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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冰缘植物区系的形成在历史上是最年轻的,它 是在第四纪末次冰期以后才 由邻近地区

迁人 ,演化发展而成 ,祁 连山冰缘植物一放在雪线以下至 3800m附 近 ,大致包括高山液丛带

及其以上的植物 。该冰绿植物区系共有种子植物约 101种 ,隶 曰 26科 71曰 ,几乎全为被子

植物 ,并 且以草本为主 ,约 占 90%以 上。其属的分布类型是以北温带成分为主 ,约 42曰 ,占

备分布类型 (世界分布除外)总 和的 67.21%,旧 世界温带分布有 6曰 ,温带亚洲分布有 红属 ,

中亚至喜马拉雅或中亚至喜马拉雅一阿尔泰和太平洋间断分布的分别有 3属 或 1属 ,中 国一

喜马拉雅分布类型有 2月 .特有属很少 ,仅 3日 。在其种的分布类型中,特有种 (包括分布

到该区的青扌商原特有种)占有很大的比例 ,约 132种 ,占各分布类型的 69.1%,并且绝大

部分与有苡高原 (特别是东北部及横断山北部 )共有 ,并通过西倾山与秦玲、华北有一定联

系。

关0词 ;冰绿 ;植 物区系;祁 连山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祁连山地是亚洲中部荒漠中的古老山系。它由一系列北西

西走向的高山与山间谷地组成 ,全长约 850km,宽 200~300km,山 脊海拔高度 4000~

5800m,雪线高度为海拔 4200~5100m,西部高 ,东部低 ,南坡稍高于北坡 ,现代冰川可

下伸到海拔 3800~4500m。 山地中段南部的青海南山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共和盆地紧密

相连。

在青豉高原隆起和喜马拉雅山脉大福度抬升过程中,祁连山也随之继续上升,并伴

有广泛的冰川活动。在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 ,祁连山地曾多次受到冰川、雪被进退作用。

更新世时 (约 1干万年以前),祁连山地的冰川和雪线比现代低 1000多米 (Hovermann,

1987;Kuhle,1987a,b〉 。全新世末次冰期 (约 1万年以前)以后 ,随着气候变暖、变

干 ,冰川、雪线向山地高处退缩 ,同时山地也不断抬升。至今 ,在冰川、雪盖退出的地

方至现代雪线附近,即使在夏季仍经常不断地受到冰雪活动和寒冻与融冻的影响,普遍

存在着冰蚀地貌和冰缘现象 (新、老冰碛 ,流石坡 ,冻胀草丘 ,融冻泥流 ,冻胀石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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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Cheng Guodong,1987;Wang shaoling,1987;施 雅 风、李炳 元、李 吉均 等 ,

1991)。 这一地区即为冰缘地区 ,生长在这一地区的植物即为冰缘植物 (Huang Rongfu,

1987| 1'uo Xiangri, 1987)。

祁连山冰缘环境特征

祁连山地冰缘地区大致在海拔 3400~3800m以上至雪线 (4200~5000m)附近,东
部、北部较低 ,西部、南部较高。在冰缘范围内生态条件十分严酷。首先是气候寒冷 ,热

量不足 ,年平均气温一每~-10·C,最热月平均温度也只有 5~7·C,全年≥ 10·C的活动积

温不足 500·C,即使在最热月也常有雪、雹或霜冻出现 (中 国冰川考察队,1959)。 祁连

山地由于位于亚洲大陆中部 ,东西长近干公里 ,西部深人荒漠腹地 ,常年受西风带的影

响 ,高 山冰缘地带降水也很少 ,年降水 300~400mm。 中部和东南部与青藏高原和西秦岭

毗连 ,主要受东南季风影响 ,高 山冰缘地带降水较为丰富 ,中段年降水约 500~600mm,
东部冷龙岭一带达 700mm以 上。但是由于温度低 ,空气流动大 ,大气相对湿度虽高 ,但

绝对湿度很低 ,烈 日、云侯、雨雪变换频繁 ,瞬间或昼夜间温差很大 ,一般在 15~20C
以上。基质多为冰碛岩砾、砂石或寒冻风化的崖屑,发育不 良,下部常有永久冻土层存

在。土壤层水分经常处于冻、怼变换过程中,并伴有怼动泥流、冻胀丘、冻胀石环、龟

裂等冰缘土壤活动。冰缘地区不利的水热条件和不稳定的土壤因素大大限制了一般植物

的生长、赁衍和散布。只有那些低矮的、具浅根茎或轴根性、耐寒旱 (主要是低温和强

蒸腾造成的生理干旱 )、 抗辐射的速生高山冰缘植物才能适应 (王 为义、黄荣福 ,1990;
李博生、张经炜、王金亭等 ,1981)。 同时 ,由 于祁连山地冰缘地带东西绵延干里 ,地形、

海拔高度和水热条件变化很大 ,坡 向、小地形的多样性及造成的小生境条件差异也很大 ,

为冰缘植物的生存、适应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存环境 ,使得该地区冰缘植物相对丰富多

彩。

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分析

祁连山高山冰缘地区共有种子植物约 191种 ,隶属于 26科、71属 。主要分布在高寒

灌丛一草甸带上部 (祁 连山东段)或 高寒草原带上部 (西 段)至夏季雪线附近 ,占祁连

山地种子植物种效 (lO03)的 19.04%,属 效 (390)的 18.21%,科 数 (80)的 32.5%
(表 1)。

在冰缘植物区系中,几乎全部都为被子植物 ,并且以草本植物为主,占 90%以 上。木

本类群只有杜鹃花属 (R乃 o.d‘讶纟″dr0刀 )、 柳居 (sd汾
)、 锦鸡儿属 (Co犯 g幽4)和委陵菜

属 (Por召″2JJ口 )的少数种类。而且 ,主要分布在冰缘地区下沿。这似乎可以认为祁连山

地虽较古老 ,但其冰缘地区的植物区系却是比较年轻而进化的。同时,冰缘植物区系中

有 25%~30%的种类亦分布于冰缘地带以下的高山漓丛和林缘 ,表明该冰缘植物区系与

冰缘地带以下山地植物区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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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区系

Total fron flora of

Qil⒙ n Mts,

祁连山冰缘区系

Periglacial flora of

Qilian Mts.

8() 26

390 71

lOo3 191

表 1 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与祁连山扛翎区系的比较

Table 1 Coinparison between the flora of lQilian Mts and periglacial flora of Qilian~Its.

冰缘区系/总 数

Pcriglacial/total

科数 Numbers of佤 m1】les 32.s

18.2

种效 Numbcrs of specics 19.o

冰缘植物科的大小和优势属种

祁连山冰缘植物 26科按其出现种类的多少排列于表 2。 最大的是菊科 ,共 出现 6属

24种 。其中以风毛菊属 (s勿 ssz″口)、 垂头菊属 C″″曰砧肪涉″7ヵ )、 火绒草属 (I'o″
`叻

o历一

″″)和紫菀属 (^s`er)的 一些种类聂常见。水母雪莲 (s曰〃“叨″口〃〃“s口 )、 黑毛雪兔子

(s· 幻ps`pF勿 )、 鼠确雪兔子 (s,g叼肠汤加 5)、 小垂头菊 (C″ ,,a口踮切劣叨″九″″:`e)、 小

火绒草 (J't’ ,I`opo山 ″勿刀口刀切″)等成为冰碛砾石、崖屑坡的优势种。出现 lO种 以上的有

毛茛科、石竹科、虎耳草科及禾本科 ,它 们中的翠雀花属@幼 历刀|弘勿)、 无心菜属“ ″刀口̄

叼)、 柔籽草唇 (T幻汤c“per″ :〃″)、 虎耳草属 (s么
=犭叼留 )、 三毛草属 (Trose`z〃 )及鹅

观草属 (R∝g’le″口)等一些种为冰缘地区常见种 ,并在局部环境中为优势种。含 6~10种

的有豆科、蓼科、龙胆科、十字花科、叠粟科、玄参科、莎草科、伞形科、景天科、报

春花科和茁薇科。其中大黄属 (R△
`″

″)、 红景天属 (R杨涉@助 )、 龙胆属 (G″腕 ″0、 喉

毛花 属 (C‘羽a“∞m)、 绿 绒 商 属 (Ma。刀。psas)、 兔 耳 草 属 (厶昭o`zs)、 马 先 南 属

(Pe涉c刀口邝 )、 嵩草属 (K‘9莎

'西
口)、 点地 梅 居 ('1刀 dr。5口ce)、 委 陵菜属 和 山莓 草 属

(sf;扬〃拓)都是祁连山冰缘地区常见或优势的类群。含 2~5种 的科有杨柳科、杜鹃花科、

百合科、紫草科和堇菜科。除柳属和杜鹃花属的一些类群在冰缘地区下沿成为优势以外 ,

其余属种都较为少见。仅含 1种 的科有唇形科 、藜科、茄科、紫葳科和灯心草科。其中

的垫状驼绒藜 ¤ ″
`o材

6c(9励paC勿 )、 马尿泡 (Prz四叼Js加口勿刀g“彷口)和密花角苗 (r″cσ~

t`:J`纟口c″ap口 C抑 )都是青蔽高原特有种 ,在祁连山西部高山冰缘湖盆和冰读阶地常成为优

势类群。

表2 科的大小和工要类群排列
'1·able 2  △

··
he families arranged by size and doIninant groups

科

Families

重要Ⅱ及所含种效

】X,Ininant gcnera

atld it incltiding ilunlbers()f spccies

菊科 Asteraceae(Compos“ ae) s夕“ss〃rFc (12〉 ,Cr臼 扭夕刀‘元(比Jf“″z (4), ······

Eˇ′夕
^氵

,!初 ″·(4), 厌口刀“刀‘“′“s(3)

^'勿
″0n(6),si切″ (4),Th夕J″.∝

户歹刀‘R(1)

so△∫
'ag口

(lO),Ch△”osp勿″i“″ (1)

P∝ (2),E`,历“ (2),rrj‘ c“″ (1〉 ,FB“″夕 (2〉

效 目 Numbers

属

Genera

种

species

24

10

2

19

12

11

11

毛茛科 Ranunculaccae

石竹科 Cnvophyllaccac

虎耳草科 隙xifragaccae

禾本科 p。accae(Gramin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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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 NumbOrs

属

Gcncra

种

s.pecies

10

lo

lo

lo

9

8

9

7

7

6

6

续表 2

科

Familics

重要口及所含种效

DoⅡ“nant genera

ail(l it illcludi:】 g ilum1)crs of species

豆科 Fabaceae(Leguminosae)

莎币IP.olygonaccae

龙胆科 C·entiamceae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各架科 Papaveraceac

玄参科 scrophulariaccae

莎草科 Cyperaccae

伞形科 Umbeniferne

最天科 Crassulaceae

报奋花科 Phmulaceae

茁“科 Rosoccae

扬切科 salicaceae

杜鹃花科 Ericaceae

百合科 Li“ aceac

黎审科 Boraginaceae

萦I科 Viol:lccae

^9`犯
g口

`'s(5〉
,Ori`,叻 is(4〉 ,C夕″孑夕,:夕 (l〉

R乃 e″勿 (3),Po`、 g仿:″″ (5〉

Ce,:`氵 口,:夕  (5), C′ o,,1口 ‘扌09力口 (1)

C切召氵
'夕

″
`乃

〃s (l), I)r。 o夕  (5〉

C″y'夕

`‘

(6),^rec。ヵ。p‘ts(3)

`'cgo`‘

(2),P召
`j‘

“勿″‘(5)

C。 r‘r (5), K· r油/它‘汤 (4〉

r'`e“
'。

jp召/″″勿 (7)

R乃 o'`(,`夕  (7)

^″`'os夕

‘e(3〉 ,P'氵″“
`夕

 (3)

P.o``,:`z``“  (4〉 , siz诌四
`″

|口 (2)

5夕

`ir (5)
R·乃ozo'纟刀d'o″  (4)

^″

j“″ (4)

″r/o″

`‘

‘(2)

V|o杨 (2)

奉科 CheⅨ)podlaceae

唇形科 1.abiatac

茄科 solanaccae

紫i日利·BignOnlaceae

灯心率科 Juncaceac

C口.″耐dc‘ romluac9c

切 go加芯″Jo助 c^γs

Pr″么把

`艹

叼
`夕

ヵ‘″,c0

z,:‘口″,```召 夕c(,力p曰‘￡口

`“

”‘“ 彷臼邡o'J|

表 3 祁连山冰缘扭物曰的大小

T·able 3  
·
rhe genus size of periglacial plants in oilian Mountains

房的大小

GOnera size

lO种 以上

)1 0 species

5~lO种

5~lo spOcies

4种

4 specles

止耍唇

Main gene△ a

凤毛菊属 (s‘ 2″ s“锪 )

虎 耳 草 曰 (s″iy砀口〉,无 心 菜 Ⅱ

〈
^'劭

o″四), 紫 茧 R (C″y'么

`亦

〉, 柳 滔

(s刃:=),J唇 (Po`ygo″“″),扌 苈 R
(D″扬〉,红 景 天 Ⅱ (R^odio助 ),黄 芪 ,
“ “″珈 ),马先古属 σu坊臼防“ 〉,蕾

葶屠 @″ r)等

瑰子中房 6″勿纟〉,委暧菜r(Po`勿 :t``'〉 ,

杜鹃口 (R切机″勿

''。

,:),垂 头菊日 (C'纟 ,,:口刀-

`我
以比庞)等

: 效

Numbers of

genera

所占百分比

Pcrcelltage

(%)

种 效

Numbers of

sp.ecles

所 占百分比

percentage

(%)

o.52 12 6.28

12 16.90 68 05.60

12.67 36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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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百分比

Percentage

〈%〉

种 数

Numbers of

speclcs

所占百分 比

Percentagc

(%)

溜 虫

Num.bers of

ge】lera

l1.27 24 12.57

20 lO.从 7lo 14.08

42.66 31 16.2331

191 lOo

属的大小

Cˉencra size

3种

3 species

2种

2 species

1种

1 spectes

大黄90u“ ″〉,绿绒茜展 (M劣诩o”‘〉,

点地杼属 (^″

'ms″
c)等

重要△

Main genera

续 表 3

Total

祁连山冰缘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居的分布区类型 (吴 征镂 ,1991),祁 连山冰缘地区植物 71属

可以划归 7个分布区类型、12个 亚型 (表 4)。 很明显 ,在该冰缘区系中无热带分布类型

的属 (但 在 冰缘地带 以下 的祁连 山地有 22个 热带类 型 的曰 )。 除去蓼 属、宋缕 属

(s″J口″口)、 银莲花属 (^刀召″o犯 )、 毛莨居、黄芪属 (^5r″ goJz饣 s)、 堇莱同 (】
'`o`〃

)、 早

熟禾属 (Po夕 )、 苔草居 @″ r)和灯心草属 (Jz饣 77c洒 )等 10个 世界广布曰以外 ,其余

几乎全为温带性质的居。并且 ,10个 世界广布属在祁连山冰缘地区出现的种也几乎全为

青廒高原或青藏高原至中亚南山或至喜马拉雅分布 ,也都属于温带性质。

表4 祁连山冰扭拉钿区系曰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d Distribution types of Cˉ enera of periglacial plarlt in Qilian Mts.

分布区类型及其亚型

I)lstribution types and subtypes

冰岛莎屠 (K∝卿 〉,柔 子车曰 (Thy`c-

cos夕纟
`初

“勿〉,穴 丝荠Ⅱ (C&`o刀它叨夕〉绔

全都类型 (赊 世界分布)的 百分比

P.ercentage(℃ cupied in total

(except cosmopolian〉 〈%)

乌头0〈
^com:`″

0,”牙来△ (s田引砀 ),

早熟禾尔 (P∝〉等

I,世界分布 Cosmopo1“ an

北沮带分布型及其亚型

North temperate type&.subtypes

1.北 温带分布亚型 Nonh tempetate

2.北 极一高山分布亚型 Arcuc-alpine

种 数

Numbers of

spccles

属 敬

卜funlbers oI

genera

lo 30

41

24

6

124

89

12

67.21

33.34

9.8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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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的大小 (表 3),可 以看出种类最多的是风毛菊属 ,含 12种 ,它们是构成冰缘植

物区系和冰缘植被最重要的部分。含 5~10种 的属有虎耳草属 (10)、 无心来属 (6)、 紫

堇属 ∝b勺沏泌 )(6)、 蓼属 (PoJ,g()刀 ″″)(5)、 事苈属 (加扬 )(5)、 红景天曰 (5)、

马先商属 (5)等 12属 。含 4种 的属有蝇子草属、垂头菊属等 9属 。含 3曰的属有绿绒

商属、兔耳草唇等 8同 。合 2种的属有乌头属 (nco励″
`ヵ

)、 獐牙菜属 (sme″油)等 10

属。仅出现 1种的属有冰岛雾属 (KⅡ刀它杨)、 柔籽草属、穴丝齐曰等 31属 ,但许多属种

为青戏高原特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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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分布区类型及其亚型

0lstribution typ.es忠 nd stlbtypes

占全部类型 (诛 世界分布〉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ccupied.in.total

(except cost△ 。politan)(%〉

3.北摄带和南温带河断分布亚型 N tcmp.8.

s tcmp.disiuncted

4.欧 亚温带和南美洲温带同断分布

Eurasia&Temp.s America disjunctcd

△.l日 世界沮带分布型及其亚型

old world temperate type&-subtypes

1,1日 世界沮带分布亚型

()ld world tcmperate

2.地 中海、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

Meditefranca, 
·
n7,Asia or C Asia and E

Asin disiunctcd

Ⅳ.温 带亚洲分布型 Temperate Asia type

V· 中亚分布型及其亚型

Center Asia type and subtypes

1.中业分布亚型 Center Asia

2.中 亚至落马拉雅或中国西南部分布

C. Asia to Hima18yas or sW China

3.中 亚至喜马拉雁一阿尔泰和北美太平洋

阃断分布

C, Asia to Him81avas-Altai and Pacific N

America disiuncted

Ⅵ·东亚分布型及其亚型

E|ast Asia type and subtype

1.中 国喜马拉雅分布亚型

sino-Hiinalayas

m· 中国特有种 Endemic to China

1.育莰高原奎祁连山特有

Endc】nic from loing-zang platcau to Qi1-

∶8n Mountalns

2,祁 连山特有

Endemic of Qilian Mountains

合计 Total

13,39

1.64

9.84

8.20

1.64

6.56

8,20

1.64

4.92

1.6^

3.28

3,28

4.92

3,28

1,64

lOo

北温带及其变型的属在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中居首要地位 ,共有 41属 ,占各分布类
型 (世 界广布属除外 ,以下同)总 同效的 67.21%,或 占祁连山地同类型 (166属 )的
24· 7%。 这足以表明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是以北温带分布类型为基础。在其各分布亚型
中,北温带广布的约 24种 ,占 各分布类型的 33,34%,或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的 58.5%。
北极一高山分布的属有山蓼属 (o ty″夕)、 冰岛雾属 (Ko‘9,,:g叼

)、 金莲花属 (Tr。J`z” )、

山俞芥属 (E″

`″
″夕)、 红景天属和兔耳草属等 6属 ,占各分布类四的 9.84%,占 我国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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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类型 (14属 )的 42.86%,然 而无环极分布的类群。这表明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在

发生上通过北极一高山成份 ,与北极冰缘植物区系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有明显的

差异。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的属有无心莱属、唐松草属 (T肪庇·
rr叨″)、 景天网、金

腰子属 (C乃 r),so矽切″!″″)、 喉毛花属、假龙胆属 (Ce刀″口刀e′助)、 獐牙菜属、三毛草居、异

燕麦属 (〃dt〃″洗o″ )和蝇子草属等 10属 ,占 16.39%,在 该冰缘地区出现的种绝大

多数都为青藏高原或与毗邻高山地区所特有。欧亚和南美洲间断分布的火绒草 1居 在此

出现的 4个种也是如此。由此 ,可 以看出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在发生上与南半球有一定

的联系 ,并在青藏高原和该山地不断隆升以及冰川活动影响下受到改造和特化。

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只有 6属 ,约 占各分布类型和祁连山同类型 (61居 )的 9.8%。

其中山莓草属、棱子芹唇 (PJ纟 Itrosp″″〃
`7氵

〉和鹅冠草属主要分布于北温带和北极一高山

或喜马拉雅地区,而且 6个属在该冰缘地区出现的种也绝大部分为青藏高原和邻近高山

特有。

温带亚洲 (主要是亚洲北部)分布的属 :大 黄属、鸭跖花属 ∝》,g″p肪s)、 无尾果

属 (Co`″ rz口 )和锦鸡儿属等 4同 在该冰缘地区分布较为普遍。中亚分布类型的 5曰 ,主

要是中亚山地 (高 山)至喜马拉雅分布 ,包括柔籽草属、落荠同 (H刃
:’’叼)、 双脊齐属

σW∞无杨)、 假漏斗菜居 (PorogatzJ纟 gm〉 等都是比较年轻的单型目或寡型居。东亚分布

类型只有 2属 ,并且都是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这些属的存在既反映了祁连山冰缘植物

区系较年轻的一面 ,同时也反映了它与东亚区系的联系较之与北亚和中亚区系的联系更

加微弱。

特有属在该冰缘地区较少 ,只 有 3属 ,占 分布到祁连山地中国特有同的 30%。 其中

马尿泡属和合头菊属 (symc油油|″
`ヵ
)是分布到该冰缘地区的唐古特地区至横断山上段特

有属和东喜马拉雅至横断山特有属。严格的特有属只有十字花科的穴丝荠 ,仅分布于冷

龙岭东部的高山冰缘区,它是与事苈同非常近似的一个单种属 ,似乎是由事苈属分化出

来 .特有属的分布区表明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与唐古特和横断山植物区系有一定的联系 ,

同时也说明该区系较为年轻和衍生的性质。

种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祁连山冰缘地区出现的 191种 种子植物大致可以划分为 5个分布区类型 (表 5)。 其

中,特有种 ,包括出现在祁连山冰缘地区的青藏高原和吡邻地区的中国特有种共计 132

种 ,占 该冰缘地区种子植物的 69,1%。 这表明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是特有种相当发达的

年轻植物区系。从特有种分布的各个亚型可以看出:与 青苡高原共有的有 19种 ,与 青藏

高原至喜马拉雅共有 20种 ,与 青苡高原东北部 (横 断山上段和唐古特地区)共有的 24种 ,

与唐古特地 区共有 10种 ,即 与青藏高原有直接关系的特有种 119种 ,占全部种类的

62.3%。 通过青藏高原东北部西倾山与秦岭、巴山、华北或黄土高原共有的特有种 49种 ,

占全部种类的 25.1%。 仅限于祁连山冰缘地区的特有种 11种 ,占 全部种类的 5.8%。 而

与西北、华北有直接关系的特有种只有 2种 。因此 ,不难看出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与青

藏高原植物区系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并通过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西倾山与秦岭、华北植

物区系和黄土高原植物区系也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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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祁连山冰缘拄物种的分布类型

Table 5  1)istribution types of species of periglacial plant in Qilian Mts.

分布区类型及其亚型

I)istribution types and subtypes

占总数的百分比

Percentage in total(%〉

i.北温带分布型及其亚型

l`lorth tcnlperate type and subtypes

1.北 沮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2.北 极一'高 山分布

Arcuc~Alpine

3.北 沮带与南沮带间断分布

N&s tempcrate disjuneted

I· 遍带亚洲分布型

Tcmperate Asia

△.中 亚分布型及其业型

Center Asia type and subtypes

1.中 亚至青我高原及喜马拉难分布

C. Asia-Qingˉ zang Plateau-Hirnalayas

2.中 亚至青戏商原北部分布

C, Asia-Qing-zang Plateau (Northern)

3,中 亚东部至青表高原及喜马拉雅分布

C. Asia 〈E) -Qing-zang platcau-Hin、 alayas

么.中 亚西都至青该高原及吝马拉雅分布

C. Asia (W· ) -Qulg-%.ng platcauˉ Himalayas

Ⅳ·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到青苡高原分布型

Mediterranea, W Asia-C Asia-Q-z Platoau

V,特有种

Endemic specics

A· 订苡岗原至祁连山分布

Endemic fron Q-z Plateau to Qilian Mt

1.青 获高原至祁连山分布

Qing-z.ang ptateau to Qilian Mt

2· 祁连山至青备高原及喜马拉雅分布

Qilian Mt-Qing-zang plateau-Himalayas

3.祁 连山至青豇高原东部或北部分布

Qilian Mt-Qing-zang platcau (N, E)

4.祁 连山至青人南原及秦岭和巴山分布

Qilian Mt-Qing-zang Plateau,Qinling Mt,Bashan

s.祁 连山至青¤商原及秦岭和华北分布

Qilian Mt-Qing-zang plateau,(ainling Mt,N China

6.祁 连山至宵△高原及秦岭和黄土高原分布

Qilian Mt-Qing-zang Plateau,Qinling Mt,Loess

Plateau

7.祁 连山至唐古特地区分布

Qilian Mt-TanBut region

B,祁 连山至中国西北部、北部和华中分布

Qilian Mt_NW China-N China-C China

C.祁连山特有

Endemic of Qilian Mts

合计 Total

5,24

1.57

3.14

o.52

5.24

19.90

5.76

9.42

3.14

1.57

o.52

69.ll

62.30

9,95

lO.47

12,57

lO.99

3.66

9,42

5.24

1.05

5.76

种 姒

Numbers of specics

l()

l0

ll

18

132

l19

19

24

21

18

10

ll

6

3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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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分布类型的种 (主要是中亚山地至青藏高原或喜马拉雅分布亚型)在祁连山冰

缘 植 物 区系 中 占第 二 位 ,共 出现 38种 ,占 全 部 种类 的 20%,如 格 大 黄 (R△御″

sp加丘田″ 〉、无 辨 女 娄 来 (s‘ J纟″e cp幽 ,:够″ )、 垫 状 柔 籽 草 (T幻Jocospe″吻″

c″sp氵

`os″ `99)、
喜山事苈 (扬扬 or⑩滋s)、 双脊荠 (Da'op汔叼 /o7:勿刀口)、 我齐 (刀刃扌刀叼

″扬功m)、 垫状山莓草 (s油阮
`'f夕

渤抑″
'″

)、 中亚早热禾 (P(9口 ″红″″ooo″口)等 。这些

种类多数是古老的中亚山地成分 ,在随青苡高原或喜马拉雅隆升过程中,由 于中亚山地

与青藏高原某些生境条件变得较为一致 (高 、寒、旱)而演变或扩散而来 ,它们与青藏

高原上某些特有种发生并分布到祁连山冰缘地区的情况有些相似。

该冰缘植物区系中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或温带亚洲分布类型的种各有 10种 ,分别

占总种数的 5.24%,并列第三位。地中海、西亚至青豇高原分布类型只有 1种 ,无东亚

分布类型。在北温带分布类型中,又 以北极一高山成分为主 ,有 6种 ;北温带广布或南、

北温带间断分布的种分别有 3种或 1种 。因此 ,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与北极一高山或北

亚区系的联系较之与西亚或东亚的联系更加密切。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讨论 ,可以认为祁连山冰缘植物区系完全是温带性质 ,其区系成

分以北温带为主 (占 67· 2%);旧 大陆温带、中亚和温带亚洲成分都占一定比例 (各 占不

到 10%);东 亚成分很少 (只 占 3.3%)。 特有属仅 3属 :合头菊属是青苡高原东部 (东

喜马拉雅、横浙山至唐古特地区)延伸到此的寡型同 ,马尿泡属是青苡高原的特有属 ,穴

丝荠属是仅限于该冰缘地区东部的特有属。另一方面,在该区系中,种的特有现象十分

发达 ,包括宵蔽南原及其毗邻山地分布到该冰缘地区的特有种多达 132种 ,占全部种类

的 69· 1%,并且绝大多数 (60· 6%)是与青廒高原 (尤 其是东北部和按断山北部)共有 ,

并有相当一部分 (约 20%)通 过青海东南部的西倾山地与秦岭、华北或黄土南原共有。同

时中亚分布类型的 38种 也几乎全是中亚高山至青苡高原分布。这些都显示了祁连山冰缘

植物区系与青苡南原植物区系的密切关系和共同具有的年轻、衍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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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s OF THE PERIGLAcIAL FLORA IN

THE QILIAN MOuNTAINs

Huang Rongfu    l'u iX.uefeng    shen songdong

(NˉOr伍 z.6z P伍
`召

夕&Jヵsr虹
`e。

rn″,`。 gy· T^eC·″″召se^c夕

'e″

v or scrF″ ces. XJ″ 汤留, 81o001)

Abstract

T·he Qilian Mountains which stretch from thc northw· estern margin of the(ainghai-Xizang (Tibet)

F’ lateau to the desert of the Central parts in Asia is an older rn° untains.In the Quaternary Ice Age, the

Qilian Mts. has undergone n△ any tin1es oF massive glacial acti° n.·rhe altitude of the glacier and snow~

line llave about lovvered 1,00o rn more in I’ leistocene epoch than in the n0、 vad.ays.After the last glaciat-

ing in.the I· io1°cene ep· och (before lo, 000 years) .△
··
he glacier and snOw line have reccded slowly to the

higher altitude or th.e alpine top foll° Ⅵ̀ed the climate has becorne warm and.dry.There are extensively a
periglacial phenornena and glaciated landfornl on the place 

、'here the glacier and sn.owcover haVe with。
draⅥ

`n no、`.This place is calted the alpine periglacial zone, and the plants grown in this place are called

the p· eriglacial botany.

'rhe periglacial flora is th.e youngest on the history of the fl°
rogenensis, it is formed fr° rn neigh-

bouring flora by removing,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after last ice age in the Quaternary period.

△
··

1·le periglecial flora including.the alpine plants of alpi∶ 】e bushes or alpine Ineado、
~· and.above them

fron△  3,8oo n】 a.s,1,to near the snowline.In this perig· lacial flora,occur total 191 species of seed plan.ts,

which belong t° 26 fanlilies and 71 genera.1· ′
hese plants are alrn。 st all angiospernl,and the n】 ost of thenl

are herb that is above 90%total nuInbcr of species in this region.A.s if it shows the periglacial fl。
ra。 f

the Qilian Mts, was younger and more evolutionary.

In this periglacial flora, the nlain farnilies that include lO or more species each are Aste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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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enera/24species). 1R.anun.culaccac (10/19〉 , Caryopl△ yllaceae (s/12), saxifrag.aceae (2/11), Poaceae

(7/11),Leguminosae(3/11),Polygo】△aceae(4/lO),Gentianaceae(5/10〉 ,and Cruciferae(5/10).Ailong

the genera l″ hiCh occupy dominant position in this florn In.ninly are,sd:‘ ssz`口口 (12)●
,s·口2·J∶/》og.口 (lO).、 4`口-

″ori口 (6),R`lα ″o`口 (5),P召 dfcz`口 ris(6),s召
``r(5),Cre″

d″thod|“″ (d),zeσ涉opod杨″ (‘ ),Ko0,ies汤

(4),Pooc″ J″口 (4),~L口 go历s(2),Rh纟“″ (3),^刀

`rosnrF(3),Po口
(2)and T尼 9拓cosp″″″″ (1).The

genera belonging to the N° rth 1·emperate distribution type are taken as doImnan.t faCtor among the

floristic geographiCal elen△ ents of the periglacial botany in the Qllian Mts.There Ore 42 genera of the

North'renlperate distribution; thesc genera Constitute 67,21% the total nuInber oF genera (excluding

Cosmopolitan genera) .T1】 is type contained 逐main subcategories which include the lvidely distributed

genera in the North'remperate (2⒋ ), arctiC-alpine disjuncted genera (6), discontinuous genera of the

N and|s teInperate zone (11), and discontinuous genera of the Eurasia and|s America (1) .

The 6 8enera belong to the old world ten1pernte distribution(9.8%of the total number of genera),

the 4 genera liinited to ternperate Asia (6.6%oF the total nuInb·er of genera), the 3 genera distributed

frOIn the C Asia to the IIim.alayas(^.9%of the total nu:nber of genera);there are only one genus dis-

juncted betweeo C Asla to 1ˉ 】malayas,Altai and Paciflc N America;and 2 genera,the slno-Himalayan

distrlbutlon.

Moreover, the endemc genera are few.A,mong the tota1 3 endcmic genera ofl刀
·hich z include Prze-

么,四

`s泛

J口 ,sim.ple species(P.`@″ g“
`jc口

)and sy″ c夕

`口

″‘几f“″,a few species.The 2 endemic genera belonging

to Qinghai-Xizang plateau show that this periglacial flora is clogely related to the nora。 fthe Q].nghai-

Xizang plateau.C)nly one:nonomorphiC endemic genus li:△ iteo to the periglacial zone of the eastern Qi1ˉ

lan Mts,is Co纟 Jome″ .曰 (one speCies:C,'rn诙,jdes)which is sinilar to I)ro3曰 .This endeInlc genus may ex-

pregs that this periglacial f1ora has youllger and derivative character.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endemic species(include the endemlc speCies of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which distributed to this periglacial region)occupies Considerably higher percen~tage in the periglacial flo-

ra。f the Qilian Mts.132 endeInic species is 69.1%of the totaI number of species of all types.The m()st

of endemic species is shared by this region l″ ith Qinghai-Xizang Plateau(especially is l「 lth the northeast~

ern part of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or Wlth northern pan of the Hengduan Mts.),and also has some

connected l〃 lth the Qin.lirlg Mts. and INorth C|hina by the Xiqing Mountains.

Among the 10 specles belonging to the North△
′
emperate distribution type,there are 6 arCtic-alpine

disiuncted species(3.2%of total nunlber of specles and 60%ofthe North Te!Ilperate specles in this flo

ra) .38 species belong to the CeIltral Asltln distribution type,which is 20%of total nulnber of species

in this flora, however, these species al】 △.ost are all the Central Asian alpiIle to Qinghai-Xizang iPlateau

or to Himalaya distnbution.

Above !nentioned these cases Clearly sho、 ″. that the periglacial flora of Qilian Mt hav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Qinghai-Xizang I’ lateau flora, and also is closely related w· ith the C.entral A.sian

alpine and the Qinling Mts. and the North China.

Key lPOrds: P· eriglacial; flora l (Qilia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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