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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涅水流域植物 区 系研究

吴 玉 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摘 要 涅水流域位于青海省的东部
,

约处于北纬
‘ , ,

东经
‘一 ‘ 。

属 于青藏高原和黄土 高

原的过渡地带
,

海拔 一
,

全区 面积约
,

属 于大陆性气候和高原大陆性气候类型
。

本 区共有野

生种子植物 科
、

属
、

种
。

分别占本 区所属的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唐古特地 区 总科数的
、

总属数的
、

总种数的
。

研究表明
,

惶水流域植物区系特征为 ①在唐古特地 区 中种类相对较丰富 ②温带成分

占 。
,

以绝对优势确定了本 区 系为明显的温带性质 属于 以北温带成分
,

特别是欧亚大陆温
、

寒地带典型成分

为优势的
,

兼具温性
、

寒温和高寒类型 的温带区系性质
,

或可称为在温带区系中的过渡 区 系所具有 的
“

复合型
”
区 系

特征 ③木本类型少
,

大多数种类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

缺乏古老 和原始类群一些 中国特有种衍生于其广布的亲缘

种 中
,

表明本 区系具有年轻和衍生的性质 ④我 国西南高山区 系和华北 区 系对该 区 系具有双重影响 ⑤为青藏高原

植物亚 区唐古特植物地区 同华北植物地 区相互过渡的代表 区 系之一 ⑥特有属和特有种少
。

在 中国种子植物 区 系

分区 中
,

本区属于青藏高原植物亚 区 中的唐古特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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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水流域地 区位于青海省的东部
,

地处青藏高

原东部边缘
。

在植物区系分区方面
,

本区属于青藏高

原植物亚区 中的唐古特地区川与华北地区的交错地

带
,

所 以在划分区系界线时
一 一

分重要
。

我们在

年
、

年
、

年
、

年
、

年等多次广泛调

查的基础上
,

又于 年 月专程去惶水流域的大

通县和涅中县等地区进行 了补点考察
。

结合对我们

所采的标本和前人标本的鉴定
、

统计
,

我们对本区植

物的区系成分
、

性质
、

特点及其分区等方面进行了分

析研究
。

自然概况

惶水发源于祁连山脉的南坡
,

位于青海省海宴

县的大通山
。

惶水流经海晏县
、

徨源县
、

惶中县
、

大通

县
、

西宁市
、

互助县
、

平安县
、

乐都县和 民和县
,

全长
,

流域面积约
。

在地理上
,

徨水流

域区属于青藏高原 向黄土高原过渡的边缘地带
,

其

西接青海湖和刚察县
,

东面和甘肃省毗邻
,

南面和北

面分另」以拉脊山和大坂 山分水岭为界
,

约处于北纬
‘

一
‘ ,

东经
‘

一
‘ 。

区 地势

是西高东低
,

惶水谷地夹在南北两列大山之间
。

区内

地貌兼具青藏高原的高原高山类型和黄土高原的低

山丘陵等类型
,

表现出地理交错地带具有的多样化

地貌特征
。

其主要有河谷黄土阶地
、

台地
、

低山丘陵
、

盆地和中
、

高 等类型
。

海拔多在 一

之间
,

由东向西渐次升高
,

最低
,

最高
。

属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黄土地层发育区
,

亦可视

为黄土高原的最西部边缘地带
。

土壤由东向西有灌

淤土
、

灰钙土
、

栗钙土
、

黑钙 土
、

高山灌丛草甸土
、

高

山草甸土和高山寒漠土等土类
。

土地利用方式亦相

应地 由东部的以农为主
、

农林牧结合向西逐渐过渡

到以牧为主
。

本区深居内陆
,

远离海洋
。

其气候从东向西
,

属

于由干旱
、

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到高寒
、

干旱的高原

大陆性气候
。

夏半年为暖季
,

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

的影响
,

气温和降水的高峰 同时 出现
。

冬半年属冷

季
,

主要受西风环流的控制
,

气候干燥
、

寒冷
、

多风
。

气温垂直变化明显
,

低海拔的东部谷地温 凉而高海

拔的西部山地寒冷
,

口较差大
,

年较差小
。

照充足
,

空气透明度大
,

辐射冷却作用强烈
。

地区之间降水量

差异较大
。

据当地气象资料
,

东部最暖的民和县年均

气温
『

,

月份月均温 月份月均温

一
。

极端最高气 温
,

极端 最 低气温

一
。

年降水量
。

西部最冷的海晏县

年均气温
,

最热的 月月份均温
,

最

冷的 月份月均温 一
,

极端最高气温

刃
,

极 端最低气温 一
‘

其年 均 降水 量
。

全区降水最多的是惶水干流及其两侧主要支

流的源头地 区
,

可达 一
。

全年降水多集

中于气温较高的 一 月
,

雨热 同期
,

有利植物 的生

长
。

徨水流域地区的植被主要有
,

分布于水热条件

相对较好 的 山地 中部 阴坡
、

半 阴坡
,

海拔 一

的 以 青 海 云 杉 。 ,二 加 。 和 海 拔

一 的 少 量 青杆
。 、 ,

海 拔

一 处的油松
, “ 、 “ “ 。以。 , , , 、 等

为主的寒温性常绿针叶林
,

和干旱的山地阳坡海拔

一 的 以 祁 连 圆 柏 , 。‘

成 为主的暖温性常绿针叶林
,

以及 以分布

于海拔 一 的山地 中部阴坡
、

半阴坡 的

杨 二 , 、

白 桦 了。 , 。

“勺户勿 和少量红桦
一 、 , , , , 、 、 为主的落

叶阔叶林和它们的混交林等森林植被 以分布于 山

地中部海拔 以下黄土丘陵阳坡的小叶锦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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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双子叶植物有 科 属 种
。

从植物

的生活型来讲
,

木本植物较少
,

一年生草本亦较少
,

而绝大多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

但是
,

较之同属唐古

特 区系的江河源区系
,

本区的木本植物和一年生植

物还是相对丰富的
。

本区植物的这些种属特点和生

活型特点是 由地理和气候等原因所决定的
。

表 涅水流域种子植物含 种以上的科

序号 科名
、

种 属

科

拓

即科招引功即翁巧舫

儿 二 , , 叻勺
,

海拔 一 让

地 阳坡 和 河 谷 两 岸 的直 穗 小 粟 、

勺
,

海 拔 一 阳 坡 的矮 锦鸡儿
二 用 。二 。 ,

海拔 一 河漫滩

地带的沙棘 户 。 ,
一

。。而 、 等分别为建群

种的温性落叶灌丛 以分布于水分条件 良好的山地

中
、

上部海拔 。一 半阴
、

半阳坡和部分滩

地 的金露梅
, “

、

,

阴坡和半阴坡的
一 生柳 二 厂 厂 以及高 山绣线菊

“ , , 、

鬼箭锦鸡儿 尹‘ 、

窄叶鲜卑花 乡

。 岁。 等分别为主的高寒落叶灌丛
,

以 及

以分布于海拔 一 的山地阴坡
、

半阴坡

的青海杜鹃 阴 二二。
、

头花杜鹃
‘ ‘, , 、

百 里 香杜鹃 勺
, ‘。 , 等分

别为建群种的常绿革质叶高寒灌丛植被 以分布于

海拔 一 的黄土丘 陵干旱地带的短花

针茅 二 ,二
、

长芒草 乙‘ 召二 , 、

西北

针 茅 左即 二 、

友 友 草
, , ‘

、 。, , , 、

白羊草 召 用
、

冷篙

八叮 之 、 。 斤 。 、

铁杆篙 、 ,

等分别为

建群种 的温 性草 原植 被 以 分布 于 海 拔 一

的一 顶和局部阳坡地段的矮篙草 厂

、 、

小篙草 卿
。。。 等分别为建群种 的

高寒草甸植被 以及河谷和山地杂类草草甸植被 以

风 毛菊 。 二。 、

红景天 人 “
、

紫荃
、

点地梅 , ,二、 。 、

兔耳草 加
、 等属植

物为主的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

另外还有较大面积

的人工林和农业植被
。

涅水流域的植物 区系是在兼具温性
、

寒温和高

寒类型的生态环境下逐渐形成的
。

合计

占全区

禾本科

菊科

蔷薇科

豆 科 ,

毛蓑科 日

玄参科 友

龙胆科

十字花科

莎草科

石竹科

杨柳科

寥 科

虎耳草科

伞形科 、

百合科

唇形科

紫草科 肠
兰 科

科

植物区系成分分析

通过多年
、

数次的考察
、

采集
、

鉴定和对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所藏

本区标本的统计得知
,

惶水流域区共有野生种子植

物 科
、

属
、

种 种和 个种下类

型
。

另有 个科
、

个属
、

种露天栽培的粮
、

草
、

果
、

蔬
、

林
、

药
、

花等类植物未计算在内
,

分别占本区

所 属 的唐古特地 区类型总科数 巨 〕的
、

总 属 数 笋 〕的
、

总 种 数 笋 」的

种下类型按种计算
,

下同
。

从植物种的绝

对数量来看
,

其是 比较丰富的
。

所以
,

本区属于唐古

特区系中植物种类相对丰富的地区之一
。

本区裸子

植物有 科 属 种 单子 叶植物有 科 属

科的分析

在植物区系方面
,

惶水流域植物所含 种以上

的大科有 个
,

它们依次是禾本科 属 种
、

菊科
、

蔷薇科
、

豆科 和 毛

蓑科 表
。

木区的这些大型科在区系的种

属组成中所 占比重较大
,

其科数仅 占全 区总科数的
,

所含属数 个
,

占到总属数的
,

而

所含种数 个
,

占到全区总种数的
。

说明

个科在本区系构建中占有主导地位
。

而从这 个

科的现代分布来看
,

其 中的毛蓑科应是北温带分布

的科
。

而豆科可算是泛热带科
。

禾木科
、

菊科
、

蔷薇

科等虽够得上是世界广布科
,

但分布于木 区的属则

多为以温带和寒温带地区
,

特别是 以北温带及其高

山区分布为主的
。

这无疑对本区的区系性质有较大

影响
,

并对本区植被的结构及其特点起着
一

卜分重要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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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含 种的中型科有 个
,

属
,

含

种
。

其中有玄参科
、

龙胆科
、

十字

花科
、

莎草科
、

石竹科
、

杨柳

科
、

寥科
、

虎耳草科
、

伞形 科
、

百合科
、

唇 形科
、

紫草科
、

兰科
。

连 同 个大型科共计

种
,

占到全区总种数的
。

在木 区分布的含 种 以下的小科共有 个
,

占总科数的
,

然而它们 的种数却仅有

个
,

只 占总种数的
。

这其中在木区只出现

属 种的科有 个
,

占总科数的 线
,

总属数

的
,

总种数的
。

如壳斗科
、

檀香科
、

芸

香科
、

凤仙花科
、

称猴桃科
、

金丝桃科
、

五福花科等
。

并且惶水流域已成为这其中一些科的植物在我国分

布的西界和海拔高度的最高限
。

而就海拔高度对许

多植物种来说
,

本区 已是它们分布区范围的极 限地

带
。

另外
,

在本 区出现的古老木本科植物 只有桦木
、

榆
、

械树
、

五 加
、

茱 英
、

忍冬
、

壳斗 等 科 属 种
,

分别只 占全 区植物科
、

属
、

种 的
、

和
。

除了忍冬科植物种类较多而又分布较普遍
,

桦木科次之以外
,

其余科均为种类既少且又分布仅

局限于本区东
、

中 部地区
。

作为这其中大部分古老

木本科的边缘分布区
,

本区系表现 出以草木植物 为

主的年轻性
。

属的分布区类型

按照吴征锰教授闭 关于 中国种子植物属

所划分的 个分布区类型
,

惶水流域的植物可划归

其中的 个类型和 个变型 表
。

表 涅水流域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飞
’ 一

分布区类型
一

属数
,

属 百分比
〔,

士

世界分布 、 〔。 , ,

泛热带分布
, 。 。

日世界热带分布 及其变型
’

热带亚洲
、 一

作洲和大洋洲 司断
‘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 咋洲分布
’

叩
,

、
‘

。

热带亚洲 分布
‘

叩 八、 。

,

北温带分布及其变鸳,
’

飞 飞 、

北温带广布
北极高一 , 一 。

北温带和南温带 个温
,

特 间断
‘ ’ 、

,

欧亚和南美洲拈孟带 句断 、 ,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 」

比界温招分布及其变西
‘

地月海一 西亚 一东亚 句断 。 , , 、

地中海区一喜马拉雅间断 飞

欧
、

亚一南非 有时在大洋洲 司断 助
、

、

温带亚洲分布
’

、 。 八、

’

所含种数

考

衬饮铭

几很

﹃卜改
几

。 地中海区泥彗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 , ·

, , 荃

一

污

舵
也中海区 至 中亚和南 作洲

、

大洋州间断 、

一 芝 是 〔

地 中海 夙至 中亚和琳 西可至美国南部 闭断 ,

八 一、

地中海区至温带
、

热带亚洲
、

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一 “

、 , 、 、 一 、 、

中亚分布及其变型 一

一 中亚东部 亚洲中部 、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分布 八、 , 、

中亚至喜马拉雅一 阿尔泰不太平洋北美洲 断
一

〔」 飞 〔 一, 一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八 。

中国一 育马拉雅 , 、卜 、

呼
,

国 一 日本
, 一 、

中国特有分布 飞 ‘

唁东 计
‘

汤

世界分布属在涅水流域有 个
。

其中主要

的有黄
一

茂属 厂。
一

,

含 种
,

除了几个木 区

的特有种外
,

其余大多数种都是木区同邻近区系
,

特

别是我国华北区系和西北寒
、

旱区系所共有的种类
,

体现 出本区所分布的该属植物是 以耐寒
、

耐旱类型

为主的生态特点
。

虽属世界广布而实则主产温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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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带的早熟禾属 、 以及主要分布 区为温带地 区

和热带高山区
,

并且在我国主产西南部 山地的龙胆

属 , , , , ,

还 有 广 布 的 苔 草 属 二 、

寥属

尸 等分别有 种
、

种和 种
、

种
,

它们都是构成本区 走 地高寒草甸和温性
、

寒温性草

原
、

草甸的主要类群
。

其余所含种数相对较多的一些

属
,

还有灯 心 草属 乙‘, , ‘、 、

银莲花属 , , 刀 , , , 、

猪殃 殃 属 ‘, , 、

铁线 莲 属 、 、

毛 莫 属
, ‘, , 。 ‘ “ 、 、

悬钩子属 ‘ 、

老鹤草属 , ,

, , 、

荃菜属
、

剪股颖属 召
一 、

酸模属
乙‘ , 二

、

繁缕属
,

等
。

这表明木区的世界

成分主要是 由主产地在北温带和热带高山区的属所

组成
,

其中有些属是我国北方区系中普遍分布的
。

此

外
,

还 有 一 些 水 生 植 物 属
,

如 香 蒲 汀神
、

浮 萍

肠
, 等

。

热带分布类型在本区共有 属
,

占总属数

的 世 界 广布属 未计算在 内
,

下 同
,

含

种
。

与同属唐古特地区的长江源和西倾山地区 比较
,

本区热带类型的属 显然是丰富了许多川
。

这是 由于

本区相对远离青藏高原腹地而又接近于黄土高原
。

实际上木区的东部地区本身就是黄土高原的西延部

分
,

受其影响
,

因而使得许多分布于黄土高原的热带

成分也在本区的低海拔地带出现
。

不过
,

这类成分中

的大多数属只分布于本 区东部的狭窄区域 内
,

并且

已达到或接近其分布区的边缘地带
,

所分布的种类

也大量减少
。

在热带分布中
,

本 区所产属数最多的是其中的

泛热带类型
,

共有 属
,

只是每属所 含的种数并不

多
,

其中竟有 个属 占本类型的 在本 区

分布仅有 个种
。

所含种数最多是主产亚热带和温

带地区的大戟属 公护 。而
,

也只有 种
。

在这个

类型 中
,

许多属的主产地都是热带至温带地区
,

例如

凤仙花 、 、

卫矛 ‘
即 ‘、 、

打碗花
、

稀签 召
一 、

冤丝子 已‘、 、

三

芒草 八 ,一 、 、

狼尾草 , , ‘, 和狗尾草

八 等属
,

表明它们具有温带性质
。

旧世界热带分布在本区有天门冬 二
一

、 、

懈寄生 、 ‘、 、

百蕊草 和杠柳 汀

等 属
,

它们在世界热带和温带地 区都有分布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在木区都

只有 属
。

其中前者中的画眉草属 乃
一

二 有

种
,

是木 区黄土丘 陵地带的草原和荒漠草原上常见

的植物
。

综上所述
,

作为青藏高原 向黄土高原过渡 区 的

惶水流域
,

虽然 由于受我国北方 区系影 响而 出现 了

一些热带成分
,

但它们在所有 区系成分 中的 比例仍

然较小
,

由此表明本区同热带区系的联系较微弱
。

由

于本区这些热带类型中的多数属的主产地大都在温

带地 区
,

实际上应属具有不 同程度 的温带性质的热

带类型
,

进一步说明本区系热带性质的微弱性
。

同时

也表明
,

本 区 由于在地理上属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

缘地带
,

特别是海拔高度平均在 一 以

上
,

其气候已具有高原大陆性气候的特点
。

此外
,

作

为许多热带类型分布 区 的西界 和海拔高度 的最高

界
,

本 区除了较难适宜更多 的热带和亚热带成分分

布于此之外
,

即使勉强能分布于此的绝大多数属也

都只含有 种
。

表 涅水流域种子植物含 种以上的属
‘ ’

皿

属名
〔沁

马先篙属 尸 , 。‘ ‘

委陵菜属 尸 汉翻

黄茂属 八 君。 ,

篙 属 , ,

柳 属 行

风毛菊属 “ “

早熟禾属 尸。

苔草属 山。二

寥 属 洲

蔷薇属 。“

棘豆属
、

妒。

龙胆属 肠
, , , ,

针茅属

葱 属 八 “ ” ,

锦鸡儿属 肠
“

汤 虎耳草属 艾下 沁

鹅观草属
, 日

合 计
‘

属

占全区

种数 分布区类型
,

飞 〕

北子撤带

北温带

世界

北温带

北温
‘
带

北温带

世界

世界

世界

北温带

北温
,

片
廿界

犯 北温带

北温带

布至带亚洲

北矛品带

旧世界温带

盛

同包括唐古特地区在 内的我国北方植物 区

系一样
,

各种温带类型所含属数在涅水流域也是最

多 的
,

共 有 属 种
,

占 本 区 系 总 属 数 的

。
,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

温带性质的属为本区

系的主体
,

其中又 以北温带成分 占首位
,

共 属
,

占总属数的
。

而且在本 区种子植物所 含 拍

种以上的 个属 中 表
,

涂黄
一

笑 ,二月
一

“ 、 、

早

熟 禾
、

苔草 二二
、

寥
, ,‘, , , 和 龙胆

等 个属 为世界广
一

布型外
,

其余 属也

全都属于温带类型
,

并且有 属是北温带分布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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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表明了以北温带成分为主的温带性质的属在煌水

流域植物区系特征的形成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的
。

北温带成分中
,

在东亚和中亚山地分布最多的

马先篙属 尸 绒。‘ 、 成为本区最大的属
。

这里的

山地环境和寒冷的气候
,

为它们的分布提供了适宜

的生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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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类草甸和灌丛草甸植被
,

有些种类如甘肃马先

篙 、 等可在河滩草甸和河谷灌丛草甸

的局部地段成为优势种类
。

北温带的另一个大属委

陵菜属 尸 胭 在木 区有 种
,

绝大部分种都

是伴生于本区各类山地草原和草甸植被的草本种
,

而其中仅有的两个木本种金露梅 尸 介“ 和银

露梅 尸 却分别是本区山地半阴半阳坡的高

寒灌丛和温性灌丛的优势种或建群种
,

并 因此而成

为本属植物在木区的代表种类
。

篙属 月 在

本 区有 种
,

其中的冷篙 二斤 。 、

铁杆篙

动“ 和米篙
一

等一些少数种类
,

分别在本 区 中
、

东部的黄土丘陵顶部和阳坡地段的

典型草原或荒漠草原中成为建群种
、

亚建群种或优

势种
,

其余大多数种类都广泛分布于各类植被及 田

埂
、

地边和房舍周围等处
,

显示出木区这类植物多以

伴生为主的性质和广泛的生态适应特点
。

篙草属

是高寒草甸植被的优势类群
,

常见于本

区各类草甸
,

特别是高山草甸中
。

其中的小篙草

和矮篙草 ’ 等还是本区高寒草

甸 的 建 群 种 和 特 征 种
。

还 有 线 叶 篙 草

, ’ “ ,

在一些灌丛草甸中可表现为草本层的

优势种
。

该属植物在本区植物区系中的这种地位
,

明

显地体现出青藏高原高山植物区系的特点
。

常见于

各类草甸
、

灌丛及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中的风毛菊

属 。、。二“ 植物有 种
,

多以伴生种出现
。

而作

为 形 成 唐古 特 植 物 地 区 特 色 标 志 的 绿 绒 篙 属

。。 、 〔〕植物
,

则是本区一些高寒草甸和高

寒灌丛以及阴坡林缘等处的伴生植物
,

虽然种类不

多
,

但却是显示本区同唐古特地区联系的重要依据
。

柳属 厅 是北温带在本区分布种类最多 的木本

属
,

计有 种
。

该属植物是组成本区各类山地和河

谷以 及高 灌丛植被的优势植物和最普遍的伴生植

物
,

一些种类如 生柳 。 等
,

还可成为建

群种
。

木区该属植物的特点是
,

生长于高海拔地带的

种类多同青海南部地 区的高山 区系所共有
,

如山生

柳等
。

而出现于较低海拔地带的种类则多与黄土高

原所在的华北区系所共有
,

如中国黄花柳
,

、 允。

等
。

体现出明显的华北植物 区系同青藏高原区系之

间的过渡区所应有的植物种间的地理替代和垂直分

布格局
。

惶水流域这种特有的植物种间的地理替代

现象和垂直分布格局
,

从本区其它一些大属所包 含

的种类中也能体现出来
。

除了柳属 以外
,

木区还是唐

古特地 区木本属分布最丰富的地 区
,

许多北温带的

木本类群都是这里森林和灌丛植被的建群种或优势

植物
。

如云杉
、

松 , 、 、

圆柏
、

杨
、

桦
、

小 聚 厂 , 、

茶 蕉 子
, 、

蔷薇
、

忍冬 助
、

构
、

花 揪
、

绣 线 菊
、

樱 桃
、 、

山梅花 、 、

棒 肠即
、

栋
、 等属

。

它们在我国的分布区大多都集 中于

华北至西南一带
,

二者作为本 区系植物分布最重要

的来源地
,

体现 出我国华北 区系和西南高山区 系对

本区系的双重影响
。

其中的后 属植物
,

作为我国北

方 区系特别是华北 区系的代表
,

仅出现在本 区 的东

段
,

显然
,

惶水流域是它们在我国分布区的西部边缘

地带
。

另外
,

还有以旱生性质为主的针茅属 种

植物的分布面积也很大
,

且多数种类都是一些植被

中的优势植物
,

如长芒草 , ,岁
, 、

西北针

茅
、

短花针茅 刀 等是木 区

的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植被 的主要建群种和特征

种
。

这些建群种和特征种所代表的欧亚草原典型植

被的出现
,

也说明本 区低海拔地带植物的旱生性质

及其成因是受黄土高原旱生环境影响的结果
。

惶水流域有 个北温带分布变型
。

其中北极一

高 山变型有 属
,

它们是红景天属
、

兔

耳 草属
、

一俞菜属 ‘, , 、

肉叶莽 属

八妙夕 、

北 极 果 属 山二 勺
。、 和 金 莲 花 属

’ 、 。

作为青藏高原区系成分中的高山植物在

本区的典型代表
,

它们多 出现在海拔 以上

的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以及高山流石坡上
。

除红景

天属的个别种可在局部地段成为优势种外
,

其余多

为零散分布
。

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 间断分布变

型有 属
。

其中作为本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中的

优势植物出现 的无心菜属 , 厂 ,

不仅是参与

组建本区具有高原特色的高山垫状植被的一类典型

植物
,

而且在高山垫状植被中具有特征地位
。

常见于

寒旱的高山阴坡石隙及冰缘砾地中的蝇子草属
, 。 ,

亦应属典型的高山类型
。

野豌豆属 和

柴胡属 也是我 国西南高山和西北高原

地带的常见植物 其它如撷草属 。
一

’ , , 等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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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似的来源
。

婆婆纳属 在本区主要伴

生于各类山地高寒草甸中
。

分布中心在我国的喉毛

花属
,

也是高寒草甸常见的伴生类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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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璋 牙 菜 属

二 ’
,

在本 区有 种
,

亦反映了出本 区系所具

有的高原
、

高山性质
。

在我 国主产西南的唐松草属

有 个种分布于本区
,

除了同川西和

滇西北所共有的种类以外
,

也不乏一些华北 区系的

典型种类
。

与以上这些高山类型不同的是
,

在本区的

低海拔地区所分布的许多属
,

则是我国北方
,

特别是

华北区系 中的常见类群
,

如雀麦
、

三 毛草
、

上一薰豆 勿
、

茜草
、

构祀

尹 等
。

其中的麻黄属 在我国则是

主产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干旱山地与荒漠中的耐旱

类群
。

欧亚和南美洲间断分布变型在本区有火绒草

属 口爪 。成
、

赖 草 属 和 看麦 娘 属

等
,

多是 以伴生形式出现在本 区 的各

类植被中
。

由此可见
,

同我国北方的大多数区系一样
,

北温

带成分除了在本区各种成分中所 占比例最高以外
,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
,

这一成分中的许多种
,

都是 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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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而奠定 了北温带成分在涅水流域的区系

组成及其主要植被组建中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

所

不 同的是
,

作为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两个地理单元

的边缘地带和相互交错过渡地带
,

本区这一类型是

由以北极高山类型等为代表的青藏高原区系成分
,

同以许多木本类型和旱生草本类型等为代表的黄土

高原成分共同组成的
。

并且
,

这两类成分除了相互延

伸的交叉分布以外
,

在生境方面还体现 出明显的立

体分布格局
。

以蟹甲草属 尸。二 胡 在本区为代表的东亚

和北美间断分布有 属 种
。

其中的蟹甲草属在

我国是以西北部和西南部为其主产地的川
。

羽叶花

属 八 ’ 在我 国主要分布于西南高山地 区
。

还有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的胡枝子属
,

在本区有 种
,

其是东亚
,

特别是东亚北部较干旱地

区 的广
一

布种
。

黄华属 ’ 和筵子蕉叮朽

属在我国主产西南部和东部至东北部
,

前者有

些种还是典型的高原高山分布型
。

但是
,

在本区分布

的两个种却都不具备这一特点
。

说明本区作为青藏

高原高山植物区系的特点已经被削弱
。

珍珠梅 口。

、

八仙花 , 、

蛇葡萄

和蜻蜓兰 等属在本区东缘 的出现
,

则说明

我国北方
,

特别是华北区系成分
,

是通过西秦岭和黄

土高原向本区传递
,

并以本区为其末梢延伸区
。

且使

本区的非高原
、

高山成分增强
。

旧 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是本 区的第二大类

型
,

有 属含 种
,

虽然大多数属都只含有 一

种
,

且其中的香蕾
、

沙棘 和

水柏枝 似少 等属在分布范围上也不够典型
,

主要分布于温带欧洲和亚洲
,

仅有个别种可延伸到

北非或至热带亚洲的山地
。

但是这一类型对本区系

温带性质及其它一些相关的区系特点的形成
,

亦具

有一定的作用
。

其中主产于亚洲东部的香蕾属
,

由于

绝大多数种在我国均有分布
,

所 以其分布与分化 中

心应为我国
,

另外二属亦类似于此
。

旧世界温带分布

类 型 在 本 区 的 典 型 代 表
,

包 括 友 友 草 属

八 人
、

鹅 观 草 属 尺 , , 、

真 吾 属

心 和侧金盏花属 爪、 等
。

此外
,

比较重

要 的 还 有 美 花 草 属 ’
、

山 毒 草 属
、

草 木 择 属 人介 、 、

瑞 香 属
。 、

棱子 芹 属 ,二 从
、

西 风芹属
、

百里香属 口关夕 、 、

荆芥属
、

扁

穗草属 和川续断属 ‘ ,

以及地 中

海 一喜马拉雅间断变型的摩荃草属 协人〕 等
,

并

且其中的多数都是主产我国西北和西南山地耐寒性

较强的高山类型
。

其余多为我国南北各地的广布成

分 如怪柳
、

益母 草 , , 、 、

天 名 精
、

旋覆花
、

鸦葱 ,二 , 、

淫

羊 蕾
、

白屈 菜
, , , 、

窃 衣

叮 等
。

这类成分的增多
,

表明徨水流域作为青

藏高原的边缘地带
,

较之于高原腹地的其它地 区在

生态环境的诸方面
,

为植物的分布提供了更为优越

的水热等条件
,

因而使得一些生态幅较宽的植物类

群在本区得 以出现
。

与此同时
,

也将本区同我国其它

植物区系
,

特别是华北 区系紧密联系起来
。

这一类型

中的地 中海
、

西亚 一东亚间断变型在本 区有 属

种
,

其中的鲜卑花属 共有 种
,

国产 种
,

主要分布区在西北部和西南部
。

本区产 种
,

其中的

窄叶鲜卑木
,

在本区常以优势种参与

组建 山地阴坡和半阴坡灌丛
,

或有时伴生于林缘
。

温带亚洲成分在木 区有 属
,

木本属锦鸡儿

是其中最重要的
。

该属植物虽遍布东欧

和亚洲温带地区
,

但多数种在我国均有分布
。

本区共

有 种
,

多数种类都是本区同周围的甘肃
、

宁夏
、

新

疆及华北等地共有的山地灌丛和荒漠草原等植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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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耐旱种类
,

少数为同川
、

滇
、

藏等地共有的耐

寒高山种类
。

反应出本区该属植物的寒旱生性质
,

和

木区 以寒旱 因子 为主的生态环境对植物分布的选

择
。

同时也表明
,

木区系作为青藏高原的高寒区系性

质在相对被削弱的同时
,

其温带草原和荒漠区系的

旱生性质及其热量条件有所增强
。

大黄属 尺 。 ,

有 种
,

主要是 以本区同西北和西南
,

以及喜马拉雅

山地区所共有的高原 山地耐寒种类为主
,

并且都是

以伴生种 出现
,

把徨水流域同我国西南和喜马拉雅

等地区的高原
、

高山紧密联系起来
。

与同属唐古特

区 系的其它地 区 一样
,

亚菊属 。妙口爪 和细柄茅属

尸 ’、 的出现
,

则 显示其是分别来 自于北温

带的菊篙属“
’ , , ‘ , ‘ 和针茅 属的衍生成

分
,

除 了表明惶水流域植物 区系具有年轻性和衍生

的性质外
,

而月 还表明了涅水流域存在着
,

适应 以高

寒生态因子的影响为主而形成的高山特化类群的生

态 环 境
。

米 口 袋 儿 、

地 蔷 薇

〔
’

人口 , , ,“ 。厂人。‘ 、 、

苦马豆 勺
、

附地菜属

打圳。 以及芯 芭 伪 ,
一

等属的出现
,

则是

我国北方区系所具有的温暖旱生性质对本区影响的

结果
。

木 区 的地 中海 区
、

西 亚 至 中亚分布类型有

属
,

含 种
。

多数属仅有 种
,

且除主产中亚地区的

白刺属 二 厂 和主产东半球温带地 区的变型成

分骆驼蓬属 尸昭 。 ,‘。 , 植物
,

有时可在局部地段形

成优势群落外
,

其余基木上都是 以零星分布的伴生

类群出现
。

在此类型 中
,

属的分布范围多数也不尽相

同
。

其中的角茵香属 月炉 、” ,

主产地中海区
、

中

亚 及我国的西北和西南部 念珠芥属 。
一

“ ,叙

一 , 。, , , ‘、 以亚洲 为主要分布 区 熏倒牛属

, 。侧 。,

分布于欧洲至中亚 狼紫草属 与
‘

’、 主要分布于欧亚温带地区
。

此外
,

芝麻菜属 乃 “

‘。 、

薄茹草属 汀八 和其中的变型成分甘草

属 卿。 爪二 等
,

均在木 区较低海拔地 区零散分

布
。

说明本区的这一类型
,

显然是以我国北方
,

特别

是西北部为主要分布区的旱生类型的属组成
。

在体

现出本类型的旱生性特点和木区系所具有的荒漠旱

生性质的同时
,

也体现 出黄土高原区系和我国西部

荒漠区系对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植物区系性质的

影响和渗透
。

中亚分布在本区有 属 种
,

也是多数属仅

分布有 个种
,

且除了以旱生类型为主的典型 中亚

分
,

如合头草属 匀
, , , , , 。 、

小甘菊属 , , ,

。 、

紫 苑 木 属 八 ,, , 。。、 、

冠 毛 草 属

、认 和 钝基草属 石 。 ,厂 等
,

显示 出

本类型的生态特点外
,

还 以所 占比例较大和所 占地

位较重要 的中亚至喜马拉雅变型成分
,

特别是其中

的高山类型体现出本区同喜马拉雅地区所在的青藏

高 原植物 区 系 的相 关程 度
。

这其 中有 高河 菜属
、

角 篙 属 , , 二
、

扇 穗 茅 属
、

固沙草属 月 , , 、 以 及拟褛 斗菜属

’ 等
。

在本 区常见于高寒草甸裸地和
一

顶岩隙及 山地阴坡的两种角篙属植物 以其硕大而

艳丽的花朵显示 出高原
、

高山植物的形态特点
。

其它

比较重要的还有中亚东部分布的栉叶篙属 叻。

而 和在我国
,

特别是在北方应属广布类群的扁宿

豆属 几介 、 等
。

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 中亚和

喜马拉雅 区的高原芥属 汀
,

则 显示 了木

类型主要是局限于 中亚地 区
,

尤其是主要 以中亚 山

地为其分布范围
。

这些表明了惶水流域所具有的高

原和 山地地貌
,

以及寒温和干旱气候等综合形成 的

生态环境
,

能够同时适合经过高山特化和寒旱化适

应的中亚及其山地成分分布
。

以森林和林下成分居多的东 亚分布类型
,

在木

区共有 属 种
。

其中典型成分只有 个属
,

种数

较 少
,

如 五 加 属 , , 叻 , , 二 、

莫 著 属
二 、

败酱属 、 。 、

党参属 幼
, ,叻

和狗娃花属 等
。

中国一 日木分布变

型则仅有软紫草 山 、 , 属
。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

是中国一喜马拉雅变型成分
,

共有 属 种
。

主要

的有高 一 豆 属 ’
、

桃儿七 属 , ,叻
, 、

东俄芹属叮
’ , , 。 、

微孔草 属 ‘ ,‘ 。 、

兰石草属 加
, , 、

甘松属 认 、 、

绢毛菊

属 月、 、

三 蕊 草 属 , 、 、

毛 蕊 草 属

’ 等
。

其中有的是典型的青藏高原特有属
,

如高山豆属等
。

同时
,

也有一些能够体现区系成分年

轻性
,

从其各 自分布更广泛的亲缘属演化而来的广

义的青藏高原特有属
,

如独一味属 几、
, 胡 , 、

之 从糙苏属 , , ,

垂头菊属 〔
’

, , , 。 , , 人 ‘ , ,

之从崇吾属 “。汀“ 等
。

它们大多属于高寒灌丛

和 山地草甸成分以及一些林下成分
,

高山流石坡及

冰缘成分较少
。

这一变型成分
,

特别是其中的高原高

山分布型
,

惶水流域较之于同属唐古特植物地 区的

其它地区 如青南高原 的数量
,

数量相对有所减少
,

其高原高山型的区系性质也有所减弱
。

但就以上这

些属的出现
,

再次体现 出本 区同喜马拉雅 山地 区所

应有的关系
。

这是青藏高原植物亚区所应有的区系

特点之一
。

这是本区的中
、

西部地区所具有的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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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型的地理特征
,

以及高寒
、

干旱
、

强风等为主导

因子的生态环境和这一类型成分之间双向选择的 自

然结果
。

中国特有成分在本区有 属
,

除了有 属其

本身只含 种外
,

其余属也都只有 个种分布
,

且全

都是本区同周围地区所共有的所谓
“

半特有属 ” ,

而

无真正的本区特有属
。

它们是特产我国西南
、

西北至

东北部
,

并且集中分布于华北地 区的虎棒子 属

, 后 特 产 西 北 至 东 北 的 文 冠 果 属

、 , ,

其集 中分布 区也在华北地 区 特产

甘
、

青
、

陕
、

川
、

黔
、

豫的藤 山柳属

特 产西南
、

西北至 中部 的羌活属 从

特产青海
、

甘肃 的穴丝葬属 、
,

其应 为唐

古特地 区 的特有 属 特产 我 国西部 的细穗玄参属
。卫介“的

,

以及特产我国西北部和西南部的华蟹

甲草属 , 、

黄缨菊属 , , ‘ 、

毛冠

菊属 , , 。解 、 等
。

其中有些属
,

如黄缨菊等
,

仍

是青藏高原特有属
。

由上述知
,

这些特有
一

属基本上都是本区 同我 国

西南 藏
、

滇
、

川 和北方
,

特别是西南和西北部所共

有的山地和高原山地成分
,

并且多是从其亲缘属衍

生 而来 的 单种 属 或寡 型 属 的草 本植 物 如 黄 缨 菊
, , 人 之从蓟 二 ‘, 等

,

仅有 个木本

属
。

体现出木区这一成分 中存在着的年轻性和衍生

性质
。

其中的羌活属共 种 变种
,

主产川
、

藏
、

青
、

甘
、

陕
,

本区亦应在主产区 内
。

该属植物是本区山地

灌丛和沟谷林缘
、

林下的常见种类
,

可见木区对它们

的分布在生态方面是非常适宜的
。

但对于本属在青

藏高原上衍生出的另一个中国特有属 —舟瓣芹属

动诫 , 妙介 。 ,

本区却是缺少的
。

这说明作为青

藏高原的边缘地带
,

本区虽仍以青藏高原的地理
、

气

候特点和区系成分为主
,

但却缺少高原腹地所具有

的那种极端高寒和强风的生态环境和许多典型的高

原
、

高山成分
。

与此相反
,

却增强 了我国北方温暖性

质的区系成分
,

如 个特有木本属等所适宜 的水热

条件
。

一方面
,

显示出过渡地带的植物区系所具有的

生态环境特点和区系特点
,

另一方面
,

还 显示出本 区

与中国一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华北地区黄土高原亚地

区所具有的紧密联系
。

因此
,

本区似可作为唐古特植

物地 区中的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唐古特地区同华北植

物地 区相互过渡的代表区系之一
。

综上所述
,

依据植物属一级 的水平来确定徨水

流域的植物区系
,

似应属于一种以北温带成分
,

特别

是欧亚大陆温
、

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
,

兼具温

性
、

寒温和高寒类型的温带区系性质
。

或许这正是在

温带区系中的一些过渡区系所应有的
“
复合型 ”区系

特征
。

因此可 以认为
,

这种复合型 区系特征
,

是 由于

植物区系过渡区所具有的相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条件等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

种的分析

种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惶水流域 个

野生植物种及种下类型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分布式

样
,

参照吴征锰 关于
“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

区类型 ”的划分方法
,

划分出下列 个分布区类型

表
。

表 涅水流域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 一

分布区类型
一

种数

占全区
野生种
环

了才八甘,刁︵︺﹄内曰︺
‘

生
,

且︵哎托灼世界分布 吻

泛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分布

北温带分布

北极高 , 一

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 间断
谊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日世界温带分布

温带欧亚

,

温带亚洲分布

地 中海 区
、

西亚 至 中亚 分布
,

欣 怒
中亚分布

中亚 东部 亚洲中部
一

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分布
改

工 东亚分布 、

中国一 喜马拉雅 一 ,

中国一 日本 , 一

中国特有分布

总 计

,

叨姗

非中国特有种的分析 除中国特有种外
,

本

区种类最多的是温带亚洲分布
,

有 种
,

占全区总

种数的
。

这其中主要是一些 以我国北方
,

特

别是华北 区系为主要分布 区的典型 的温带亚洲成

分
,

或可称为温带亚洲成分在上述地 区 中的代表种

类
。

这类成分主要应是通过黄土高原和西秦岭的传

递 作 用 而 分 布 到 本 区 的
。

如 白 桦

“
、

红 花 岩 黄 蔑 月‘ 岁



“ 、

歪 头 菜
、

银 灰 旋 花
、

平车前 叻
、

沙篙 材
、

白草

等
。

中亚分布 种
,

占
。

主要是其中的典

型成分以及中亚至喜马拉雅和我国西南分布的变型

成分
。

前者以中亚 山地荒漠的旱生成分如合头草

匆 岁
、

中亚滨黎 。

、

醉马草 , , 、

座 花针茅

今 ’
、

戈壁天门冬

’ 等为主
,

体现出本区因受黄土高原影响而呈现

出的趋于温暖和旱生的区系性质
。

而后者则以高原
、

高 山 分 布 的 耐 寒 旱 成 分 如 喜 山 草 苗 及欢

、 、

黑边假龙胆
、

草甸马

先篙 ,

卿
、

喜马拉雅沙参 八 人。

叮
、

线 叶篙草 为
、

展苞灯心草 等
,

体现 出本区系属

于青藏高原植物亚区而特有的同喜马拉雅和我国西

南 特别是横断山区 具有的密切联系
。

以林下和草甸成分居多的东亚分布类型在本区

有 种
,

占
。

这一类型 中的典型成分并不

多
,

而主要是其中的中国一喜马拉雅变型和 中国一
日本变型成分

。

前者主要以星叶草 丫

、

花 草 驴 蹄 草
、

桃 儿 七

勺
、

高山豆
、

湿生扁蕾 , 、

独 一

味
、

兰石草
、

星状风毛菊 , 等
,

基本属于青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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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者则以林缘和林下

的 草 本 和 木 本 成 分 居 多
,

如 旱 柳 ’
, , 、

太子参 厂

翼 尊 蔓 即 、 、

小 花 鬼 针 草

二 ’
、

羊耳蒜 等
。

在体现出本类型成分的喜湿
、

耐寒却又适暖性质的

同时
,

更以前一变型成分的高比例强调 了本区系同

青藏高原植物地区关系的密不可分性
。

旧 世界 温 带成 分有 种
,

占全 区 野 生 种 的
,

而其中的 种集中分布于欧洲和亚洲的温

带地 区
,

在本类型 中占到
,

以绝对的优势 比例

成为本区这一成分的核心
。

主要的种类如亚欧唐松

草 二 、

地 榆 口厅
, 、

弯管列 当
, 。 ‘ 。 , 、

苍耳 “ , ,

、 、

鸦葱
、

无芒雀

麦 刀 刃 , ’
、

角 盘 兰 月亡 , , 阴

等
。

北温带成分在本区分布的种类有 种
。

典型的

如 两 栖 寥 尸 ’
、

广 布 野 豌 豆
。 、

柳 兰 ,

汤
、

薄荷 户
、

五 福 花
、

飞廉 “ 、 ,, 、

沿

沟草 乡 叮 等
。

仅限于北极高山分布

的 有 冰 岛寥
、

穗 花 地 杨 梅
、

北极果 ‘

等
。

北温带和南温带 全温带 间断分布的有葬菜
一 、

羡 黎 “

、

窄叶野豌豆 故 , , “

’
、

扩展灯

心草 , 代厂瓦 等
。

作为温带成分分布范围最

广
,

并且广域成分亦是最多的类型
,

较之上述温带范

围各类型在本区分布的种类反而不多
。

这一现象
,

一

方面说明了本区系的生态环境有其特殊性 以外
,

另

一方面还表明
,

本区所分布的来 自周 围区系种类的

多寡
,

是和与本区相邻的周围区系的地理范围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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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要是受到周围较近区系的影响
。

而周围区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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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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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区系植物种的这

种区系来源与上述规律一致
。

作为本区系举足轻重的主要成分
,

以上几个类

型共有 种
,

占到本区全部种类的 写
。

除中

国特有种外
,

它们对本区区系性质的影响和 区系特

点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

特别是其中的温带亚洲

成分和 旧世界温带成分
,

更在种一级层次上体现 出

本区系是 以欧亚大陆温
、

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

温带性质
。

并且
,

它们之间各 自所 占的比例都相差不

大
,

而且全都属于温带分布
。

除了表明本区系植物种

的来源是以温带
,

特别是 以北温带范围为主以外
,

而

更多的种则是局限分布于温带亚洲的范围 包括 中

亚地区和东亚地区 之内
。

基于此
,

本区系的植物在

种一级水平上
,

以温带亚洲成分为主
,

并在 中亚成

分
、

东亚成分和旧世界温带成分
、

北温带成分等的共

同参与和影响下
,

形成明显 的温带性质及其特点才

得以奠定
。

其它成分如东亚和北美间断成分
,

以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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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界广布成分等相对较少或甚至只有个别种类 出现
,

是通过甘肃南部和青南高原而来 自于横断山地区
,

而泛热带成分和热带亚洲成分
,

以及地中海区
、

西亚 且主要是其高山区
。

表明本区同横断山地区植物区

至东亚成分
,

则主要是 由于 生态因素的制约而影响 系所具有的密切联系
。

但是
,

在各亚型中
,

种类集中

了其更多的种类在本区分布
。

出现的范围的前几位
,

却并非仅局 限于横断山与甘

中国特有种的分析 从表 知 亚型的划分 肃南部地区
,

而是向我国西北和华北地区有所扩大
,

依据唐古特地区植物种的集中分布式样拟定
,

涅水 主要集中于包括前者在内的以西南与西北地区为中

流域的 种种子植物中
,

所 占比例最高的是 中 心的更广大范围之内 表 中的
、

之
、 、 、 、

等
,

国特有种
。

且较之于前者
,

本区来 自于我国西南
,

特别是来 自于

从中国特有种在惶水流域的分布情况分析知
,

西藏和滇西北的共有特有种类的 比例有所下降
,

而

本地区与唐古特地 区 中的其它一些 区系
,

特别是青 来 自于我国华北地 区
,

甚至整个北方区系的共有特

海南部区系有着一定的差别
。

本区虽然也是同横断 有种类有明显增加
。

相对于青海南部地区的区系
,

本

山 藏东北
、

滇西北
、

川西 和甘肃南部区系范围内的 区系所受到的青藏高原植物区系的影响 已经有所减

共有特有种 表 中的 一 为多
,

有 种
,

占本 弱
,

而受到我国华北区系的影响相对有所增强
。

区中国特有种的
。

这其中的多数植物种类

表 涅水流域中国特有植物种的分布亚型
一

占本类型 种的 占全区 种的
种数

、、、
月、

,
、了、,、了、产、︸﹃匕乃乙斗

月

选︸口曰乃了︺口自‘一丫

⋯⋯
,峨工心‘件乃乙口,‘、、了、了‘厂、尹、

一 湮水流域特有

一 涅水流域与唐古特地区共有

一 惶水流域与其他地区共有
、

西藏 东北部
、

四川 西部

西藏一 四 川
、

西藏一 云南
、

云南一 四川

丁
、

西南 藏
、

滇
、

川
、

甘肃 南部
、、

西藏一 甘肃
、

四川一 甘肃
、

西藏一 四川一 甘肃
、

四川一 甘肃一 陕西
、

云南一 四川一 甘肃一 陕西
、

西南一 甘肃一陕西
、

甘肃一 陕西
、

大西北 西北 省
、

藏北
、

内蒙古
、

西北一 华北
、

北方 西北一华北 一东北

西南一西北
、

西南一 西北一华北
、

西南一 西北一华中
、

西南一 西北一华北一 华中

西北一华北一 华中一 华东
、

北方一 西南
、

北方一西南一华中一华东
、

北方一 南方

。

,

、

在各亚型中
,

出现种类最多的是西藏一 四川 一

甘肃亚型
,

有 种
,

占本区 中国特有种的
。

说明本区这一亚型 的中国特有种 占有突出的地位
。

这其中大多数种类的分布范围在甘肃南部
、

青海南

部
、

四川西北部和西藏东北部
,

也有少数种分布到滇

西北地区
。

这一亚型 中
,

较重要的有木本的挑河柳

等
,

草 本 的 小 大 黄
、

甘肃雪灵芝 , , , , 、

肾形子



黄蔑 圳 。 、

短穗兔耳草忆

勺 勺“ 、

多花亚菊 勺“

呷
、

葵

花 大 蓟 ,二 版 、 、

黄 缨 菊
‘ , 、

西藏玉凤花 月改 等
。

其次是甘肃南部亚型
,

有 种
。

常见的有福禄

草 , ,二 切
、

甘肃小聚
‘ , , 、

唐古特大戟
, 、

烈香杜

鹃 人 , 。 , , 。 人 , 、

宽 丝 高原 芥
“

、

甘 青 鼠 尾 草
,二 二

、

褐 毛 风 毛 菊 ,二

、

青海固沙草 等
。

四 一甘肃地区同本区共有 种
。

主要有贵南

柳 幼
、

西 北 黄 茂 , 介
、

尖瓣芹 。 、

青海 当归
, , 、

大东俄芹叮
、

头花

杜鹃 , 、

山民山毛建草 乃叹

、

细穗玄参 厂 云 人

、

三角叶蟹 甲草 勺
、

高原千里

光 , , , , 、

三 刺 草
、

中 华 羊 茅 , 、

甘 肃 贝 母
,

,

左 等
。

西南一西北一华北亚型和西南一西北一华北一

华中亚型各分布有 种
。

前者主要有匙叶柳 汀

’
、

狭叶红景天 ’
、

黄

毛棘豆 沈 ,

’
、

白苞筋骨 草

冲
、

狭苞紫苑 为二
、

麦宾草
, 、

轮叶黄精
、

裂瓣角盘兰 月亡 ,

等
。

后

者 有 红 掠 子
、

峨 眉 蔷 薇
、

互 叶醉鱼草 ,
、

华

北璋牙菜 ’ 二 、
、

唐古特获 争
、

华 蟹 甲 草 ,二 , ,

等
。

西 南 一 西北 亚 型有 种
。

其有 甘青铁线莲

〔万
、

甘 青 鼠 李
、

矮茎囊瓣 芹 阴 ,二
、

粘毛鼠尾草 八 , 、

血满草
、

胎生早熟禾
、

眠 山鹅观 草 ’
、

甘 肃 苔草
, 等

。

我国北方亚型有 种
,

西南一西北一华中亚型

种
。

这些均表明在本区的中国特有种中
,

以华北

地区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区系成分对本区系的影响有

所加强
。

尽管如此
,

在区系分区方面
,

本区系作为青

藏高原植物亚 区唐古特地 区的一部分
,

是无可置疑

的
。

从以上对本区中国特有种各亚型的分析中
,

均可

得到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论据
。

涅水流域仅有 个本 区特有种 大通毛莫
, , 、 、

妙
, 、

大 板 黄 蔑

占 , 、

乐都黄茂 ,

、 、

大通报春
,一 ,二 ,一 , 、

尊

麻叶报春 尸 叮 ’ 和线叶金花忍冬 助 。

卿 。、 人。 月 等
,

其中除两种报春外
,

其余均为近年发现的新分类群
,

且多为种下类型
。

通常情况下
,

一个植物区系中特有类群的多少
,

除取决于该区系中各植物类群的生态适应范围 或

称为生态适应幅度 外
,

还受其周围生态环境的复杂

程度
,

特别是在整体环境大背景下存在的局部地 区

的独特小环境的影响
。

由于一些复杂的
,

或者有时是

独特的生态环境
,

具有促使植物在适应环境变化的

竞争中进行分化
、

变异的作用
,

可使一些植物以替代

种或种下类型的形式
,

获得相对较多 的生存选择和

扩大分布范围的机会
。

所 以
,

在一定程度上
,

特有类

群的多少
,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 映出一个地区生态

环境的独特性和复杂程度
。

由此可见
,

除了调查
、

采集的范围和深人程度
,

以及系统分类研究的深度等方面的影响 以外
,

本 区

似乎还缺少产生更多新分类群的复杂
、

独特的地理

环境和气候条件
,

特别是局域性的小环境
。

因而
,

使

本区植物在长期的生长发育和演化过程 中
,

处于分

化的相对保守地位
。

故而
,

分化的幅度和规模均较

小
,

并且
,

不仅种下类型不多
,

且更多的或许是无须

替代种的出现
,

以达到在本区扩大其分布范围
,

而其

本身就可以在本区一定的范围内延伸分布
。

另一方

面
,

由于在种类形成和分布等方面缺乏明显的地区

特色
,

所 以
,

在唐古特植物地 区 中
,

木区虽可被作为

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来看待
,

但是
,

若要 以木区的范

围
,

作为一个独特的 自然植物区系中的亚地 区而存

在
,

尚难成立
,

而只能同周围相似区系结合
,

共同组

成一个更大面积的植物区系亚地区
。

惶水流域植物区系性质和特征

在唐古特地区中种类相对较丰富
。

属于以北温带成分
,

特别是欧亚大陆温
、

寒

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
,

兼具温性
、

寒温和高寒类型

的温带区系性质
。

或可称为在温带区系中的过渡区

系所具有的
“

复合型
”区系特征

。

木本类型少
,

大多数种类为多年生草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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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缺乏古老的和原始的类群
,

一些中国特有种衍生

于其广布的亲缘种
,

表 明本 区系具有年轻和衍生 的

性质
。

我国西南高山区系和华北 区系对本区系具

有双重影响
。

作为远离青藏高原腹地的边缘地带和

过渡区系
,

其高原
、

高山植物区系的特点有所削弱
,

而非高原
、

高山成分有所增加
。

但是
,

其高原
、

高山植

物区系的性质并未改变
。

惶水流域植物为青藏高原植物亚 区唐古特

植物地 区 同华北植物地 区相互过渡的代表 区系之

特有类群少
。

徨水流域植物区系的分区

徨水流域属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错过渡

地带
,

在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分区中
,

本区属于青藏高

原植物亚 区 中的唐古特地 区川
,

这种划分符合植物

区系之间的 自然分布界限
。

虽然本区的大部分地区

可归于黄土高原的西部延伸地带
,

并且其区系成分

也 同华北 区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甚至一些华北

地 区集中分布的类群及其 区 系的特有成分如青杆
。 、

油松 , , 、 乙 、 、

虎棒

子 砂
、

互 叶醉 鱼 草 ‘

。 ,艺
、

廷子蕉“
, , , ,

’
、

文

冠果 川 二 、 ,

确 等都在本区出现
。

但本

区的地势已呈现出青藏高原隆起范围边缘地带的特

征
,

海拔高度渐升
,

高原高山地貌出现
,

气候已具有

高原大陆性气候的特点
。

与之相适应的是高原
、

高山

类型的植物种类较多
,

且分布普遍
。

所以
,

华北 区系

成分与青藏高原成分
,

特别是前述的以北极高山类

型等为代表的青藏高原区系成分
,

和 中亚分布中所

占地位较重要的中亚至喜马拉雅变型成分
,

特别是

其中的高山类型 东亚分布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一

喜马拉雅变型成分
,

以及在横断山地区集中分布的

类群和典型成分
,

如小 大黄 “ 、

单

花金腰子 价
、 ’

肾形子黄茂

卯 即
、

全缘绿绒篙
、

西南棱子芹
人

、

短 穗 兔 耳 草
珍巧 勺

、

唐古特雪莲
、

黄 缨 菊
、

西 藏 玉 凤 花

万口 等高比例的高原
、

高 类型相

比
,

不仅属种少
,

而且分布面积也仅局限于非常狭窄

的东部边缘地带
。

所以
,

相 比之下
,

本区同青藏高原

的关系则更为密切
。

本研究中中国特有植物属
、

种的

分析和其它一些相关分析也都表明了这一点
。

吴征

锰教授和王荷生教授川 以及周立华教授阁等
,

先后

都就这一问题有过论证
,

本文 的有关分析也都支持

这一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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