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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宁地区在中国植物区系中r于唐古特地区。其种子植物区系有较为丰t的科、属、种 ,

地理成分多样 ,主要属于温带区系性质 ,北温带区系成分 占绝对优势。特有种、属缺乏 ,仅

含有 4个 中国特有曰。

关0词 :区系研究;种子植物区系;北温带植物区系

西宁的植物区系与西宁 (合大通县)的 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研究植物区系是为开发

利用植物资源提供必你的基础资料。西宁市区的南、北两山绿化工程完成后 ,随着小气

候和周围环境的变化 ,植物也必然产生一定的种群演化 ,在新的环境中将会进人一些新

的类群 ,替代原来干旱荒坡的一些旱生类群。这对南、北两山绿化效应估计是一个十分

有价值的对比资料和原始依据。

长期以来 ,不少 中外植物学者到西宁地 区进行过多次考察和采集。国外有 Loczy
(1879)、 G.Griinalo(1889~1890)、 Kozlov(1893)、 R,Farre与 Purudom(1915)、 E.Licent

(1914,1923)、 Fenzl(1935)等 。国 内有秦仁 昌 (1923)、 郝景盛 (1930)、 白荫元
(1935)、 王作宾 (1936)、 李世英 (1956)、 仲补求与崔友文 (1958~1960)、 崔友文与张

珍万 (1963)和吴征镫 (1973,1975,1982)等 。最近几年 《西宁植物志》编委会部分

成员又作了系统采集 ,并进行全面整理分析 ,为研究西宁地区的植物区系提供了基础资

料。

与全省植物类群的比较

西宁地区现有裸子植物 3科 、3属 、6种 。被子植物 67科 、316属 、858种 ,共有种

子植物 70科 、319属 、864种 。其类群与全省植物类群比较如表 1:

· 本文主要依据月立华主绵 《西宁植物志》(1992)绵 写,于此向主持萃0〉 西宁地区绿化委员 会和主要缉著者刘
更△、张志和、吴珍兰、卢生建、吴玉虎、田玉英等先生致谢 ,

本文于 !997年 10月 28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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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敬

No.of fanillcs

曰  饮

No,oF gcnera

西 宁地 区

Xining

reglon

百分 比

Pcrccnˉ

tage

青海省

Qinghai

provlnce

西宁地 区

Xining

reglon

百分 比

percenˉ

tage

青海省

Qingllai

Province

西 宁地 区

Xining

reglon

4260.00 lo

858lOl 66.34 522 316 60.54 2412

66.()4 532 319 59.96 21^| 861106 79

表 1 西宁地区野生种子拉物科、日、种与△海省的比较

1·ablc 1  C)omparison of the fan△ ilies, genera and species of wild seed plants

in Xining region with that in Qinghai province

种  效

No,of species
项  目

Itenl

探子植物

(;ymnos-

permae

被 子植 物

Angios-

pcramae

合 计

Total

百分 比

Perccnt-

tage

14.29

35.60

35.21

从表 1中 可以看出,西 宁种子植物的种数占全省种子植物种数的 35.21%,曰数 占全

省属数的 59,96%,科 数占省总数的 66.0在 %。

统计资料分析

1,科 的统计分析

从表 3、 表 姓中可以看出,世界性特大科 Compositae、 Gramineae)Leguminosae在

西宁地区也是属于前三位 60种 以上的大科。北温带的大科 Rosaceae、 Ranunculaceae依

次居 4、 5位 。西宁地区 20种 以上的科排列硕序与全国 100种 以上的科排列颀序较为相

似 ,但是热带最发达的兰科却仅居于 19位 ,仅有 3曰 15种 。这充分说明了西宁植物区

系的温带性质。在西宁植物区系中,P召山c″

`or:s、

s口 JJ`、

^砌 `,,|5叼
、Por纟″″扫 都占有较

大的比例 ,是仅次于 s幽“″″口、姓“涩goJ“ 5的一些较大的居。从西宁植物区系科的排列

顺序来看 ,自 虎耳草科以上 ,与 全国区系中科的顺序基本一致 (除热带成分外 )。 Crzc珈卜

″、a呷归肠 c即纟排列位置较前 ,种 类也较多 ,这反映了古地中海沿岸的区系发生成分在

西宁植物区系中也占有一定比例。Gentianaceae、 saxifragaceae的 位置排列也较靠前 ,这

说明了西宁植物区系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也是处于高原隆起的背景之中的。P材话切J夕″s、

G召砌 ″ 、Co”洳 J“ 的排列系列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柳同是本区系中高山灌丛内的主

要成分 ,种也是 比较多的 ,这与青藏高原隆升后植物种的激烈分化密切相关。Chenopodi-

aceae、 Liliaceae排 列也比较靠前 ,这均可证实。

从表 5中 看出,分布到西宁地区的古老本本科为数极少 ,其所含的属数和种数也都

很少 ,如果与青海东部一些山区相比,其差别极为明显 ,这可以看出西宁植物区系的年

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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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曰 的统计

经统计 , 西宁地区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319属 ,其区系特征见表 6。

表 2 西宁地区野生种子植物科统计

Table 2 A statistics of the families of wild seed plants in Xining region

项  目

Itcm

球了 植物

( ynlnos_

pernlae

占西宁地区野生

植物的百分比

Pcrcentage(%)

被

子

植

物

.`ng

o.46

o.23

o,69

13,66

9~72

7.06

13.19

25.58

15.28

3.71

9.49

1.62

99.31

peIn】 8c

Table 3

表 3 西宁地区种子植物科的顺序排列

T.hc sequencc arrangen】 cnt of the fan】 ilies of$`ild seed plan.ts in Xining region

项  日

Item

裸 子植 物

Cymnosper】 lc

种 数

No.of

species

被

子

植

物

84

57

28

23A

|Ⅱ

(r rriˇ (

科的顺序排列

Arrangenlcnt

of families

科 教

No.of

families

日 数

No.of

genera

种  效

No.of

specles

>3种

(3种

合计 Total

>lO0种 38 118

81~lO0种 39 84

61~80种 12

41~60种 33 114

221

60 132

32

46 82

1种 11 11 14

67 316 858

科 名

Naine of

Families

口 效

No.of

genera

种 效

No,of

species

科  名

NRnle of

fanillcs

唇 效

No,of

genera

Ephedraceae Pin8ccae

Cupressaceae

Comp° sitae 38 l18 Gramlneae

I'cgun】 11osac 61 Rosaceac 17

【定lanuncuIaceac 16 焉7 scrophulariaceae

Cyperaceac 35 Cruciferae 1(;

(∶)entianaceae Caryphyllt ceae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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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数

No.of

genera

种 效

No.of

spccies

科  名

!`laIne of

Families

属 效

No.of

genera

科 名

NaIn.e of

Fanilics

22 saliaceaeChenopodiaceae

10I~abiataeLiliaceae

21 Polygonaceaesaxifragaceae

()rchidaccae 13BorgiItaceae 18

Crassulaceae16

umbeniferae l0

ll Berbefidaceaes.olanaccae

JuncaceaeCeranlaceac

CampanulaceaeIridaceac 3

2zygophyllaceae
·
1· an】ariceae

EuphoriaceaeIR~ubiaccae

ConvolˇulaceaeEricaceac

ViolaceaeC)nagraceae

Potamogetonace8eBetulaceac

PlantaginaceaePrlmt laceae

pyr。laceaeValenanaceae

t.`rticaceaePlumbaginaceac

PolygalaceaeUl maceae

`.′

erbenaceaeI~inaceac

ElacagnaceaeAsclcpiadaccae

JuncaginaceacBignoniaceae

Celastraccae【)ipsacaceae

Malvaceaesantalaceae

ThymelaccaeRhemnaceae

AraliaceaeGu“ ferae

Hippuridaceac

·
rbyphaceaep。lcnl。niaceac

Alismataceae,0ldoxaceae

续表 3

项  目

ltem

种 效

No.of

species

被

子

植

物

21

19

17

15

12

7

4

4

3

2

2

Angios-

per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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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西宁地 区野生被子植物 20种 以上的科排列苡序与全国被子拉物 1oo种以上的科排列顺序对 比

'1· able 4  Comparison oF sequence arrang.ement of the families of over 20 wild

angiosperm。 us species in Xining regionˉ with that of over 100 angiospernlae speCies in whole China

全   国

Whole China

西宁地区

Xining Region

Coinpositac

>· 1000种

Cramineae

Legun】 inosae

Rosaceac

Ranunculaccae

Cyperaccae

scrophulariaceae

Ccntlanaccae

Cruciferae

1∞ ~lO00种 Chen° podiaceae

Caryophy11aceae

Liliaceac

salicaceae

saxifragaceae

衣5 西宁地区古老本本科的阳序排列与△海东部黄土商原区相同科对比
·
I′able s  CoInparison of sequence arrangement of the ancient w。 ody fan1ilies in lXining region

with the loess plateau area of eastern Qinghai Province

种名 No,of species
科  名

Name oF

families

青海东都太土高原区

:I·he loess platcau

of E,Qingbai

15

6

Caprifoliaceae

I;(∶ tulaceae

Ulmaceac

Araliaceae

根据吴征镂教授 巳 sed。 n proF,Wu Cheng y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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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ae

()ranlineac

I.eguminosac
)100种

()rchidaccae

Rosaceae

1'abiatae

Ranunculaccae

50~100种

scrophulaceae

()yperaceae

tInlbe11iferae

Primulaceae

I'iliaceae

Eupllorbaceae

()aryop11yllaccae

()cntianaceae

Cruciferae

Crassulaceae

Caprifoliaceae

saxifragaccae

20~50种

厨名 No.or genera

西宁地区

Xining region

青海东都女土高原区

The l()ess plateau

of E· Qinghai

西宁地区

Xining region

l

1

1

| Ericaceae

L~I些iace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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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西宁地区好生种子植动曰的分布类型和变型

'I′able 6  
·
I· he types and subtypes。 f the genera oI wlld seed plants in iXining region

分布区类型和变剧

△
·
lle area typee arld.subtypes

西宁由全国
·

属数的百分比

Percentage

(%)

世界分布

A11 wor1d

热 带
·
I· opics

温 带

Temperate

特 有

Ende】nic

46.15

4.ll

1.34

( 23

50.23

10.00

21.43

52.63

60.00

l(JO.00

6.5C)

28.10

4.00

12,50

5.88

29.09

8.55

25.0(

sO.00

4o.r)o

lO.14

25,oo

23.()8

8.22

4.96

1.18

1,56

I2.87总 计

Total

女根据吴征镂教授 Based on prof.Wu Cheng yih

野生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按照吴征镂教授 (1983)的观点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是根据地理学原则及其分布区

类型来划分的,这对研究植物起源及地理变迁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引进驯化等生产

· 63·

属 效

No.of genera

全国

Whole China

西宁

Xining

18l(4I.世界分布

316

149

442

13

z

l

2.泛 热带

3,热 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和大洋洲同晰

4.热 带亚洲 〈印度-马 来西亚 )

l(7

l

3

30

3

l

8

32

l

l

l

16

13

1

1

7

3

6

6

7

1

213

10

14

57

5

1

123

1I4

2;

8

17

55

152

4

2

5

69

】2

26

73

141

85

5.北 涅带

5-1.环 极

5-2.北 极 -南 山

5-3,北 温带和南温带 (全 温带)同 断

5-4.欧 亚和南美沮带间浙

5-6.北 温带和非洲、南关热带和亚热带南山

6,东 亚和北关同浙

7.旧 世界温带

7-1.地 中江区、西亚和东亚同由

7-2,地 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

7-3.欧 亚和南非洲 (有 时也在大洋洲)同 浙

8.沮 带亚洲分布

9.地 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9-1.地 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大洋洲向浙

9-2,地 中海区至中亚和I西好同浙

9-3.地 中海区至沮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同 0i

lO,中 亚

10-1.中 亚东部 (亚 洲中都中国 )

lO-2.中 亚至喜马拉准和我国西南

11.东 亚 (东 :马拉雅-日 本 )

11ˉ 1.中 国-=马 拉雅 (SH)

1】-2.中 国-日 本

2o712.中 国特有

2179 319

l

|

l

l

|

|

|

|

|

|

l



方面也具有实际意义。参照吴征镂教授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1991)。 将西宁

野生种子植物 319个 属划分为 12个分布区类型和 15个变型 (表 6),现 比较分析如下 :

1,世界分布

西宁这一分布类型的属有 48个 ,占全国该分布类型的 46.15%,占本区野生种子植

物总属数的 15.05%。 计有 :

R″″缓 、Po`ygom″叨、
^加

pJe.r、 C杨mopo涉″″、 s口入o杨 、s″rg〃 J。rm、 sreJJ夕″口、

^刀

纟,刀0刀纟、C`e`刀 口 rfs、 R。 ヵ叨刀c切′叨s、 Le'0d|″ 勿 .、 C。
''口

″访 刀纟 、Ro″ pp。 、R刃 犭″s、 sop`i″ ·
口 、Ger夕 刀r-

″励、
^srrcgo`″

s、 P。J,go拓 、R九夕″″″s、 Fryper″″、yf。J口 、rf炉p“
'zs、

s口″
`c″

杨、Pf〃p|″eJ`口 、

Er″。,zo叨″.、 G召ヵ厉。刀口、Co力 VoV〃 J″s、 soJvr。 、sc叨彦e`切″。、sr曰c历ys、 PJ。″饣口go、 G@Jf″″.、 Xo刀
`五

f-

″″ 、se″纟c扌。、7·夕夕汔@、 Po`口 勿 og勿 o`I、 z口″″|c乃 纟〃叼 、T″gJoc庞 z`2、 Po。 、

^gros`rs、

B(,J3。 sc△ (饣刀切s、

sc△″″op一如c″″‘、fsoJeps阝、B″o腕
'yom、

E`e∝尼口″s、 C。 r纟r、 J″mc″ s、 ″口勋ris。

2.泛热带分布

共有 13属 ,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效的 4,08%,即 :Ep场拓口、T石3″ J″5、 E″ o冫I夕″″s、

Cym口刀c`i″勿、C色J少
`召

g叼 、Catsc″勿、PoJ,pog。
`,、

C尼

`or沁

、
^″

sr|d。 、Tr口g″ s、 Ec尼扬。c尼Jo么 、
s`口

`么

″口、Pe刀历5′

`″
·

3.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和大洋洲间断

有 2属 ,占本区野生植物总属数的 0.63%。 即 :T九
`s氵

″″、Emgros``s.

4.热带亚洲 (印 度一马来西亚 )

在西宁地区仅只 r″″s1属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0.31%。

5.北 温带

这 是 本 区 占 绝 对 优 势 的 一 个 类 型 ,含 有 5个 变 型 ,共 计 1在 5属 ,占 本 区 野 生 种 子 植

物 总 属 数 的 45.46%,将 近 一 半 ,计 有 :P|c召″ 、s汤 扌″么、Po卿 J″‘、s@J″ 、B纟勿

`。

、σ

`初

切s、

Cer口助 Fdes、 Cor沁 pe/勿 ″″ 、 s。 grm口 、 sfJ纟刀纟、 P口召o″:夕 、 Tro`Jo″ s、 CF″ 0cfy切 g口 、 戾 co″ |莎z`勿 、

D召Jp汔
``:扬

″、⒕g访Jeg叼 、ffeJer″ s″s、 Ber3ens、 P口p。 ver、 a'zc。″∞ 5打 、C。 7,〃

`@`:s、

T`lJ@。 pr、

c。夕s召〃口、Dr。切 、

^抑
afs、 c乃召rm,7`h″ s、 D6c'叼 ″犯 、〃 9′ore勿夕九|″勿 、sozzy冫翅 go、 s''″″ 、

R杨 历 o扬 、 P口″ 。“油 、尸肪 助

'e幼
栩 9、 R扬纟s、 spF犯e、 Co彦o`,纟曰“纟r、 sor切 s、 F田 g@″口、C。

叨口
'z叨

、Por勿
```J。

、RⅡ口、垒g″″o,,叼 、Cer。 s″ s、 sv历″so历曰、Ory`'op打 、rredys。
'″

″、
M曰 J△

`曰
、Corco幽 、rfer口勿″″、L:g″‘历c功仞、C口″ ,P2、 Pyro勋 、R尼ododeヵ

'Ⅱ

。,a、

^刀
dros弼召、

P″″z助 、Ge刀厉口刀opszs、 z.o″ 口rogo刀氵叨
',,、

尸oJe″.omf切勿、Droc(re夕历口′″勿、”fe″

`几

口、E切夕无
'夕

s杨 、
Pedic″

`口

″ s、 Oro,‘z刀 C九 e、
yFa″

″ ″叨″ 、 I刀刀zcer口 、

^栩

〃 、 C。 ″ p口刀〃

`口

、

^s`er、 ^河

:″沁 fc、

⒕ 刀口夕 方口′2‘ 、 C△ 7‘ iz勿 、 s曰″‘s″r'o、 T夕
'刀

roc″ ,m.、 so″chzs、 CⅡeprs、

^`zs勿

口 、 Fes纟″c夕 、召

'口
c乃v宀

夕 od`″ ″ 、

^gro夕 'ˉ

o刀 、 E′y励 功s、 ffordF″
`,,、

⒕ v纟ヵ夕 、 DesC尼 口勿 ps杨 、 ″ 扫

'och`(犯
、 De,召 ″氵 fc、

Co切勿口gros俯 、B法″勿 ″m、 0,γzopos、 s″ 1p口 、Κ品″s叼 、夕 ovd扫 、z丿Jz″″、
^〃

扬″、肱夕~

I口 ″ 场 ″ ″叨 、 af四炯 ″r场″叨″ 、 Po匆些″ 口砌 ″ 、 r`沁 、 。

`夕

”″ 劣 ″″ 、 sp|锪刃此 药 、 Goody弘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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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汩″
``l召

″、Ⅳeo``汤刀汕P、 C″
`@ε `oss″

`7:、

FrCr`″
`″

`“
`72、

z氵s`c阳 、EpFp〃c″ s、 0厂C历s、 P。 r口‘:`es

等 ,本 区北温带类型约有 107属 (不 包括变型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的 33,5遮 %,高 达

1/3。

(1)环北极 :只有 0r油″汤 1属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0.31%。

(2)北 极一高山共 3属 :E″″,冫2口 ,Arcroz`s,z〃吕orf●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0.94%。

(3)北 温带和南温带 (全 温带 )间 断共计 30属 :U历c〃 、Koc乃 切、CF7us″″〃、T肠′
`(-

r'″励.、 B曰 r'夕‘·九
`″

`″
、zopp〃

`夕

、C`)rysosp`召 ,″″,77、 C0″ 77`、 】/`cf`口 、Iu`乃 y厂 :rs、 z:刀 z‘ ,9∶ 、E″p`lora氵 “、

E夕氵′o3f″ 792、 C′乃曰″曰召ヵP汀 o″ 、召〃夕
`Pzr r″

/9:、 H口′
`刀

`口

、Co,,zr’ s`o`9z口 、su’
`″

氵口、Er″″ch氵″,刀 、y'/。刀氵一

c'、 R″乃t口 、sn″2.3`tc″ ‘、y口

`、

″曰刀〃、C召刀
`四

″r'么 、P″ CcF″ c`Jz夕 、Bro″ 2〃 s、 Frise`″ ,″ 、H'′氵crofrfc九 oヵ 、

Lyc`“
`,`、

″″:m等 ,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9.40%.

(4)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 只有 3唇 ;I`o″ r∞ r,'`″冫″、L印励不、
^`op饣

'‘

·″r〃s,占 本

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0,94%。

(5)北 温带和非洲、南美洲热带和亚热带高山 仅 如 e`2口″口1属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

物总属数的 0.31%。

6.东 亚和北美间断

有 8属 :T九
''″

opsts、 J'功
`''z夕

、7ˉ

·
rfr`sre″″7、 B仰 c尼ync″ s、 G℃口

`切

、L召油,″rtid、 s″ 2`-

`〃

c氵″口、⒎‘
`o″

s,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2.51%。

7.旧 世界沮带

计 32月日,are`口 mdnz″ 、0ypsop″ J口 、

^Zo`:●

s、 CheJ材 o″沏″ 、拟 ,ic口 ″口、D。ph″ e、 rr2少

pop无色纟、PJe″ r。sper″ 功″ 、ses召 Ji、

^J″

g曰 、E`s九 oJ‘ zio、 G口Jeops|s、 z.。 gops|5、 L口和 J″″ 、Leo

羽口n“、Ⅳ妒纟抑、PhJo″ Js、

^denop乃
o″ 、T`“扌扬go、 Doro',zc″″、z|g动场

'I口
、rm″助、c口 rp孙 J“″、

^rc`扌

″‘叨 、 C口
''″

△5、 se``o`″ &z、 PIr,is、 Rα :g刀口△0、 '4Ch″ @彦无臼 v励 、 G0geo、  Asp口
`口

g″ s、

Ne咖杨,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效的 10· 03%。

(1)地 中海、西亚和东亚间断 仅 scorzo刀纟1属 ,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0,31%。

(2)地 中海和喜马拉雅间断 只有 Mor|刀口1属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0,31%。

(3)欧 洲和南非 (有 时也在大洋洲)间 断 也仅有 zoc助 co 1居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

总属数的 0· 31%。

8.温带亚洲分布

有 16厅甬,R九 c〃
`7:、

Psc〃 d(,srF``〃 厂杨 、00ryg7‘zp乃●5、 Orosrochys、 Co`at'扬 、 shb沙夕

`'油
、

C′九口″口Pr万‘,dos、 C口 r口 g口 彳口、C″ P`d`刀 srced`扫 、s`'`J￠
'夕

、Tr`go″o`Fs、 sc万zzo″
'夕

纟
``、

cy’,2沙‘zr初 、

约 ‘z刀掖 、o核么m、 Pr沏grosrs等 ,占 本 区 野 生 种 子 植 物 总 属 数 的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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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计 13属 ,ffoJog″ o刀 、Ijeplyrα

`,c`zs、

r匆p`c。″″ 、E涩 臼 、△r。佬o勿汩 、T。r`助
'`么

、s油氵励 幽 、

B渤 e`s历刀杨 、 Ⅳ ″″ ″口、 灭勿
`″

″″口、 PJ氵‘″ b。g″助 、 /1矽ε励 go、 ncr。pr″c,,,占 本 区 野 生

种 子 植 物 总 属 数 的 4.08%。

(1)地 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大洋洲间断 :只有 zygop”氵助勿 1属 ,占本区野生种
子植物总属效的 0.31%。

(2)地中海区至中亚利墨西哥间断 仅有 Peg@″勿″ 1属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居数
的 0.31%。

(3)地 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有 C`y钾 rr乃″夕和 Erod沏叨 2

属 ,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效的 0,62%。

10.中 亚

有 △reJ|。彦。,'ey、 sp伤口

`扬
'oc@rp”

、

^s`″

°

`五

口″ ″ 功s、 C口″C″″ 叼 、Pwr`jyi。 s助 c方ys、 Tz″ 辽冫-

zn口 、s矽矽乃‘z刀。c′〕纟7属 ,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2.19%。
(1)中 亚东部 (亚 洲中部中国)计 3属 ,sy励p昭叨口、~孙印夕″切s、 Ⅳ印″‰ ,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0.94%。

(2)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 :有 6属 ,P`″gzfJ绍记、Cy,,ogJo“ ″叨、hm″″o、

o″ mzs、 HopoJ夕杨、BJ”叨泌,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居数的 1.88%。

11.东亚 (东喜马拉雅至 日本 )

计 6属 ,^了口″庞qp。刀口:、 Bo伤ruosp纟 /″叨、c口△
'臼

印。s、

^″
六。J″ s、 C‘,d。7:Ⅱps|s、 He`εⅡo少

p″s,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数的 1,88%。

(1)中 国-喜 马拉雅 共计 7同 ,α″″口s`″、sz`lopod:p幻″″勿、To7|g。 J∞ 、
`1f订

ro″拓、
z,‘a″c纟″、Cr召励么,I功ヵ历″″、st冫rosens,占 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2.19%。

(2)中国一日本 仅有
'″

eaz口 1属 ,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效的 0,31%。

12.中 国特有

有 4属 0s`'vo少沁、⒎扬磁 、zyopsIs、 X砌漉op矽夕″s,占本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
的 1,25%。

区系特征

本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错地带 ,形 成了复合地貌形态和过渡性气候格局 ,其
现代植物区系具有一定特色 ,特征如下。

1· t物组成丰富

根据现有资料 ,野生种子植物 70科 、319曰 、864种 。其中裸子植物 3科 、3属 、6

种 ,被子植物 67科 、316属 、858种 (表 1),分别占青海省种子植物总种数的
·
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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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属数的 59.96%,总 科数的 66.04%。 这充分证明了本区也是青海省种子植物种类较丰

富的地区之一。

2,地理成分多样

本区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多样 ,野生种子植物具有 12个分布区类型和 15个变型 (表

6)。 温带分布的属 (251属 )占 的比例最高 ,占本区总属数 (319属 )的 78,68%(不 含

温带分布的世界属所占的比例 ,下同)。 其次是世界分布的居 ,约 占 15,05%。 热带分布

的属仅 占4.70%。

本区植物分布类型表明,其植物成分多样 ,与世界许多地区植物区系之间在发生上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温带分布的属在本区各分布类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热带成

分较少,其他地理成分也有渗人 ,地理联系广泛。分布镶嵌交错 ,地理成分多样。

3.北温带植物成分占绝对优势

在温带分布类型中,以北温带分布类型所 占的比例最高 ,占全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

数的 33,54%。 其次是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约 占 10,03%。 第三是温带亚洲分布类型 ,

约 占 5.02%。 故此北温带成分占绝对优势。

4.特有种、属缺乏 ,单种属与客种属较多

本 区无特有种、属。中国特有属在本区只有 4个 ,占 全区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1.25%.但是 ,本 区单种属与弃种居较多。常见的单种属如桃儿七属、顶羽菊属、款冬属

和黄绥菊同等 ,寡种属如 :虎榛子属、拟楼斗菜属熏倒牛居、狼紫草属、五福花属、沙

棘属、舞鹤草属、凹舌兰属等。

植物区系地理归属

西宁地区,在中国植物区系中,是作为泛北极植物区,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唐古特

地区 (《 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 ,1993)。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菠高原交

错地带 ,植物区系成分比较丰富多样 ,与 中国-日 本森林植物亚区华北地区中的黄土高原

亚地区还有着一定的联系,其区系的分区归属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问题 ,常为一些植物

学者所关注。通过调查和对已有资料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在华北地区集中分布的属

在本区有 还个 ,即 :稗属、虎榛子属、角蒿属、莲子镳属。唐古特特有属分布到本区的

有黄绥菊属。西藏、横断山脉特有属分布到本区的有 I'诩″ogo″ |″勿。看来本区是一个过

渡地区,从植物地区分布来看 ,在海拔 2500m以下的地区与华北联系较多 ,在海拔 2500m

以上的地 区与唐古特的联系更为密切 ,如唐古特地 区的特征种:s曰历刀口prz幽叼厶肪 、

PI‘ 幽、Cms力仞 F口 为本区山地森林的主要树种。另外从植物的区系成分分析 ,2500m以

下的地段 ,植被建群种的优势种为 S彡巾夕切″g幽刀口,是华北区系成分。2500~3000m之间

是青海云杉和祁连圆柏组成的针叶林。3000~4000m之间则为以 s口 J汾 m|`7ep栩 、Po`e,a-

rf/油 ∫″‘
`fco‘

口为主的高寒灌丛和以 Ko犭″“口spp.为 主的高寒草甸。尽管 2500m以下华

北区系植物成分占优势 ,但是地域狭窄 ,论其植被还是高寒灌丛、高寒草甸面积大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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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绝对优势,所以本区植物区系归属唐古特是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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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LORA OF THE WILD sEE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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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ILihua

(`′ o'‘

^z,`sr P`″ `召

夕
'`″

s访r'`e or″ j。

`。

:v, 7ˉ”cC乃氵
'e‘

c^c夕 de,,、 oy sc记″ce, Xlヵ 9″g, 81o001〉

zhou Dujun

(sclP″ riyi‘ 夕″

`?kc九
ヵ“″

`J刀

y。

'沏
〃
`Ⅱ

,″ o`(2|″ g乃‘2i P/‘刀t力Ce)

Abstract

XiI△ ing· region belongs to a part of· rangut region in flora of China seed plants,1· ·
here arc more abun-

dan.t species,g.enera and farnilies in this wild seed.p· lants ftora which comprise 70 fanlilies,319 genera and

864 species(see table 1).3 farllilies,3 genera and 6 specics of GyInnospernlae,and 67 fainilies,316 genera

and.858 species of Angiosp.ermac are nlade of complicated g·
eo8·raphical elements(志 ee table 2).In acc。 r-

dance with l^⒎u(1991)the analytic and cornparative study of geographical elen】 cnts of seed plants in Chi~

n.a and tlte la小
`oF g·eog·raphy distribution patterns, 】2g.eograf)hical distributioIl patterns aIld 1 5 variants

caIl be classified.· I· 1】e region is basically ten】 perate in nature·which especially】 10rth.temp.erate flora ele-

nlents occupy absolutely don】 inant position.It has a little endenlic species an.dg.e nera, 4 endemic gen.era

of seed~ plants in the region, 1.e.Ostryopsis of Betulaceae, ·
I·ibetia of I.'eigurninosae, I.ycopsis of

Borg.inaceae and Xanthopappus of Cornpositae.

Key w()rds: Floristic study,Flora of seed Plants,North Temperate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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