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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海珍稀濒危植物共有 18种 ,隶属于 15科 17属。其中,中 国特有分布型 lO属 ;旧世界

温带分布型 2属 ;北温带分布型 1属 ;中 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型 3属 ;温带亚洲分布型 1属 。这

些属均为少种属和察种属,且多为青藏高原特有成分 ,分布以东部边缘河谷地带和南部横断

山北最为集中。青海濒危植物的历史渊源可能都与青戏高原的隆升密切有关。并分析了这

些濒危植物的致濒原因,提出了系列保护措施。

关性词 :青海 ;珍稀濒危植物 ;区系

植物在全球生命支持系统中的首要地位决定了对它们进行保护的迫切性。从物种数

量上来看 ,珍稀濒危物种中的大多数都是植物。做好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工作是当务之

急 ,而对珍稀濒危植物的区系调查又是基础。本文初步探讨了青海珍稀濒危植物的区系

特征 ,并提出了一些保护措施 ,以期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资料。

自然概况及地理特征

青海省位于我国西北部 ,青 藏高原的东北隅,地 处北纬 31° 39′
~39°

11′ 与东经

89° 25′
~103°

04′ 之间,面积约 72.12万平方公里 ,占 全国陆地面积的十三分之一强。境内

基本上为西北—东南走向的高大山系与巨大的山间盆地相间排列 ,主要可分为 3个不同

的地形区,即东部及北部平行岭谷区、西部柴达木区和南部青南高原区。其植被特征是在

高寒气候条件下发育起来的高寒灌丛、草甸、草原、荒漠 ,该特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青藏高

原广阔的空间位置、巨大的高程和复杂的地形以及第四纪冰期和现代冰川的影响,特别是

高原对本省的天气和气候的影响而发生巨大的变形、改造和生成的结果 (周 兴民等 ,

1987)。

+中国科学院院长择优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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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珍稀濒危楠物区系特征

1.种类组成

根据国家环保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1991)和 《中国植物红皮书一 珍稀濒危植物》(傅立国等,1992),青海省有 18种珍稀濒

危保护植物,占该名录所公布的389种 中的4.63%,隶 属于 15科 17属 ,均为被子植物 ,

其中木本植物 3种 (2科 2属 ),草本植物 15种 (13科 15属 );根据实地调查与标本研究 ,

现将分布于青海各地的濒危植物及其生境列于表 1。

表 1 0海珍稀濒危植物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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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布区类型及特点

根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吴征镫 1991),青海省 18种珍稀濒危保护

植物分布类型主要为:① 中国特有分布型 10属 ,包括穴丝荠属 α沼Jo刀 c·″7口 、文冠果属

咖 忽s、 羽 叶 点 地 梅 属 P∞叼
`o阳

″、辐 花 属 Lo″咖 ,go`azps。 s、 颈 果 草 属

肠 滋历历c`l拟勿 、马尿泡属 Prza四 Js汔叼、细穗玄参属 Sc冖o亚

`z@、

华福花属 S扌″@Jα扭 、三

蕊草属 Sj″∝场招田和孔唇兰属Po`oF口 bi″″l,占 青海省珍稀濒危植物的 58.8%,占全国特

有属的 1,77%;② 旧世界温带分布到共 2属 ,沙棘属 托砌 纟和茄参属 M曰″d叼gom;

③北温带分布型 1属 ,贝 母属 Fr历杨 r犯 ;④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型有 3属 ,星叶草属

Cˉ彻幽s″
'、
丛菔属 勘/`″s-`口多抛c`叼 和绵参属E'劢yo″ ;⑤温带亚洲分布型 1属 ,大黄

属 R切切勿。

青海珍稀濒危植物具有以下特点 :

(1)分布上以东部边缘河谷地带和南部的横断山北缘最为集中(表 1)。

(2)单种属和少种属的类群多 ,如华福花属、马尿泡属、辐花属、羽叶点地梅属、星叶草

属、穴丝荠属、细穗玄参属、颈果草属和绵参属等为单种属 ,而茄参属和丛菔属等为少种

属。

(3)青藏高原特有成分较多,如华福花属、辐花属、羽叶点地梅属、马尿泡属和茄参属

的青海茄参等均为青藏高原的特有属或种。
(4)起源较为复杂,青海珍稀濒危植物的历史渊源可能均与青藏高原的隆升有关。特

斯提海退缩和第三纪、第四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青藏高原大规模隆升;青藏高原的隆升
和存在导致了青藏高原广阔的生态界面和地理边缘 ,从而引起了复杂交错的边缘效应 ,由

此使其植物区系兼有过渡于泛北极、印度一马来西亚和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李吉均等 ,

1979)。 一方面,青藏高原的隆升使青藏高原成了新生生物产生的摇篮,在适应日益寒化
和旱化的环境过程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属、种 ,有些濒危植物就是这类具有高原特色新生

种属的代表,如穴丝草、羽叶点地梅、颈果草属等 ,这些类群可能在系统位置上为新特有类
群 ,可能是从其邻近的属种中新近分化而来的;另一方面,尽管青藏高原的隆升造成青藏
高原大面积的寒、旱环境 ,但在一些山谷和河谷中仍保留有较为温和的气候 ;在这些局部
环境中,一些古老植物区系的种类还得以暂时残存。星叶草属等类群是这类濒危植物的

代表 ,它们在系统位置上较为孤立 ,在起源上较为古老。

致 濒 因 素

1.人为因素

自从 Lande(1994)的 工作发表以后 ,大多数人已经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观点 :即现代物

种灭绝的第一位原因是确定性的人为因素的作用 ,尤其是生境丧失 ,生境破坏以及过度利

用对物种生存威胁最为严重。生境片段化、栖息地破坏、环境压力 (如污染、过度利用 )使

植物种群数量受到严重限制或急剧变小 ,从而导致植物濒危到灭绝。青海珍稀濒危植物

致濒的人为因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1〉 采伐森林对珍稀濒危植物的破坏  青海的珍稀濒危植物中有许多种类 (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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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草属)生长在林下 ,近 10年来青海东部和南部的森林大面积被采伐,自 然植被遭到严重

破坏 ,生态环境恶化。生长在林下的濒危植物种类一方面在森林采伐过程中被践踏 ;另 一

方面,由 于生境遭到破坏 ,这些植物的生长发育和天然更新受到一定的限制 ,其植株数量

急剧减少。

(2)过分的采收利用  这方面在药用植物的采挖上表现更为严重。如大黄 ,近年

来对该药材的过度采挖 ,致使其植株数量日趋缩减。

2,珍稀濒危植物自身的因素

由于珍稀濒危植物本身生物学特性的限制 ,使其种群数量日趋稀少。如华福花的受

精、结实率非常之低 ,至今 ,虽多次采集到华福花标本 ,但均未采到带果的果期标本 ,也未

采到果实;辐花的种子从蒴果中散落时只发育到球形胚时期 ,需要后熟作用 ,种子萌发率

较低 ,天然更新困难。

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对策

珍稀濒危植物是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自然界给予人类的巨大财富。据估计 ,

目前地球上平均每天失去一个物种 ,到下世纪中叶将有 25%的物种陷人绝灭 ,因此保护

珍惜濒危植物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青海的珍稀濒危植物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如华

福花属、马尿泡属等在其所在科中的系统位置较为特殊 ,在研究植物系统与进化方面具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因为青海的许多珍稀濒危植物是青藏高原特有类群 ,这些类群在研究

青藏高原对高山植物的影响以及高山植物对特殊环境的响应与适应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此外 ,一些濒危植物是重要的药用植物 ,如大黄属植物 ,这些植物对进一步的药学研

究及开发利用有重要价值。

1.就地保护

在区域性广泛的植物区系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区域自然生态保护区 ,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来维持或恢复濒危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能力的群

体 ,使植物在原分布地得到有效的恢复和繁衍。

2.易地保护

易地保护包括保存种子建
“
种子库

”
、采集植物活组织和花粉建

“
基因库

”
,另外,移栽

野生植物苗建立
“
野外基因库

”
或
“
活植物收集区

”
即植物园。对所有濒危植物均可用

“
种

子库
”
和
“
基因库

”
保护其种子、繁殖体来达到保护措施 ;而某些濒危植物残存个体有限,在

就地保护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可采取迁人植物园保护。

3.加强宣传教育,以求得共识

这是保护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 ,通过宣传教育 ,让人们认识到保护珍惜濒危植物的意

义 ,禁止或减少过度放牧、中药采集等 ,维护其正常的生态环境。使全社会重视、理解、支

持和参与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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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RISTIC AND DIsTRIBUIION CHARAC· m.RIs1I(s
oF T】E RARE AND ENDANGER PLANIs IN QINGIIAI PROVINCE

X.ue Chunying Deng Deshan C.hen shilong Liu Jianquan
(Nonhwest Plateau I:stitute of Blobgy,the Chm钾 :Acadmy of soien够 ,Xi血晤,81(XX)1)

Abstract

18 specles of the ore and endangered plmts we【 c folnd in Qinghai,belon驷 g to 15 fam16肛 d17
genera,()f thein,there arc lO gσ lαa of EIldel uc to China,2 gencn of old world tmperate,1 genus of

Nonh t0△产ntC,3 8encra of s:仓 hmalaya and 1 genus of Tgmp.Asla.Basd(n the nor△ stic annlysts of thc

me and endangered dan心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norlstic αⅪlp^Ition in Qlnghai has tllree II⒓
,。r

chaucteost:c feames:they are few-环 迂is genus and¨ I⒑typlc gαn1Is,and maidy Q吧狙ng plateau

endem曲n.They zlre吣 tly located at砀 st reg()rB。 f叼Ⅱey and north of sout11em Hengdum Mountalns The

catses of making plants cndangerd are al∞ dlsc1sed.The effective pmtected∞ lntem】∞铷Ⅱ for th6e specles

is appl°oched.

Key wα凼:Qlngl ai;rale and endmgered plan‘ ;non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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