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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阿尼玛卿山地区植物区系研究
Ξ

吴玉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810001)

摘　要: 阿尼玛卿山地区位于青海省东南部, 约占北纬 33°25′～ 36°20′, 东经 98°50′～ 102°25′。本地区共有种子植

物 56 科、251 属、752 种。区系特征如下: (1) 种类相对较少, 特有属相对较多; (2) 以北温带为主的温带性质明显;

(3) 在种一级水平上, 以中亚成分和东亚成分, 特别是其中各自联系着喜马拉雅的变型成分为主的分布, 形成了区

内以欧亚大陆温、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明显的温带性质及其高原、高山分布的特点; (4) 植物的生活型以多年

生草本为主, 木本种较少, 乔木更少; (5) 在中国特有种的分析中, 本区系与横断山和甘肃南部区系的联系最为密

切; (6)生态环境对本区系特征的塑造表现为高寒生态因子的选择和高山特化的作用强烈, 而在一定程度上湿冷生

性质和寒旱生性质的高山特化作用更为明显; (7) 表现出青藏高原植物区系的衍生性和年轻性; (8) 植被以由嵩草

属植物为建群种的高寒草甸和由金露梅、山生柳等分别为建群种的高寒灌丛为主; (9) 以绿绒蒿等所体现的地区特

色明显。综上所述, 本区同唐古特地区在区系性质和特点等方面基本一致, 所以, 本地区不仅是唐古特地区植物区

系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区系之一, 而且是其核心区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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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rea of A ’nyem aqen M oun ta in s is situa ted betw een la t itude 33°25′- 36°20′N and

longitude 98°50′- 102°25′E. T here are 752 species of seed p lan ts that belong to 56 fam ilies and
251 genera in th is reg ion. T he flo rist ic characterist ics in the area are as fo llow s: (1) Species are
poo rer and the endem ic genera are richer rela t ively. (2) It show s the clear natu re of the temperate

zone that is the decisive facto r of the flo rist ic characterist ics. (3) By the species, the clear natu re

of the temperate zone and the dist ribu t ional characterist ics of p la teau and alp ine are fo rm ed by the

dist ribu ted bo th the elem en ts of Cen tra l A sia and East A sia, and especia lly bo th the sub type of
Cen tra l A sia to H im alayan and Sino2H im alayan. (4) M o st of the p lan ts are perenn ia l and poo rest

of t rees. (5)By the analysis of the endem ic species of Ch ina, the flo ra is clo se rela t ion sh ip w ith

bo th the flo ras of H engduan M oun ta in s and Sou thern Gan su. ( 6 ) It’s specia lly g laring the

select ion of eco logica l facto r and the alp ine specia liza t ion, and appearance to adap t hydro2co ld ize,

and co ld ize and drough t ize in the flo ra. It depends on the eco logica l environm en t that is fo rm ed by

the geograph ica l po sit ion, the elevat ion and the clim at ic characterist ics. (7) Show s the flo ra is a

young and derivat ive that is the natu re of Q inghai2T ibet P la teau. ( 8) T hat are m ain ly, the
vegeta t ion s are alp ine m eadow s that con structed by K obresia and alp ine th ickets that con 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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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 a lix oritrep ha and P oten tilla f ru ticosa respect ively. (9) It is clear tha t the area characterist ics

are fo rm ed by M econop sis spp. To sum up , th is area is sim ilar to T anggu te reg ion in the flo rist ic

cha2racterist ics. So the flo ra is no t on ly one of the rep resen ta t ive flo ra, bu t a lso one of the co re

flo ra of the T anggu te flo ra.

Key words: F lo ra; F lo rist ic characterist ics; A ’nyem aqen M oun ta in s

　　阿尼玛卿山属于昆仑山系东端的尾支, 该地区

处于青海省东南部。我们在 1980 年、1984 年、1990

年和 2000 年等多次考察的基础上, 又于 2003 年7～

8 月份组队考察了阿尼玛卿山地区植物的种类、生

态地理分布和植被等。结合对前人所采标本的鉴定、

统计及其资料的研究, 我们对本区植物的区系成分、

性质、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而后撰写出本文, 旨

在丰富唐古特地区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资料, 并为

今后亚地区的划分提供依据。

1　自然概况

由西北朝东南走向的阿尼玛卿山位于九曲黄河

第一曲的弯部地带。由于黄河的绕行而使本区北、东、

南三面均以黄河为自然界限, 惟其西面以玛多县的东

曲到昌马河一线为界, 而西北面则以黄河支流大河坝

河为界。本文涉及的该地区范围在行政上包括青海省

的玛沁县、甘德县的全部和玛多县、兴海县以及甘肃

省玛曲县的各一部分, 约占北纬 33°25′～ 36°20′, 东

经 98°50′～ 102°25′, 全区面积约 36 800 km 2 (图 1)。

整个地区特别是中部和西北部地势高耸、高山连绵、

河谷深切, 东南端则山势起伏较小而多沼泽滩地, 其

海拔大多在 3 400～ 4 500 m 之间, 最低处约3 000 m ,

最高处的阿尼玛卿山主峰玛卿岗日为 6 282 m。

本区的总体气候具有高原大陆性气候的特点: 寒

冷、干旱、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空气透明度大、太

阳辐射强烈, 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 只有冷暖两季之

别, 且冷季长, 暖季短。据当地气象资料, 年均气温玛

沁县和甘德县分别为- 318℃和- 215℃; 最冷的1月

分别为- 1615℃和- 1416℃, 最热的7月均温分别为

715℃和812℃; 极端气温最低分别为- 4018 ℃和

- 3513℃, 最高2616℃和2218℃; 年均蒸发量分别为

1 40510 mm 和1 23117 mm ; 多年平均降水量分别为

46219 mm 和53113 mm。全年降水多集中于气温较高

的5～ 9月, 雨热同期, 对植物的生长极为有利。冬春季

盛行西北风, 最大风速为2713 m ös。

阿尼玛卿山地区的植被以典型的高寒类型的山

地灌丛和草甸为主, 兼有少量的河谷森林和滩地高

寒草原以及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等。只在本区西北

部的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才可见到的森林植

被, 主要有少量分布于海拔 3 000～ 3 800 m 的高山

河谷地带和山体切割强烈的陡崖峭壁间, 以及阴坡

半阴坡的以青海云杉 (P icea crassif olia)和阳坡以祁

连圆柏 (S abina p rz ew a lsk ii) 分别为主组成的寒温

性针叶林或青海云杉、白桦 (B etu la p la typ hy lla ) 混

交林; 于海拔 3 400～ 4 500 m 阴坡、半阴坡山地和河

谷滩地是以金露梅 (P oten tilla f ru ticosa )、山生柳

( S a lix oritrep ha )、头 花 杜 鹃 ( R hod od end ron

cap ita tum )、百里香杜鹃 (R. thym if olium ) 等为建群

种的高寒和寒温性灌丛以及少量分布于海拔约

3 200～ 4 200 m 山 地 阳 坡 的 沙 棘 (H ipp op hae

rham noid es sub sp. sinensis) 灌丛; 海拔 3 800～ 4 700

m 的阴坡分布的鬼箭锦鸡儿 (Ca rag ana juba ta ) 灌

丛; 以嵩草属 (K obresia ) 的几个种分别为建群种组

成的高寒草甸和一些杂类草草甸以及少量滩地垂穗

披碱草草甸, 海拔约 3 000～ 4 600 m ; 于海拔 3 500

～ 4 200 m 是以藏嵩草 (K. schoenoid es) 为建群种的

高寒沼泽草甸; 以紫花针茅 (S tip a p u rp u rea ) 为建

群种的高寒草原; 于海拔 4 600 m 以上的高山带是

以 水 母 雪 莲 ( S aussu rea m ed usa )、垂 头 菊

(C rem an thod ium spp. )、四 裂 红 景 天 (R hod iola

quad rif id a )等组成的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本区的土壤是在高寒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主要

有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土、高山灌丛草甸土、高山

草甸草原土和少量的沼泽土等。阿尼玛卿山地区的

植物区系就是在这种高寒类型的生态环境下形成

的。

2　植物区系成分分析

通过我们几次的实地考察和标本鉴定得知, 阿

尼玛卿山地区共有种子植物 56 科、251 属、752 种

(681 种和 71 个种下类型) , 分别占青海野生植物[1 ]

总科数 ( 90 科) 的 62122%、总属数 ( 508 属 ) 的

49141%、总种数 (2 285 种) 的 32191% (种下类型按

种计算, 下同)。可见在青海的植物区系中, 本区所分

布的科数并不算太少, 而种类却并不多。然而, 若就

单位面积而论, 本区在所属的唐古特植物地区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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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算种类比较丰富的地区之一。其中裸子植物有 3

科 3 属 5 种; 单子叶植物有 8 科 49 属 151 种; 双子

叶植物有 45 科 199 属 596 种。就植物的生活型而

言, 木本较少, 一年生草本亦较少, 而绝大多数是多

年生草本植物, 这正是以高寒植被类型为主的植物

区系所应有的区系特点。

2. 1　科的分析

在阿尼玛卿山植物区系中含 50 种以上的大科

只有 3 个, 它们依次是菊科 (109 种ö30 属)、禾本科

(84ö28)和豆科 (55ö8)。含 20～ 49 种的科有 9 个, 依

次是十字花科 (47ö23)、玄参科 (41ö7)、龙胆科 (36ö
7)、毛茛科 (33ö15)、蔷薇科 (33ö11)、石竹科 (28ö8)

等 (见表 1)。其余均为含 19 种以下的小科。这些本

区的大中型科在区系的种属组成中所占比重较大,

其科数仅占 21143% , 属数则占到 61135% , 而种数

竟占到 70148%。以其仅有的 12 个科所含的种数竟

能在全区种数中占到如此高的比例, 可见这几个科

在本区系构建中的主导地位。而就这 12 个科的现代

分布[2 ]来看, 除了罂粟科为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

布以外, 其余 11 个科全为世界分布。尽管如此, 不过

在这些科中分布于本区的属则多属于温带地区特别

是以北温带分布为主的, 这无疑对本区的区系性质

有较大影响, 并对本区植被群落的结构及其特点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表 1　阿尼玛卿山地区种子植物含 20 种以上的科
T able 1　T he fam ilies comp rising mo re than 20 species of seed p lan ts in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序 号
N o.

科　名　　
N am e of fam ilies　　

分布区类型[2 ]

A real2types

种数
N o. of
species

属数
N o. of
genera

1 菊科　Compo sitae 世界Co smopo litan 109 30

2 禾本科 Gram ineae 世界Co smopo litan 84 28

3 豆科　L egum ino sae 世界Co smopo litan 55 8

4 十字花科C ruciferae 世界Co smopo litan 47 23

5 玄参科 Scrophu lariaceae 世界Co smopo litan 41 7

6 龙胆科 Gentianaceae 世界Co smopo litan 36 7

7 毛莨科R anuncu laceae 世界Co smopo litan 33 15

8 蔷薇科Ro saceae 世界Co smopo litan 33 11

9 石竹科Caryophyllaceae 世界Co smopo litan 28 8

10 莎草科Cyperaceae 世界Co smopo litan 23 4

11 罂粟科 Papaveraceae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

N. T emp. & S. T emp. disjuncted
21 3

12 伞形科Um belliferae 世界Co smopo litan 20 10

合计 To tal 　　　12 530 154

占全区%
% of the area

　　　21. 43 70. 48 61. 35

　　在本区分布 20 种以下的小科共有 44 个, 占总

科数的 78157% , 然而它们的种数却仅有 222 个, 只

占总种数的 29152%。这一现象是由于本区严酷的

生境造成的。这其中在本区只分布 1 属 1 种的科就

有 13 个, 占总科数的 23121% , 总属数的 5118% , 总

种数的 1173%。这说明阿尼玛卿山地区已成为这其

中许多科植物在我国分布的西北界或海拔高度的最

高界限, 如檀香科、锦葵科、小二仙草科和列当科等。

而就垂直高度对许多植物来说, 本区已是它们分布

区范围的边缘地带。

2. 2　属的分布区类型

按照吴征镒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所划分的 15

个分布区类型[3, 4 ] , 阿尼玛卿山地区的植物可划为其

中的 12 个类型和 11 个变型 (见表 2)。

2. 2. 1　世界分布属

阿尼玛卿山地区的世界属有 34 个。其中主要的

属有黄芪属 (A strag a lus) , 含 24 种, 绝大多数种都

是本区同邻近区系所共有的中国特有种, 如黑紫花

黄芪 (A . p rz ew a lsk ii)、肾形子黄芪 (A . w eig old ia2
nus)和无毛东俄洛黄芪 (A . tong olensis var. g laber)

等。还有些则是近年来发现的或是就地分化的新分

类群, 如少毛格尔木黄芪 (A . g olm uensis var. p auci2
p ilis ) , 光 果 多 枝 黄 芪 ( A . p oly clad us var.

g labrica rp us)、西倾山黄芪(A . x iqing shan icus)等。它

们的共同特点是均属于寒旱生类型或湿冷生类型, 并

且在形态解剖上具有明显的高原高山特化的结构。其

中的龙胆属 (Gen tiana ) 共有 20 种。该属虽属世界广

布, 但其主要分布区则是温带地区和热带的高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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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阿尼玛卿山地区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 able 2　T he generic areal2types of seed p lan ts in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分布区类型
A real2types

属数
N o. of
genera

属百分比
(% )
% of

genera

1. 世界分布
　Co smopo litan

34

2. 泛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3 1. 38

4.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O ld W o rld T rop ics 1 0. 46

　4- 1. 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
　　T rop. A sia., A frica & A ustralasia
　　disjuncted

(1)

7. 热带亚洲分布
　T rop. A sia

1 0. 46

8.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N o rth T emperate

123 56. 68

　8- 2. 北极高山
　　A rctic2A lp ine

(7)

　8- 4. 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间断
　　N. T emp. & S. T emp. disjuncted

(31)

　8- 5.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
　　Eurasia & T emp. S. Am er. d isjuncted

(2)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E. A sia & N. Am er. disjuncted 3 1. 38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O ld W o rld T emperate 32 14. 75

　10- 1. 地中海、西亚和东亚间断
　　M editerranean W. A sia & E. A sia
　　disjuncted

(3)

　10- 2. 地中海区- 喜马拉雅间断
　　M editerranean & H im alayan disjuncted

(2)

11. 温带亚洲分布
T emperate A sia

12 5. 53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M editerranean,W. A sia to C. A sia

9 4. 15

　12- 3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
　　和南美洲间断
　　M editerranea to T emp. - T rop. A sia,
　　A ustralasia & S. Am er. disjuncted

(1)

　12- 4. 地中海区至热带非洲和喜马拉雅间断
　　M editerranean to T rop. A frica &
　　H im alayan disjuncted

(1)

13. 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C. A sia

9 4. 15

　13- 2.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分布
　　C. A sia to H im layas & SW Ch ina

(4)

　13- 4. 中亚至喜马拉雅- 阿尔泰和太平洋
　　北美洲间断
　　C. A sia to H im alayas- A ltai & Pacific
　　N. Am er. disjuncted

(2)

14.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E. A sia

19 8. 76

　14- 1. 中国- 喜马拉雅
　　Sino- H im alayan (SH ) (15)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 ina

5 2. 30

　　　总计　To tal 251

　3 表中各类型的序号采用吴征镒文中原有序号。
　3 T he num ber of types in tab le quo ted the o rig inal num bers

by P rof. W u Zhengyi.

其于我国的主产地则为西南部山地, 如蓝玉簪龙胆

(G. veitch iorum )、刺芒龙胆 (G. a rista ta )、大花龙胆

(G. sz echeny ii)等。主要分布于温带和寒带的早熟禾

属 (P oa) 有 16 种, 多数种类都是同我国西南高山区

所共有的高寒草甸植被中的耐寒伴生种类, 如胎生

早熟禾 (P. a ttenua ta var. v iv ip a ra )、波伐早熟禾

(P. p oop hag orum )等。其余虽为一些所含种数不多

的小属, 但许多属亦有类似情况, 如主产北温带和热

带高山地区的银莲花属 (A nem one ) 以及堇菜属

(V iola)、老鹳草属 (Geran ium )、剪股颖属 (A g rostis)、

灯芯草属 (J uncus)、酸模属 (R um ex ) 等。这些足以表

明本区系的世界成分主要是由北温带和热带高山分布

的种类以及本区同周围区系的共有特有种组成, 并且

它们在形态上多趋向于寒旱化和高山特化结构。

2. 2. 2　热带分布属

分布于本区的热带类型共 5 属, 占总属数的

2130% (世界广布属未计算在内, 下同)。除了属于泛

热带类型而主产于亚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大戟属

(E up horbia) 有 4 种外, 其余属都只有 1 种。旧世界

热带和热带亚洲分布也各只有 1 属。其中狼尾草

(P enn isetum ) 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 苦荬菜属

( Ix eris ) 广布于亚洲的热带地区, 而百蕊草属

(T hesium ) 和狗尾草属 (S eta ria) 等也都如大戟属一

样主要分布于热带至温带地区, 可见它们应该是具

有一定的温带性质的。

本区的热带成分以其微弱的百分比表明本区系

的热带性质基本上不存在。因为就这仅有的 5 个属

的现代分布区范围来看, 它们大多都延伸到了温带

地区。也就是说, 它们虽属热带类型, 但却均有不同

程度的温带性质。这说明本区系虽与热带植物区系

似有联系, 但这种联系的程度已微乎其微。同时也表

明本区由于在地理上属于青藏高原, 特别是海拔高

度已达 3 000 m 以上, 其气候已属典型的高原大陆

性气候, 干旱、多风、寒冷, 已难适宜更多的热带和亚

热带成分分布于此, 虽然也有一些属可勉强分布于

此, 但绝大多数属也都只有 1 种。而就这些种来看,

若非各该属中的广域生态幅种类, 就是其中经过寒

旱因子特化的适应高原、高山种类, 并且多数种到此

已达到其分布区的西界和海拔高度的最高界。

2. 2. 3　温带分布属

阿尼玛卿山地区的各种温带类型所含属数最

多, 共有 211 属, 占本区系总属数的 97124%。其中

又以北温带成分占首位, 共 123 属, 占全区总属数的

56168%。不仅如此, 在本区种子植物所含 10 种以上

的 13 个属中 (见表 3) , 除了 4 个世界广布属外, 其

余全都属于温带类型, 并且全都是北温带分布。这充

分表明了阿尼玛卿山地区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由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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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阿尼玛卿山地区种子植物含 10 种以上的属

T able 3　T he genera comp rising mo re than 10 species

inclusive of seed p lan ts in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序号
N o.

属　　名
N am e of genera

种　数
N o. of
species

分布区类型
A real2types

1 风毛菊属 S aussu rea 32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2 马先蒿属 P ed icu la ris 30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3 黄芪属A strag a lus 24 世界Co smopo litan

4 龙胆属Gen tiana 20 世界Co smopo litan

5 蒿属A rtem isia 16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6 早熟禾属 P oa 16 世界Co smopo litan

7 委陵菜属 P oten tilla 16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8 紫堇属Cory d a lis 15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9 柳属 S a lix 14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10 棘豆属O xy trop is 13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11 苔草属Carex 12 世界Co smopo litan

12 报春花属 P rim u la 10 北温带N o rth T emperate

13 灯芯草属 J uncus 10 世界Co smopo litan

合计
To tal

13 　 228　

占全区%
% of the area

5. 18 30. 32

温带成分为主的温带性质起决定作用的。

在北温带成分中, 本区分布最大的属是风毛菊

属 (S aussu rea) (32 种) , 这是北温带的一个大属, 在

本区主要伴生于各类草甸、灌丛及高山流石坡稀疏

植被中, 其中有个别的种可在局部地区成为建群种

或优势种, 如矮丛风毛菊 (S. eopy gm aea)等。其次是

马先蒿属 (P ed icu la ris) (30 种) , 它们主要分布于北

半球, 尤以北极和近北极地区最多, 温带的高山地区

也不少, 在我国以西南最盛[5 ]。由于本区所在的青藏

高原为世界第三极, 这里类似北极的高寒气候和山

地环境为它们的分布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因而使这

一属植物在这里成为北温带成分中种类最丰富的一

群。它们主要参与组建本区的各类草甸植被, 有些种

类可在较大面积上成为景观植物。主产亚洲, 在我国

以西南分布最盛的紫堇属 (Cory d a lis)有 15 种, 观其

种类全都是高原高山分布类型。该类植物的增多正

说明了本区高寒生境在适生植物类群选择过程中的

主导地位。另有柳属 (S a lix ) (14 种)主产北温带, 是

本区所含种数最多的木本属, 同时一些种还是本区

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高寒灌丛植被的特征植物和

建群植物。棘豆属 (O xy trop is) (13 种)在我国主产西

南、西北、华北和东北。在本区, 其大多数种类主要是

以伴生种出现, 但近些年来, 由于草场过牧等原因,

有个别种类如甘肃棘豆 (O. kansuensis) 和黄花棘豆

(O. och rocep ha la) 等可在局部地区成为建群种和景

观植物, 并且在植被演替过程中已逐渐成为一些草

甸植被退化后出现的标志性植物和草场有毒有害植

物, 而其种类和危害面积还有逐年扩大之势。在我国

主产西部和西南部的报春花属 (P rim u la) 本区有 10

种, 也多是伴生于各类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植被中

或是河谷林缘的常见植物。嵩草属 (K obresia) (9 种)

在我国主产西南和青、甘等省的山地。本区不仅为该

属植物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区, 且区内多为山地, 因而

在本区的区系组成和植被组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甚

至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作用, 能有较多的种出现当

是很自然的。它们多是本区的主要植被——高寒草

甸和高寒沼泽草甸的建群植物和优势植物, 其中藏

嵩草 (K. schoenoid es) 和线叶嵩草 (K. cap illif olia )、

矮嵩草 (K. hum ilis)、小嵩草 (K. py gm aea ) 等还分

别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寒草甸和高寒沼泽草甸的特

征 种。另外还有针茅属 (S tip a ) (6 种) 和羊茅属

(F estuca) (4 种) , 虽种类不多, 但分布面积较大, 且

多数种类都是一些植被中的优势植物, 有的如紫花

针茅 (F. p u rp u rea ) 还是高寒草原植被的建群种和

特征种。而头花杜鹃、山生柳和金露梅等则以建群种

构建了本区分布广泛的高寒灌丛和高寒灌丛草甸植

被。

以上可见阿尼玛卿山地区的北温带成分不仅所

占比例最高, 而且除了多数属在我国都主要分布于

西南高山区这一生态地理特点外, 正是这一类型中

的不少种类是作为构成本区几乎所有主要植被类型

的建群种或优势植物出现的, 显示出这一成分在本

区的区系组成和所有主要植被组建中不容质疑的核

心地位。而其中的绿绒蒿属 (M econop sis) 有 5 个种

不仅伴生于本区的各类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以及阴

坡林缘等处, 且全缘绿绒蒿 (M . in teg rif olia ) 还经常

可在局部地段形成纯种类的群落, 作为形成地区特

色的标志[3 ] , 则是显示本区亦能够成为唐古特植物

地区的代表区系之一的最明显依据。

北温带类型分布在阿尼玛卿山地区有 3 个变

型。其中北极2高山变型有 7 属, 主要有山俞菜属

( E u trem a )、红 景 天 属 ( R hod iola )、金 莲 花 属

(T rollius)和兔耳草属 (L ag otis)。它们均是高山植物

在本区的典型代表, 多出现在海拔 3 600 m 以上的

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以及高山流石坡上。北温带和

南温带 (全温带) 间断分布变型有 31 属。其中的无

心菜属 (A rena ria) 是参与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高山

垫状植被的一类典型植物和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中

的优势植物, 并在高山垫状植被中具有特征地位; 在

我 国 主 产 西 南 部 至 东 北 部 的 女 娄 菜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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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land rium ) 于本区也多出现于高海拔地带, 最高

可达 5 600 m 以上。獐牙菜属 (Sw ertia)则是以我国

和喜马拉雅山地区为主产区而间断分布于欧、亚、北

美和东非等的高山区的属, 在本区有 5 种, 亦属自

然; 柴胡属 (B up leu rum ) 正是我国西南高山和西北

高原地区常见的植物; 婆婆纳属 (V eron ica ) 主要伴

生于本区各类山地高寒草甸中; 蝇子草属 (S ilene)常

见于寒旱的高山阴坡和石隙及冰缘砾地中; 唐松草

属 (T ha lictrum ) 在我国主产西南, 而分布于本区的

种类, 其多数正是同川西和滇西北所共有的, 显然是

横断山区系向本区渗透和延伸的结果, 其它如缬草

属 (V a leriana ) 等也都有相似的来源, 在较大程度上

表明该二区系的历史渊源; 分布中心在我国的喉毛

花属 (Com astom a ) 也是高寒草甸常见的伴生类群;

在本区只出现 2 属的欧亚和南美洲间断分布变型中

的火绒草属 (L eon top od ium ) 在本区有 7 种, 也多以

伴生形式出现在本区较干旱的高山草甸植被中, 个

别种类有时可在山地阳坡和山顶草甸中与嵩草属植

物参与共建群落。

2. 2. 4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属

本区的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是以黄华属

(T herm op sis)为代表的, 仅 3 属 6 种。而分布有 4 个

种的黄华属中除披针叶黄华 (T. lanceola ta ) 的生态

幅最宽, 光叶黄华 (T. licen tiana ) 见于海拔 3 800 m

以下的林缘灌丛以外, 其余 2 种都是高原高山类型;

蟹甲草属 (Caca lia ) 在我国是以西北和西南为其主

产地的。包括出现于海拔 3 700 m 以下沟谷林灌间

的蜻蜓兰属 (T u lotis) 在内的这一类型, 体现出以林

下喜湿类型居多的生态特点。

2. 2. 5　旧世界温带分布属

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在本区有 32 属, 占全区总

属数的 14175% , 绝大多数属都只含 1～ 2 种, 而且,

在分布范围上一些属也并不典型。例如香薷属

( E lsholtz ia )、沙棘属 (H ipp op hae ) 和水柏枝属

(M y rica ria ) 等, 它们主要分布于温带欧亚, 而其中

仅有个别种可延伸到北非或至热带亚洲的山地。其

中主产亚洲东部的香薷属, 绝大多数种在我国都有

分布, 足见其分布与分化中心应该就在我国, 而在本

区这一类型中却并非是所含种类最多的属, 究其原

因, 竟也是高寒生境的影响。另外二属亦应属于这一

类。而其中的芨芨草属 (A chna therum )、鹅观草属

( R oeg neria )、橐 吾 属 (L ig u la ria ) 和 侧 金 盏 属

(A d on is)等才是典型的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在本区

的代表。分布于欧洲、喜马拉雅山至日本的橐吾属,

在我国西南地区亦为广布属。在较主要的鹅观草属

和以礼草属 (K engy ilia ) 中, 前者, 国内主产北方, 后

者则是从前者分出的植株各部多毛的类群, 显然也

是适应高寒生境的形态特征。另外, 比较重要的还有

棱子芹属 (P leu rosp erm um )、美花草属 (Ca llian the2
m um ) 和荆芥属 (N ep eta ) 等, 并且其多数种都是主

产我国西北和西南山地的耐寒性较强的高山类型。

共有 4 种的地中海、西亚2东亚间断的鲜卑花属 (S i2
biraea) , 国产 3 种, 主要分布区在西北和西南。其中

的窄叶鲜卑木有时在本区以优势种参与组建山地阴

坡和半阴坡灌丛或伴生于林缘。

2. 2. 6　温带亚洲分布属

本区的温带亚洲成分有 12 属, 占 5153%。这一

成分在本区最重要的是其中仅有的木本属锦鸡儿

(Ca rag ana ) , 共 5 种, 大多数种类都是本区同周围

的川、滇、甘、藏等地共有的耐寒旱的高山种类。而由

鬼箭锦鸡儿 (C. juba ta) 为建群种和特征种的身份组

建成的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寒灌丛也有出现。在我国

主产西南和西北部的大黄属 (R heum ) 的 3 个种全都

是 高原高山分布型, 其中的唐古特大黄 (R.

tang u ticum ) 则更是以本区为其地道药材主产区而

闻名于国内外中药界。与同属唐古特区系的其它地

区一样, 亚菊属 (A jan ia ) 和细柄茅属 (P tilag rostis)

的出现则以其分别衍生于菊蒿属 (T anacetum ) 和北

温带大属——针茅属 (S tip a ) 而不仅表明了阿尼玛

卿山地区植物区系的年轻和衍生的性质, 而且还表

明了阿尼玛卿山地区以高寒因子为主的高山特化现

象的普遍存在。

2. 2. 7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属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类型有 9 属, 占

4115%。除以亚洲为主要分布区的念珠芥属

(N eotoru la ria ) 含有 3 种外; 其余均只有 1 种, 各属

的分布范围也多不尽相同, 其中的角茴香属

(H yp ecoum )主产地中海区、中亚及我国的西北和西

南部; 熏倒牛属 (B iebersten ia)则分布于欧洲至中亚。

而离蕊芥属 (M a lcolm ia)是典型的本类型成分, 在本

区它们多是高寒类型的草原、草甸和原生植被消失

后的沙砾地上的伴生植物。

2. 2. 8　中亚分布属

中亚 分 布 在 本 区 也 有 9 属。 双 脊 荠 属

(D ilop h ia) 有 3 种, 喜湿、耐寒、盐生、垫状, 均为典

型的中亚高山成分, 体现出中亚成分在本区的分布

特点。还有常见于山麓草甸裸地和山顶岩隙及沙砾

滩地中的密花角蒿 ( Inca rv illea com p acta) 以其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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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艳丽的花朵显示出高原高山植物的特点。分布和

分化中心都在青藏高原的扇穗茅属 (L ittled a lea ) 在

藏北高原及青海的江河源区和可可西里等地得到了

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扇穗茅 (L . racem osa ) 还以优势

种甚至建群种的身份组建了高寒草原而成为青藏高

原上另一类具有高寒特征的草原植被。然而, 该属在

本区的 2 个种却都是以伴生种出现的, 说明本区较

之于江河源等上述一些地区虽同属唐古特植物地

区, 但它们在生态环境等方面却是有差别的, 意即缺

少使之形成优势种植被的更加寒旱的气候条件和沙

砾滩地等的土壤和地理条件。其它的还有在中亚至

喜马拉雅2阿尔泰和太平洋间断变型成分中, 其分布

范围主要在中亚山地和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区、喀喇

昆仑山等地区的高原芥属 (Ch ristolea ) 和藏荠属

(H ed in ia) 等, 则更显示了本类型主要是局限于中

亚, 特别是主要以中亚高山为其分布范围的生态地

理特点。本类型之所以能在本区占到一定的比例, 表

明了阿尼玛卿山地区的高原高山和严寒气候等生态

环境更能适合经高山特化和寒旱化适应的中亚成分

的分布。这些相对众多的山地成分不仅体现出阿尼

玛卿山区系的年轻性和明显的山地区系性质, 同时

也体现出这一分布类型所具有的年轻性。

2. 2. 9　东亚分布属

以其中国2喜马拉雅变型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东

亚分布类型在本区有 19 属, 占 8176% , 体现出本区

同喜马拉雅山所应有的密切关系。其中所含种数最

多 的有微孔草属 (M icrou la , 8 种) 和垂头菊属

(C rem an thod ium , 7 种)。含 2 种的有绢毛菊属

(S oro2seris)和矮泽芹属 (Cham aesium )。其余有高山

豆 ( T ibetia )、星 叶 草 ( C ircaeaster )、单 花 荠

( P eg aeop hy 2ton )、东 俄 芹 ( T ong oloa )、锚 刺 果

(A ctinoca ry a )、独一味 (L am iop h lom is )、兰石草

( L ancea )、 甘 松 ( N a rd ostachy s )、 兜 蕊 兰

(A nd rocory s)等 11 个属均只含有 1 种或其本身就

是单种属。它们的出现在体现出对高原高山环境普

遍的适应特点和一些属或种的年轻性的同时, 也强

调了本区地质历史的年轻性。本类型的典型成分只

有狗哇花 (H eterop app us)、莨菪 (A n isod us)、党参

(Cod onop sis) 和黄鹌菜 (Y oung ia ) 等 4 个属, 种数也

不多。就整个东亚类型来说, 虽然是以森林和林下成

分居多, 但在本区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而森林面积

很小, 所以, 在本区所分布的属中, 这一性质显然已

被削弱, 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以本区最普遍的和最重

要 的 高 寒 灌 丛 和 高 寒 草 甸 成 分

居多, 甚至还有高山流石坡及冰缘成分。这也正是

中国2喜马拉雅变型成分所应有的生态地理分布特

点或适应特点, 同样也表明了本区高原高山型的地

理特征和严寒、强风为主导因子的生态环境对东亚

类型成分的选择和适应。

2. 2. 10　中国特有分布属

中国特有成分在本区有 5 属, 相对较多。它们是

羌 活 属 ( N otop tery g ium )、羽 叶 点 地 梅 属

(P om a tosace)、马尿泡属 (P rz ew a lsk ia )、细穗玄参

属 (S crof ella)、合头菊属 (S y nca la th ium )。分析本区

这类成分的结果, 同临近的西倾山地区一样[6 ] , 在系

统位置上, 它们也是大都为年轻的新特有属, 除羌活

属有 2 种外, 其余属均为 1 种, 体现出本区的高寒生

境对这一成分选择的严格性。本区这一成分不但多

为新特有属, 而且全都同横断山区系所共有, 在成因

方面主要应为生态因素而较少历史因素的影响。或

可换言为其成因在于青藏高原的年轻性和高寒环境

下强烈的寒旱化和高山特化作用所造成的高寒区系

所具有的年轻性。羌活属共 2 种 1 变种, 主产藏、青、

川、甘、陕, 本区亦在主产区内。该属植物是本区山地

灌丛、沟谷林缘的常见种类, 可见本区对它们的分布

在生态方面是非常适宜的。本属在青藏高原上还衍

生 出 了 另 一 个 中 国 特 有 属—— 舟 瓣 芹 属

(S inolim p rich tia) , 这是极端高寒和强风生境下发生

的特化结果, 但是, 舟瓣芹 (S. a lp ina ) 在本区却并没

有分布, 从另一方面说明阿尼玛卿山地区虽同与之

共属青藏高原的江河源区同为青藏高原高寒植被

区, 但在海拔高度和气候的寒旱化以及强风影响等

方面的程度还是有差异的, 高原高山的特化作用相

对亦显稍弱。

在这些特有属中, 既缺乏古老的和原始类型的

属, 且属于本区的“真特有属”也并不存在, 而全都是

所谓的“半特有属”, 并且这些特有属基本上都是同

我国西南 (川、滇、藏) 所共有的, 还无一例外的全是

从其亲缘属衍生而来的单种属或寡型属的草本植

物。如羽叶点地梅之从点地梅 (A nd rosace) , 马尿泡

之从莨菪 (A n isod us) 等, 体现出本区这一成分的年

轻性和衍生性质。

2. 3　种的分析

2. 3. 1　种的分布区类型

参照吴征镒 (1983)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

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3 ] , 根据阿尼玛卿山地区 752

个野生植物种及种下类型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分布

式样, 我们划分出下列 10 个分布区类型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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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阿尼玛卿山地区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T able 4　T he species areal2types of seed p lan ts in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分布区类型
A real2types

种数
N o. of species

占全区野生种的%
% of w ild species

in the area

1. 世界分布Co smopo litan 7 0. 93
2. 泛热带分布 Pantrop ic 1 0. 13
7. 热带亚洲分布 T rop. A sia 1 0. 13
　7- 3.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 (1)
8.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N o rth T emperate 43 5. 72
　8- 2. 北极高山A rctic2A lp ine (4)
　8- 4 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间断N. T emp. & S. T emp. disjuncted (4)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O ld W o rld T emperate 38 5. 05
11. 温带亚洲分布 T emperate A sia 82 10. 90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M editerranea,W. A sia to C. A sia 7 0. 93
　12- 2. 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墨西哥至美国南部间断
　　M editerranea to C. A sia &M exico to S. U SA disjuncted

(1)

13. 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C. A sia 86 11. 44
　13- 1. 中亚东部 (亚洲中部中) East C. A sia (o r A sia M edia) (2)
　13- 2.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分布C. A sia to H im laya & S. W. Ch ina (66)
　13- 4. 中亚至喜马拉雅2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
　　C. A sia to H im alaya2A ltai & Pacific N. Am er. disjuncted

(2)

14.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E. A sia 73 9. 71
　14- 1 中国2喜马拉雅 Sino2H im alaya (SH ) (64)
　14- 2 中国2日本 Sino2Japan (SJ ) (7)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 ic to Ch ina 414 55. 05
　　　总　计　To tal 752

2. 3. 2　非中国特有种的分析

除了中国特有种以外, 本区种类最多的是中亚

分布类型, 有 86 种, 占本区包括世界分布种在内的

总种数的 11144%。不过其中的典型成分却只有 16

种, 而主要是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分布的变

型成分, 达到 66 种占全区种类的 8178%。前者以中

亚山地荒漠的旱生成分如杂配轴藜 (A xy ris hy bri2
d a )、鸟足毛茛 (R anuncu lus brotherusii)、天山千里

光 (S enecio th ianschan icus )、矮生嵩草 ( K obresia

hum ilis)、紫花针茅 (S tip a p u rp u rea ) 等为主, 与所

占比例更小的中亚东部变型共同体现出本区局域范

围内呈现出的趋于旱生的区系性质。而后者则以高

原、高 山 分 布 的 湿 冷 生 成 分 如 无 瓣 女 娄 菜

( M eland rium ap eta lu )、 小 叶 拟 耧 斗 菜

( P a raqu ileg ia m icrop hy l2la )、藏 荠 ( H ed in ia

tibetica)、变色锦鸡儿 (Ca rag ana versicolor)、西藏堇

菜 (V iola kunaw a rensis)、矮火绒草 (L eon top od ium

nanum )、线叶嵩草 (K obresia ca2p illif olia )、镰叶韭

(A llium ca rolin ianum ) 等, 体现出这一变型成分在

本区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和本区系属于青藏高原植

物亚区而特有的同中亚高山至喜马拉雅以及我国西

南 (特别是横断山区)高山区所应有的密切联系。

其次是温带亚洲分布, 有 82 种, 占全区总种数

的 10190%。这其中主要是一些在我国以北方, 特别

是华北区系为主要分布区的宽生态幅的种类和各类

植被的伴生成分。所以除了在地理方面同属温带亚

洲范围以外, 本类型的高比例并不能强调本区和整

个温带亚洲之间具有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高度一致

性, 也没有强调其间的地质历史渊源, 而只能理解为

本区这类植物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宽生态幅的特点使

之能够获得相对广泛的分布范围, 并或许还能说明

生态幅较宽的植物在温带范围内的种类数量是相对

较多的。这一类型成分的分布范围虽然是整个亚洲

的温带地区, 地域面积较大, 但是出现于本区的种类

的分布范围却大多都偏向于从中亚及其周围地区到

东亚的温寒地带, 而只有少量的种类是自西亚一直

到东亚的典型的温带亚洲成分, 这显然是生态地理

因素所致。如长叶百蕊草 (T hesium long if olium )、柔

毛鼠耳芥 (A rabid op sis m ollissim a )、白桦 (B etu la

p la typ hy lla)、垂果南芥 (A rabis p end u la )、紫色悬钩

子 (R ubus irritans)、平车前 (P lan tag o d ep ressa)、白

莲 蒿 (A rtem isia sacrorum ) 和 披 碱 草 ( E lym us

d ahu ricus)等。

东亚分布类型在本区有 73 种, 占 9171%。这一

类型中占主要位置的亦非其典型成分, 而是其中的

中国2喜马拉雅变型成分, 有 64 种, 占全区的

8151% , 在本类型中可占到 87167%。如此的高比例

正是作为青藏高原植物地区之一部分的阿尼玛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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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植物区系特点的自然体现。主要有高原荨麻

(U rtica hyp erborea )、山 居 雪 灵 芝 ( A rena ria

ed g ew orth iana )、花葶驴蹄草 (Ca ltha scap osa)、黑蕊

虎耳草 (S ax if rag a m elanocen tra )、锡金岩黄芪

(H edy sa rum sikk im ense )、湿生扁蕾 (Gen tianop sis

p a lud osa )、喜 马 拉 雅 垂 头 菊 (C rem an thod ium

d eca isnei)、喜马拉雅灯心草 (J uncus h im a lensis)、锐

果鸢尾 ( I ris g on ioca rp a)等。基本属于由青藏高原特

有的喜湿、耐寒的高寒灌丛、高寒草甸, 甚至高寒沼

泽草甸的草本成分组成。中国2日本变型成分则以同

我国北方区系联系较多的林缘和林下的草本居多,

仅 7 种, 如东方野豌豆 (V icia jap on ica )、苣荬菜

(S onchus a rvensis)、长芒草 (S tip a bung eana)等。如

果我们可以认为东亚成分, 或者更确切地说, 特别是

其中的中国2日本变型成分是以林下和草甸成分中

的喜湿、耐寒却又适暖的种类居多, 并且多以我国北

方区系作为纽带的话, 则其中的中国2喜马拉雅变型

成分就是以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等高寒类型的植被

中的湿冷生和寒旱生种类为主的。而本区以高寒灌

丛为主、高寒草甸为次、森林面积较少并兼具其他高

寒类型植被的植被特点及其形成这种植被格局的生

态环境特点就正是中国2喜马拉雅变型成分在本区

呈现高比例的最根本原因。

本区的旧世界温带成分有 38 种, 占 5105%。其

中有 34 种都集中分布于欧洲和亚洲的温寒地带, 在

本类型中占到 89147% , 以绝对的优势比例成为本

区 这一成分的核心。主要的种类如老鹳草

( Geran ium sibiricum )、肋 柱 花 (L om a tog on ium

ca rin th ia2cum )、缬草 (V a leriana p seud of f icina lis)、

鸦葱 (S corz onera austriaca )、羊茅 (F estuca ov ina )、

小灯芯草 (J uncus buf on ius)、宽叶红门兰 (O rch is

la tif o2lia)等。本类型在本区出现种类较多之因和所

体现出的特点与前述的温带亚洲类型基本类似。

北温带成分在本区分布有 43 种, 占 5172%。其

中的典型成分如扁蓄 (P oly g onum av ivu la re)、高山

唐松草 (T ha lictrum a lp inum )、播娘蒿 (D escu ra in ia

sop h ia)、金露梅 (P oten tilla f ru ticosa )、柳兰 (Cha2
m aenerion ang ustif olium )、海乳草 (G laux m a riti2
m a)、篷子菜 (Ga lium verum )、五福花 (A d ox a m os2
cha tellina )、沿沟草 (Ca tabrosa aqua tica )、多花地杨

梅 (L uz u la m u ltif lora )等。仅限于北极2高山分布的

有 冰 岛 蓼 ( K oen ig ia island ica )、轮 叶 马 先 蒿

( P ed icu la ris verticilla ta )、穗 花 地 杨 梅 (L uz u la

sp ica ta)等。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间断分布的有

荠 菜 ( Cap sella bu rsa2p astoris )、鹅 绒 委 陵 菜

( P oten tilla anserina )、 发 草 ( D escham p sia

caesp itosa)等 4 种。可见除了北极2高山变型成分植

物种的生态幅相对较窄以外, 本类型的典型成分和

全温带变型成分均与上述的温带亚洲成分一样多属

宽生态幅的植物种类, 只是它们所分布的地理范围

更加广大。所以, 此二类成分所表现出的与本区在生

态地理特点和地质历史的渊源等方面的联系也并没

有多少特别的和突出的地方。

北温带类型在属一级的水平作为温带成分分布

范围最广、并且广域成分亦应最多的类型, 而在种级

的分布方面较之上述温带范围的其他类型在本区分

布的数量却反而较少。这一现象, 除了受到本区系高

原、高山的地理环境和强风、严寒的气候类型的制约

以外, 似还表明, 本区所出现的有关类型的种类成分

的多寡, 是和各相关类型的地理范围大小, 以及其中

心距离与本区远近有关。意即本区系所分布的植物

种的地理范围, 或者说它们的来源, 除了历史和生态

因素的作用以外, 在地理范围方面, 还表现为所受周

围较近区系的影响较大。而周围区系的成分, 对于本

区则有一个由近及远的传播强度。即分布区的中心

越靠近本区并且分布范围相对较狭的种, 其传播过

来并被本区接收的机会就越多, 虽然它们的生态幅

可能较窄。反之, 分布区中心远离本区并且分布范围

相对广泛的种, 其传播过来并被接收的机会就越少,

尽管它们可能具有较宽的生态幅。本区系植物种的

这种区系来源也是符合上述情况的。

作为本区系举足轻重的主要成分, 以上几个类

型共有 322 种, 占到本区全部种类的 42182% , 而在

本区非中国特有种中占 95127%。除了中国特有种

以外, 它们对本区区系性质的影响和区系特点的形

成应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中亚至喜马

拉雅和我国西南变型以及中国2喜马拉雅变型成分,

更在种一级层次上体现出本区系是以喜马拉雅为纽

带而联系着中亚和东亚两大区系的青藏高原植物亚

区的典型代表区系之一。除了表明本区系植物种的

来源是以北温带, 特别是以温带亚洲范围为主以外,

更多的和更具特色的种则是局限分布于以喜马拉雅

为中心而联系着中亚高山和东亚山地的温带亚洲的

范围之内。正基于此, 本区系的植物在种一级水平

上, 以中亚成分和东亚成分, 特别是其中各自联系着

喜马拉雅的变型成分为主, 并在有温带亚洲成分和

北温带成分、旧世界温带成分等的共同参与和影响

下, 形成的以欧亚大陆温、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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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显的温带性质及其高原、高山分布的特点才得

以奠定。其余各类成分如世界广布成分等相对较少

或甚至只有个别种类出现, 对本区系的影响不大。地

中海区、西亚至东亚成分以及泛热带成分和热带亚洲

成分, 则主要是由于其各类型的性质和本区生态因素

的制约而影响了其更多的种类在本区分布。

2. 3. 3　中国特有种的分析

从阿尼玛卿山地区植物区系成分、特别是数量

最大的中国特有种来看, 本地区与横断山 (川西、藏

东、滇西北)和甘肃南部区系联系密切 (见表 5。亚型

的划分依据本区系植物种的集中分布式样拟定) , 其

共有特有种最为丰富 (表 5 中的 a～m ) , 有 291 种,

占本区中国特有种的 70129%。如此高的比例和如

此集中的分布范围, 突出地表明了本区同横断山地

区, 特别是其高山区系联系的密切程度以及本区的

区系成分的主要来源, 同时也与李锡文等关于横断

山地区划分的“川西北、甘西南、青东南小区”[7 ]的分

析结果相吻合。

表 5　阿尼玛卿山地区中国特有植物种的分布亚型
T able 5　T he areal2sub types of the Ch inese endem ic species of seed p lan ts in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分布亚型
A real2sub types

种数
N o. of species

占本类型%
% of th is types

占全区%
% of the area

15- 1　阿尼玛卿山地区特有
　Endem ic species of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4 0. 97 0. 53

15 - 2　阿尼玛卿山地区与唐古特地区共有 Common species of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and T anggute R egion

23 5. 56 3. 06

15 - 3　阿尼玛卿山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共有 Common species of
A ’nyem aqen M ountains area and o ther areas in Ch ina

387 93. 48 51. 46

　a. 西藏 (东北部) T ibet (N o rth2eastern of) (25) (6. 04) (3. 32)

　b. 四川 (西部) Sichuan (W estern of) (17) (4. 11) (2. 26)

　c. 西藏2四川 T ibet and Sichuan (24) (5. 80) (3. 19)

　d. 西藏2云南 T ibet and Yunnan (2) (0. 48) (0. 27)

　e. 四川2云南 Sichuan and Yunnan (9) (2. 17) (1. 20)

　f. 西南 (藏、滇、川)W est Ch ina (T ibet, Sichuan and Yunnan) (15) (3. 62) (1. 99)

　g. 甘肃 (南部) Gansu (Sou thern of) (24) (5. 80) (3. 19)

　h. 西藏2甘肃 T ibet and Gansu (19) (4. 59) (2. 53)

　i. 四川2甘肃 Sichuan and Gansu (40) (9. 66) (5. 32)

　j. 西藏2四川2甘肃 T ibet, Sichuan and Gansu (95) (22. 95) (12. 63)

　k. 四川2甘肃2陕西 Sichuan, Gansu and Shaanx i (5) (1. 21) (0. 66)

　l. 四川2云南2甘肃2陕西 Sichuan, Yunnan, Gansu and Shaanx i (4) (0. 97) (0. 53)

　m. 西南2甘肃2陕西 Southw est Ch ina, Gansu and Shaanx i (12) (2. 90) (1. 60)

　n. 甘肃2陕西 Gansu and Shaanx i (2) (0. 48) (0. 27)

　o. 大西北 (西北 5 省、藏北、内蒙古) En larged N o rthw est Ch ina
(Q inghai, Gansu, Shaanx i, N ingx ia, X ingjiang, N o rthern T ibet
and N eiM onggo l)

(25) (6. 04) (3. 32)

　p. 西南2西北 Southw est and N o rthw est Ch ina (19) (4. 59) (2. 53)

　q. 西北2华北N o rthw est and N o rth Ch ina (3) (0. 72) (0. 40)

　r. 西南2西北2华北 Southw est,N o rthw est and N o rth Ch ina (20) (4. 83) (2. 66)

　s. 北方 (西北2华北2东北) N o rthern of Ch ina (N o rthw est, N o rth
and N o rtheast Ch ina) (1) (0. 24) (0. 13)

　t. 西南2西北2华中 Southw est,N o rthw est and Centra l Ch ina (3) (0. 72) (0. 40)

　u. 西南2西北2华北2华中 Southw est,N o rthw est,N o rth and Centra l
Ch ina

(9) (2. 17) (1. 20)

　v. 西北2华北2华中2华东N o rthw est,N o rth, Cen tral and East Ch ina (2) (0. 48) (0. 27)

　w. 北方2西南N o rthern of and Southw est Ch ina (7) (1. 69) (0. 93)

　x. 北方2西南2华中2华东 N o rthern of, Sou thw est, Cen tra l and
East Ch ina

(1) (0. 24) (0. 13)

　y. 北方2南方N o rthern and Southern of Ch ina (4) (0. 97) (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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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西藏2四川2甘肃亚型, 有 95

种, 占本区中国特有种的 22195%。这一亚型中的大

多数种主要分布于西藏东北部、四川西北部和甘肃

南部地区, 而同时也分布到滇西北的种则相对较少。

较重要的有硬叶柳 (S. sclerop hy lla )、洮河柳 (S.

taoensis )、肋果沙棘 (H ipp op hae neu roca rp us) 等木

本成分。草本的有小大黄 (R heum p um ilum )、总状

花绿绒蒿 (M econop sis horrid u la var. racem osa )、红

花绿绒蒿 (M . p un icea )、红紫桂竹香 (Cheiran thus

roseus)、长叶无尾果 (Colu ria long if olia )、块茎岩黄

芪 (H edy sa rum a lg id um )、裂叶独活 (H eracleum

m illef olium )、甘青青兰 (D racocep ha lum tang u ti2
cum )、硕大马先蒿 (P ed icu la ris ing ens)、葵花大大

蓟 (C irsium sou liei)、白花刺参 (M orina a lba)等。

其次是甘肃 (南部) 2四川 (西北) 亚型, 有 40 种,

占 9167% , 常见的有木本的祁连圆柏 (S abina

p rz ew a lsk ii)、短叶锦鸡儿 (Ca rag ana brev if olia )、贵

南柳 (S a lix jup a rica )、头花杜鹃等和红花紫堇

(Cory d a lis p un icea )、青海当归 (A ng elica n itid a )、

甘青报春 (P rim u la tang u tica) 、细穗玄参 (S crof ella

ch inensis)、红柄雪莲 (S aussu rea erubescens) 和甘肃

贝母 (F ritilla ria p rz ew a lsk ii)等草本成分。

本区和西藏 (东北部)共有 25 种, 占 6104%。重

要的如垫状棱子芹 (P leu rosp erm um hed in ii)、青海

茄 参 (M and rag ora ch ing ha iensis )、藏 扇 穗 茅

(L ittled a lea tibetica)等。而西藏2甘肃亚型有 19 种,

占 4159% , 如沙生繁缕 (S tella ria a rena ria ) 和紫花

糖芥 (E ry sim um cham eaep hy ton)等。它们以其主要

是高原、高山分布型的草本种类体现出本区系与同

属青藏高原的西藏高原、高山区系的密不可分。

而分布区为西藏- 四川和仅局限于本区与甘肃

南部的种也各有 24 种, 各占到 5180%。前者如西藏

豆 瓣 菜 (N astu rtium tibeticum )、羽 叶 点 地 梅

( P om a tosace f ilicu la ) 和 四 川 角 蒿 ( Inca rv illea

beresow sk ii ) 等。后者如矮丛风毛菊 (S aussu rea

eopy gm aea )、青 海 棱 子 芹 ( P leu rosp erm um

sz echeny ii)、黑紫花黄芪 (A . p rz ew a lsk ii)、毛颏马先

蒿 (P ed icu la ris lasiop h ry s)等。

本区同四川 (西北部) 共有 17 种, 占 4111% , 常

见 的 有 矮 麻 黄 ( Ep hed ra m inu ta )、线 苞 黄 芪

( A strag a lus p eterae ) 和 甘 松 ( N a rd ostachy s

ch inensis)等。而其中的西南 (藏、川、滇)或更确切应

为横断山区系同本区共有 15 种, 占 3162% , 常见的

有高原点地梅 (A nd rosace z am ba lensis) 和川西小黄

菊 (Py reth rum ta tsienense)等。

阿尼玛卿山地区同包括西北五省区和藏北高原

以及内蒙古西部在内的大西北亚型所共有的中国特

有种有 25 种, 占 6104%。本亚型的较高比例主要在

于其面积较大而致, 其中多是一些耐寒旱的甚至超

旱生的高原高山草本植物及荒漠草本种类, 表明本

区同荒漠旱生区系所具有的联系, 只是其中多数种

的分布比较分散。

同本区共有种比例较高的还有西南2西北亚型

和西南2西北2华北亚型。前者 19 种, 如甘青铁线莲

( C lem a tis tang u tica ) 和 羌 活 ( N otop tery g ium

incisum ) 等。后者 20 种, 如疏齿银莲花 (A nem one

obtusiloba ) 和异叶青兰 (D racocep ha lum heterop hy l2
lum ) 等。尽管该亚型已经联系到华北区系, 但是本

区系相对于青海东部的植物区系如湟水流域[8 ]来

说, 其同包括华北在内的我国北方区系的联系已经

被减弱。其余亚型都因比例较小而影响不大。

阿尼玛卿山地区只有 4 个本区特有种, 青海景

天 ( S ed um tsing ha icum )、少 毛 格 尔 木 黄 芪

(A strag a lus g olm uensis var. p aucip ilis)、畸花棘豆

(O xy trop is m aqinensis var. d ef orm isif loris) 和羽裂

高原芥 (Ch ristolea p inna tif id a ) 等, 全部都是近年来

在研究较深入的科属中发现的新分类群。虽然所占

标本较少且它们的形态特征也并不尽稳定, 但它们

无一例外的都是其亲缘种在本区特定的高寒生境下

长期适应而后分化的结果, 而等等这些都昭示出本

区系的年轻性。

本区有 23 个唐古特地区的特有种, 青海肉叶芥

(B ray a kokonorica )、垂 枝 祁 连 圆 柏 ( S abina

p rz ew a lsk ii fo rm. p end u la )、 久 治 喉 毛 花

( Com astom a j iuz h iense )、膜 果 龙 胆 ( Gen tiana

hy a lina )、青海玄参 (S crop hu la ria p rz ew a lsk ii)、青

海 锦鸡儿 (Ca rag ana ch ing ha iensis )、茵垫黄芪

(A strag a lus m a ttam ) 和 青 海 棘 豆 (O xy trop is

qing ha iensis) 等, 也都是在高原、高山环境下长期适

应的产物。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作者在研究西倾山植

物区系[6 ]时就发现的现象, 即其中的黄芪属和棘豆

属, 在我们近年来所发现的新分类群中, 其绝大多数

都集中于阿尼玛卿山及其周围地区, 较之于同属唐

古特地区的其他地区来, 该二属植物在本区的分化

显然要活跃得多。这表明本区虽因青藏高原隆起较

晚而地质年代轻, 但其所具有的高寒生境和所处的

地理位置对一些植物、特别是类似于前二属植物的

生物学特性和植物学特征或许具有特殊的塑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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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并且已经和正在使一些植物类群发生分化, 甚至

很有可能成为某些适宜类群的分化中心, 因而使本

区在唐古特植物地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是很值得

深入研究的。

综合以上分析的结果, 本区系正如吴征镒所论

及的包括本区在内的青藏高原植物亚区一样,“是一

个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过程中, 在从古地中海隆升

起来的青藏高原上形成 (并在寒冷的高山环境下逐

步发展起来) 的年轻植物区系[3 ]”, 并与横断山区系

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再联系本区所属的唐古特地

区是以多种嵩草为特征种形成的高寒草甸和高寒沼

泽草甸以及由山生柳和金露梅等分别为特征种组成

的多种灌丛植被所形成的“以草甸、灌丛为主[3 ]”的

特点, 也正是本区的主要植被特点, 并且以马先蒿、

黄芪、棘豆、蓼、毛茛、乌头、翠雀、虎耳草、雪灵芝、女

娄菜、委陵菜、垂头菊、龙胆、风毛菊和红景天等属植

物为主的“伴生种类很丰富而多样化[3 ]”以及以“仅

限本地区和略延到邻区的羽叶点地梅、马尿泡、(细

穗玄参属、合头菊属)等较多的特有属[3 ]”和“尤以罂

粟科的绿绒蒿最能形成地区特色[3 ]”等的植物地区

特点也正是本区系特点的真实写照。由此奠定了阿

尼玛卿山地区的植物区系不仅是唐古特地区植物区

系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区系之一, 而且是其核心

区系之一, 只是较之于唐古特地区东部和东北部的

区系来说, 本区的华北区系成分显然是减少了许多。

3　区系性质和特征

(1)种类相对较少, 特有属相对较多。(2)在属级

水平上以北温带为主的温带性质明显。(3)在种一级

水平上, 以中亚成分和东亚成分, 特别是其中各自联

系着喜马拉雅的变型成分为主的分布, 形成了本区

以欧亚大陆温、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明显的温

带性质及其高原、高山分布的特点。(4)木本种类少,

木本中乔木更少。(5)中国特有种的分析突出地表明

了本区同甘肃南部和横断山地区, 特别是其高山区

系的关系最为密切。 (6)本区高原、高山区的海拔高

度和地理位置等所特有的生态环境而致高山特化作

用强烈, 在一定程度上, 湿冷生性质和寒旱生性质的

特化较明显。本区的特有种基本上多为高山寒旱化

特化作用的结果。(7)具有青藏高原植物区系的衍生

性和年轻性。(8)植被以由嵩草属植物为建群种的高

寒草甸和由金露梅、山生柳分别为建群种的高寒灌

丛为主。 (9)以绿绒蒿等所体现的地区特色明显。

综上所述, 本区同唐古特地区在区系性质和特

点等方面基本一致, 所以, 本地区不仅是唐古特地区

植物区系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区系之一, 而且是

其核心区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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