 ,植被的水平分布格局与垂直分布特点与青藏高原

主体各类高寒植被的分布格局变化相一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征及大

气环流特点 ,植被也有其特殊性 ,成为祁连山与青藏高原主体之间植被的过渡格及交汇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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