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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从物种代表性和多样性方面为拟创建的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植物

资源利用与管理提供基础科学数据。【方法】研究在野外调查基础上,结合历史数据及文献资料,梳理评估区种子

植物名录,分析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组成、优势类群、地理成分及珍稀濒危物种。【结果】(1)昆仑山国家公园青

海片区评估区共有种子植物46科146属384种,裸子植物3科3属5种,被子植物43科143属379种;苋科(Ama-
ranthaceae)、菊科(Asteraceae)、豆科(Fabaceae)和禾本科(Poaceae)4科在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中占重要地位,单种

科和寡种科构成科的主体。(2)评估区种子植物科、属优势现象明显,优势科有8科,优势属有36属,具10种以上

的大属有黄芪属(Astragalus)、棘豆属(Oxytropis)、蒿属(Artemisia)、风毛菊属(Saussurea)、早熟禾属(Poa)、薹草

属(Carex)6属,单种属和小属构成属的主体。(3)评估区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分布为主,同时呈现出温带

性质,属的分布区类型以温带分布为主,与劳亚古陆有紧密联系。(4)评估区有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8种

青海省重点保护植物,6种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结论】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的地理成分多

样,但特有现象不明显,生物多样性较低,区系成分在水平梯度上呈现出干旱到半干旱以及温带向热带过渡的特征。

关键词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种子植物;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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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aspect
 

of
 

species
 

representativeness
 

and
 

diversity,
 

the
 

article
 

aims
 

to
 

pro-
vide

 

evidence
 

for
 

plant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lant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Method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historical
 

data,
 

and
 

literatures,
 

we
 

sorted
 

out
 



a
 

list
 

of
 

seed
 

plants
 

in
 

the
 

assessment
 

area
 

and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dominant
 

taxa,
 

geographic
 

com-
ponent,

 

and
 

endangered
 

species
 

of
 

seed
 

flora.
 

[Results]
 

(1)
 

There
 

was
 

a
 

total
 

of
 

46
 

families,
 

146
 

genera,
 

and
 

384
 

species
 

of
 

seed
 

plants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including
 

3
 

families,
 

3
 

genera,
 

and
 

5
 

species
 

of
 

gymnosperms
 

as
 

well
 

as
 

43
 

families,
 

143
 

genera,
 

and
 

379
 

species
 

of
 

angio-
sperms.

 

The
 

4
 

families
 

included
 

Amaranthaceae,
 

Asteraceae,
 

Fabaceae
 

and
 

Poaceae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eed
 

flora
 

of
 

the
 

assessed
 

area,
 

where
 

monospecie
 

and
 

oligospecie
 

constitute
 

the
 

main
 

part
 

of
 

the
 

family.
 

(2)
 

The
 

dominant
 

phenomenon
 

of
 

the
 

seed
 

plant
 

family
 

and
 

genus
 

was
 

obvious
 

in
 

this
 

area
 

with
 

8
 

dominant
 

families
 

and
 

36
 

dominant
 

genera,
 

where
 

6
 

large
 

genera
 

had
 

more
 

than
 

10
 

species
 

including
 

Astragalus,
 

Oxytropis,
 

Artemisia,
 

Saussurea,
 

Poa,
 

and
 

Carex.
 

(3)
 

The
 

areal-type
 

of
 

the
 

families
 

in
 

this
 

seed
 

flora
 

was
 

mainly
 

cosmopolitan,
 

which
 

was
 

showing
 

a
 

temperate
 

nature.
 

The
 

areal-type
 

of
 

genera
 

was
 

mainly
 

temperate
 

distribution
 

with
 

a
 

close
 

connection
 

to
 

the
 

Laurasia.
 

(4)
 

There
 

were
 

4
 

species
 

of
 

na-
tional

 

Grade
 

Ⅱ
 

protected
 

wild
 

plants,
 

8
 

species
 

of
 

Qinghai
 

Province
 

protected
 

plants,
 

and
 

6
 

species
 

listed
 

in
 

“Chinas
 

Red
 

List
 

of
 

Biodiversity”.
 

[Conclusion]
 

The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National
 

Park
 

has
 

di-
verse

 

geographical
 

composition,
 

but
 

the
 

endemic
 

phenomenon
 

is
 

not
 

obvious.
 

The
 

biodiversity
 

is
 

low.
 

The
 

floral
 

composi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id
 

to
 

semi-arid
 

transition
 

and
 

temperate
 

to
 

tropical
 

transi-
tion

 

in
 

the
 

horizontal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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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区系是某一地区或国家所有植物种类的总

和,是在自然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的演化结果,是植

物科、属、种的自然综合体[1-3]。植物区系包含着某

一地区的历史、地理、生态、进化和演化的信息[4-5],
对某一地区植物多样性以及植物起源与演化的研究

起着重要作用。研究某一地区的植物区系,有助于

认识和了解其植物区系的起源及演化历史,为该地

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

据[6-12]。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
也是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13-16]。
昆仑山位于青藏高原的北缘[17],是青藏高原的1个

独立自然地理亚单元[18]。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

区评估区(以下简称为评估区)位于中昆仑北坡,面
积为5.95万km2,是中国山地生态系统最完整、最
原真的区域之一,亦是全国17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区

域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19]。评

估区属于帕米尔-喀喇昆仑-昆仑亚地区,是青藏高

原区系和古地中海区系的过渡区域[20],是研究高山

植物多样性的理想区域。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
国开始对昆仑山区域进行科学考察。1932年著名

植物分类学家、地植物学家和林学家刘慎谔就对该

地区进行植物科学考察。此后,对于该地区的调查

陆续展开,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开展的新

疆第一、二次综合科学考察,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以及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的综合科学考

察。2012—2015年《昆仑植物志》(1-4卷)相继出

版,为 该 地 区 的 植 物 区 系 研 究 提 供 重 要 文 献 资

料[21]。尽管这些研究涉及了昆仑山脉植物区系,然

而对评估区植物区系系统性研究仍十分缺乏。

2022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

选区,昆仑山国家公园为其中之一,青海省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分别开展了昆仑山国家公园创建相关工

作。本研究基于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植

物多样性文献资料和野外调查工作,系统分析评估

区的植物区系科属组成,优势类群、地理成分以及珍

稀濒危植物等,从物种代表性和多样性方面为拟创

建的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提供数据支撑,为评

估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和植物资源利用与管理提供

基础科学数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昆仑山地处青藏高原腹地,西起帕米尔高原东

部,横贯新疆、西藏,延伸至青海境内,是亚洲中部的

大山系、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21-23]。评估区地处中昆

仑山北坡,东起都兰县沟里乡,西至祁漫塔格山,南部

与三江源国家公园毗邻,总面积5.95万km2,地理坐

标为90°37'—98°34'E,35°15'—37°52'N,行政区划隶

属青海省格尔木市、都兰县和茫崖市。昆仑山濒临亚

洲大陆干旱中心,平均海拔超过4
 

000
 

m,年平均气温

均在0
 

℃以下。由于昆仑山脉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

该地区几乎不受太平洋季风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整
个山脉年降雨量较少,尤其是位于中段的评估区最为

干旱,年降水量约为150
 

mm[22,24]。评估区内的植被

类型以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垫状植被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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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2022年7—8月,采用样方和样线调查相结合

的方法,对评估区野生种子植物进行全面科学的考

察。通过收集查阅《青海植物志》、《昆仑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 网站(http://www.
iplant.cn/foc)、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网站(https://

www.cvh.ac.cn/index.php)以及植物区系相关文

献[21,25-26],裸子植物按郑万钧系统、被子植物按

APG
 

IV系统整理并完善评估区野生种子植物名

录,统计该片区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的基本物种组成,
分析其科、属、种的数量特征,同时按照科、属内所含

种数进行等级划分;依实际情况确定评估区的优势

类群。参考吴征镒等[27-28]的方法划分评估区内科

属的分布区类型;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2021)、《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2020)》等资料统计评估区内的珍稀濒危植物。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子植物区系组成

根据野外调查数据和以往资料的整理分析,评
估区共有种子植物384种(含亚种和变种),隶属于

46科146属(表1)。其中,裸子植物3科3属5种,
分别占评估区种子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6.52%、

2.05%和1.30%;被子植物43科143属379种(含
亚种和变种),占评估区种子植物科、属和种总数的

93.48%、97.95%和98.70%。由此可见,评估区的

种子植物区系由被子植物占主导地位。
由表2可知,评估区内种子植物的科、属、种总数

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16.25%、4.20%和1.16%,分
别占青海省的比例为47.42%、25.08%和13.42%。

表1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科、属、种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family,
 

genus,
 

and
 

species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分类群
Groups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裸子植物Gymnosperm 3 6.52 3 2.05 5 1.30

被子植物Angiosperm 43 93.48 143 97.95 379 98.70

合计Total 46 100.00 146 100.00 384 100.00

表2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多样性

Table
 

2 Seed
 

plant
 

diversity
 

in
 

the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项目
 

Item      裸子植物Gymnosperm 被子植物Angiosperm 合计Total

全国
Nationwide

科数Number
 

of
 

family 11 272 283

属数Number
 

of
 

genus 45 3
 

428 3
 

473

种数Number
 

of
 

species 291 32
 

841 33
 

132

青海
Qinghai

 

Province

科数Number
 

of
 

family 3 94 97

属数Number
 

of
 

genus 6 576 582

种数Number
 

of
 

species 36 2
 

825 2
 

861

昆仑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评估区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科数Number
 

of
 

family 3 43 46

占全国比例Proportion
 

in
 

the
 

nationwide/% 27.27 15.81 16.25

占全省比例Proportion
 

in
 

the
 

province/% 100.00 45.74 47.42

属数Number
 

of
 

genus 3 143 146

占全国比例Proportion
 

in
 

the
 

nationwide/% 6.67 4.17 4.20

占全省比例Proportion
 

in
 

the
 

province/% 50.00 24.83 25.08

种数Number
 

of
 

species 5 379 384

占全国比例Proportion
 

in
 

the
 

nationwide/% 1.72 1.15 1.16

占全省比例Proportion
 

in
 

the
 

province/% 13.89 13.41 13.42

注:青海省种子植物数据来自《青海野生维管植物名录》[29],全国种子植物数据来自《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http://www.sp2000.

org.cn/)。

Note:
 

The
 

data
 

of
 

seed
 

plants
 

in
 

Qinghai
 

Province
 

were
 

from
 

Checklist
 

of
 

Wild
 

Vascular
 

Plants
 

in
 

Qinghai,
 

China,
 

and
 

the
 

national
 

seed
 

plant
 

data
 

were
 

from
 

the
 

Chinese
 

Biological
 

Species
 

List,
 

2023
 

Edition(http://www.sp2000.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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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分析

2.2.1 科组成

按科内所含种数的不同,将评估区种子植物46
科划分为大科(>20种)、中等科(11~20种)、寡种

科(2~10种)以及单种科4个等级(表3)。含20种

以上的大科为禾本科(Poaceae)、菊科(Asteraceae)、
豆科(Fabaceae)和苋科(Amaranthaceae),这4科共

包含61属206种。
这4个大科所包含的属和种分别占区系内种子

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比例为41.78%和53.65%,
由此可见,苋科、豆科、菊科和禾本科在评估区种子

植物区系中发挥重要地位。中等科有4科,包括蔷

薇科(Rosaceae)、毛茛科(Ranunculaceae)、十字花

科(Brassicaceae)和莎草科(Cyperaceae),共含有26
属60种,分别占评估区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比例为17.81%和15.62%。寡种科有23科,占评

估区总科数的占比最高(50.00%),包括麻黄科

(Ephedraceae)、紫 草 科 (Boraginaceae)、杨 柳 科

(Salicaceae)、胡颓子科(Elaeagnaceae)、鸢尾科(Iri-
daceae)、龙胆科(Gentianaceae)、蓼科(Polygonace-
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亚麻科(Linaceae)、

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景天科(Crassulaceae)、
罂粟科(Papaveraceae)、柽柳科(Tamaricaceae)、白
花丹科(Plumbaginaceae)、报春花科(Primulaceae)、
列当科(Orobanchaceae)、白刺科(Nitrariaceae)、夹
竹桃科(Apocynaceae)、石蒜科(Amaryllidaceae)、
忍冬 科(Caprifoliaceae)、玄 参 科(Scrophulariace-
ae)、水麦冬科(Juncaginaceae)、眼子菜科(

 

Pota-
mogetonaceae),共含有44属103种,分别占评估区

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比 例 为30.14%和

26.82%,说明这23科在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组

成及演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单种科有15科,占评估

区种子植物总科数的32.60%,包括松科(Pinaceae)、
柏科(Cupressaceae)、荨麻科(Urticaceae)、茶藨子

科(Grossulariaceae)、小檗科(Berberidaceae)、车前

科(Plantaginaceae)、蒺藜科(Zygophyllaceae)、大戟

科(Euphorbiaceae)、百 合 科 (Liliaceae)、瑞 香 科

(Thymelaeaceae)、旋花科(Convolvulaceae)、唇形

科(Lamiaceae)、茄科(Solanaceae)、桔梗科(Cam-
panulaceae)、紫葳科(Bignoniaceae),共含有15属

15种,分别占评估区种子植物总属数和总种数的比

例为10.27%和3.91%。

表3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科的组成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seed
 

plant
 

family
 

composition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类别
Classification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大科(>20种)Large
 

(>20
 

species) 4 8.70 61 41.78 206 53.65

中等科(11~20种)Medium
 

(11-20
 

species) 4 8.70 26 17.81 60 15.62

寡种科(2~10种)Small
 

(2-10
 

species) 23 50.00 44 30.14 103 26.82

单种科Single
 

species 15 32.60 15 10.27 15 3.91

合计Total 46 100.00 146 100.00 384 100.00

2.2.2 科的地理成分

依据吴征镒在《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系统》[30]中对科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将评估

区种子植物46科划分为4个分布区类型及4个变

型(表4)。4种类型中,世界分布有26科,占评估区

总科数的56.52%,包括石竹科(Caryophyllaceae)、
蓼科(Polygonaceae)、苋科(Amaranthaceae)、毛茛

科(Ranunculaceae)、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景天

科(Crassulaceae)、茶藨子科(Grossulariaceae)、蔷
薇科(Rosaceae)、十 字 花 科(Brassicaceae)、豆 科

(Fabaceae)、瑞 香 科(Thymelaeaceae)、白 花 丹 科

(Plumbaginaceae)、报春花科(Primulaceae)、龙胆科

(Gentianaceae)、旋花科(Convolvulaceae)、紫草科

(Boraginaceae)、唇 形 科 (Lamiaceae)、茄 科 (So-
lanaceae)、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车前科(Plan-
taginaceae)、桔梗科(Campanulaceae)、菊科(Aster-
aceae)、眼 子 菜 科 (Potamogetonaceae)、禾 本 科

(Poaceae)、莎草科(Cyperaceae)、水麦冬科(Jun-
caginaceae)。

热带分布有8科,其中,泛热带分布有5科,占
评估区种子植物总科数的10.87%,包括荨麻科

(Urticaceae)、紫葳科(Bignoniaceae)、蒺藜科(Zygo-
phyllaceae)、大 戟 科 (Euphorbiaceae)、夹 竹 桃 科

(Apocynaceae)。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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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有2科,为白刺科(Nitrariaceae)、鸢尾科(Iridace-
ae)。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分布有1科,为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温带分布有12科,占区系内总科数的26.09%,

其中北温带分布4科,包括松科(Pinaceae)、列当科

(Orobanchaceae)、忍冬科(Caprifoliaceae)、百合科

(Liliaceae)。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有5科,为
柏科(Cupressaceae)、杨柳科(Salicaceae)、罂粟科

(Papaveraceae)、亚 麻 科 (Linaceae)、胡 颓 子 科

(Elaeagnaceae)。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有2
科,为小檗科(Berberidaceae)、麻黄科(Ephedraceae)。
旧世界温带分布有1科,为柽柳科(Tamaricaceae)。

表4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4 Areal
 

type
 

of
 

seed
 

plant
 

family
 

in
 

Qinghai
 

area
 

the
 

of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分布区类型
 

Areal
 

type
科

 

Family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1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26 56.52

2
 

泛热带分布
 

Pantropic 5 10.87

2-2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美洲分布
 

Tropic
 

Asia-tropic
 

Africa-tropic
 

America 2 4.35

2s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分布
 

Pantropic
 

in
 

south
 

hemisphere 1 2.17

8
 

北温带广布
 

North
 

temperate 4 8.70

8-4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North
 

temperate
 

zone
 

and
 

south
 

temperate
 

zone
 

intermittent
 

distribution 5 10.87

8-5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Temperate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in
 

Eurasia
 

and
 

South
 

America 2 4.35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Old
 

world
 

temperate 1 2.17

合计
 

Total 46 100.00

2.2.3 优势科

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中有8个优势科(表5),
占评估区种子植物总科数的17.39%,含有89属

260种,分别占该片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60.96%和

总种数的67.88%。由此可见,评估区植物区系中

科的优势较为明显。这些优势科包括4个大科、3
个中等科和1个寡种科,其分布区类型均为世界

广布。

表5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优势科

Table
 

5 Dominant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科名
 

Family 属数
 

Quantity
 

of
 

genus 种数
 

Quantity
 

of
 

species 分布区类型
 

Areal
 

type

禾本科
 

Poaceae 24 77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菊科
 

Asteraceae 19 53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豆科
 

Fabaceae 8 52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苋科
 

Amaranthaceae 10 24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十字花科
 

Brassicaceae 12 16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5 14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蔷薇科
 

Rosaceae 6 14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龙胆科
 

Gentianaceae 5 10 世界广布
 

Cosmopolitan

2.3 属分析

2.3.1 属组成

按照所含种数的不同,将评估区种子植物146
属划分为大属(>10种)、中等属(5~10种)、小属(2
~4种)和单种属4个等级(表6)。从单种属到大

属,其所含属数呈现递减趋势。单种属有76属,包
括云杉 属(Picea)、刺 柏 属(Juniperus)、轴 藜 属

(Axyris)、荨麻属(Urtica)、酸模属(Rumex)、盐爪

爪属(Kalidium)、合头草属(Sympegma)、碱毛茛

属(Halerpestes)、茶藨子属(Ribes)、金腰属(Ch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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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plenium)等,共包含76种,占评估区种子植物总

属数的52.05%和总种数的19.79%。由此可见,在
环境条件较为严峻的昆仑山地区单种属占优势地

位。小属有50属,包括麻黄属(Ephedra)、大黄属

(Rheum)、驼绒藜属(Krascheninnikovia)、碱蓬属

(Suaeda)、盐生草属(Halogeton)、繁缕属(Stellar-
ia)、翠雀属(Delphinium)、红景天属(Rhodiola)、
金露梅属(Dasiphora)、双脊荠属(Dilophia)等,共
包含123种,分 别 占 评 估 区 种 子 植 物 总 属 数 的

34.25%和总种数的32.03%。中等属有14属,包
括萹蓄属(Polygonum)、碱猪毛菜属(Salsola)、紫
堇属(Corydalis)、毛茛属(Ranunculus)、虎耳草属

(Saxifraga)、针茅属(Stipa)、委陵菜属(Potentil-

la)、羊茅属(Festuca)、龙胆属(Gentiana)、马先蒿

属(Pedicularis)、碱茅属(Puccinellia)、披碱草属

(Elymus)、赖草属(Leymus)、点地梅属(Andro-
sace),共包含88种,占评估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9.59%和总种数的22.92%,其中碱茅属(Puccinel-
lia)、披碱草属(Elymus)包含种最多,各有9种。
大属有6属,分别是黄芪属(Astragalus)、棘豆属

(Oxytropis)、蒿属(Artemisia)、风毛菊属(Saus-
surea)、早熟禾属(Poa)、薹草属(Carex),包含97
种,分别占区系内种子植物总属数的4.11%和总种

数的25.26%;其中黄芪属(Astragalus)包含26种,
为种类最多的属。中等属和大属包含的种接近

50%,在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表6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属的组成

Table
 

6 Genus
 

compositions
 

of
 

seed
 

plants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类别
Classification

属
 

Genus 种
 

Species

数量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数量Quantity 占比Percentage/%

大属(>10种)Large
 

(above
 

10
 

species) 6 4.11 97 25.26

中等属(5~10种)Medium
 

(5-10
 

species) 14 9.59 88 22.92

小属(2~4种)Small
 

(2-4
 

species) 50 34.25 123 32.03

单种属Single
 

species 76 52.05 76 19.79

合计
 

Total 146 100.00 384 100.00

2.3.2 属的地理成分

依据吴征镒在《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28]

中描述的属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将评估区种子植

物146属划分为4大类10个分布区类型及10个变型

(表7)。
(1)世界分布有23属,占总属数的15.75%,其

中,豆科黄芪属所含种数最多,有26种,占总种数的

6.79%。
(2)热带分布有4属,均为泛热带分布,包括大

戟属(Euphorbia)、麻黄属(Ephedra)、棒头草属

(Polypogon)、狼尾草属(Pennisetum)。
(3)温带分布有111属,其中北温带分布最多,

有44属,占总属数的30.14%,是评估区中最多的

分布区类型。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有

15属,占总属数的10.27%。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共15属,占总属数的

10.27%。其中,旧世界温带分布这一类型有13属,占
总属数的8.90%。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有1
属,为鸦葱属(Takhtajaniantha)。欧亚和南非洲(有时

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有1属,为莴苣属(Lactuca)。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共11属,

占总属数的7.53%。其中,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分布有10属,占总属数的6.85%。地中海区至中

亚和南非洲、大洋洲间断分布有1属,为驼蹄瓣属

(Zygophyllum)。
中亚分布及其变型有11属,占总属数的7.53%。

其中,中亚分布有6属,包括双脊荠属(Dilophia)、
沟子 荠 属(Taphrospermum)、羊 柴 属(Corethro-
dendron)、紫 菀 木 属(Asterothamnus)、冠 毛 草 属

(Stephanachne)、小甘菊属(Cancrinia)。中亚东部

(亚洲中部中)分布有1属,为合头草属(Sympeg-
ma)。中亚至喜马拉雅-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

断分布有1属,为藏荠属(Hedinia)。中亚至喜马

拉雅分布有3属,为囊种草属(Thylacospermum)、
角蒿属(Incarvillea)、扇穗茅属(Littledalea)。

温带亚洲分布有8属,占总属数的5.48%。北

极-高山分布有2属,为红景天属(Rhodiola)、兔耳

草属(Lagotis)。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有2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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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决明属(Thermopsis)、罗布麻属(Apocynum)。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有2属,为火绒草属

(Leontopodium)、赖草属(Leymus)。
(4)东亚与中国特有分布有8属,占总属数的

5.48%。其中,东亚(东喜马拉雅-日本)分布有1个

属,为黄鹌菜属(Youngia);中国-喜马拉雅分布有簇

芥属(Pycnoplinthus)、微孔草属(Microula)、藏玄参

属(Oreosolen)、垂头菊属(Cremanthodium)4个属;中
国特有分布有高山豆属(Tibetia)、羽叶点地梅属(Po-
matosace)、马尿脬属(Przewalskia)3个属。

综上所述,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在属的分布区

类型上以温带分布为主。

表7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7 Areal
 

type
 

of
 

seed
 

plant
 

genus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分布区类型Areal
 

type

属
 

Genus

数量
 

Quantity
占比

 

Percentage/%

1
 

世界分布Cosmopolitan 23 15.75

2
 

泛热带分布Pantropic 4 2.74

8
 

北温带分布North
 

temperate 44 30.14

8-2
 

北极-高山分布
 

Arctic-alpine
 

distribution 3 2.05

8-4
 

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
North

 

and
 

South
 

temperate
 

zone
 

(full
 

temperate
 

zone)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15 10.27

8-5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Eurasia

 

&
 

South
 

America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2 1.37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East
 

Asia
 

&
 

North
 

America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2 1.37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Old
 

world
 

temperate 13 8.90

10-1
 

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Mediterranean

 

region,
 

West
 

Asia
 

&
 

East
 

Asia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1 0.68

10-3
 

欧亚和南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
 

Eurasia
 

&
 

South
 

Africa
 

(sometimes
 

Oceania)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1 0.68

11
 

温带亚洲分布
 

Temperate
 

Asia 8 5.48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Mediterranean
 

region,
 

West
 

Asia
 

to
 

East
 

Asia 10 6.85

12-1
 

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大洋洲间断分布
 

Mediterranean
 

region
 

to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frica,
 

Oceania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1 0.68

13
 

中亚分布
 

Central
 

Asia 6 4.11

13-1
 

中亚东部(亚洲中部中)分布Eastern
 

Central
 

Asia 1 0.68

13-2
 

中亚至喜马拉雅分布
 

Central
 

Asia
 

to
 

Himalaya 3 2.05

13-4
 

中亚至喜马拉雅-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分布
Central

 

Asia
 

to
 

Himalaya-Altai
 

and
 

Pacific
 

North
 

America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1 0.68

14
 

东亚(东喜马拉雅-日本)分布
 

East
 

Asia
 

(Himalaya
 

to
 

Japan) 1 0.68

14(SH)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China-Himalaya 4 2.74

15
 

中国特有分布
 

Endemic
 

to
 

China 3 2.05

合计
 

Total 146 100.00

2.3.3 优势属

根据优势属的确定方法(属内种的数量≥3),统
计得到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区

系内的优势属共有36属(表8),共包含240种,分
别占评估区种子植物总属数的24.66%和总种数的

62.50%。
其中世界分布类型的属有9属,北温带分布类

型的属有19属,占全部优势属的1/2以上。由此可

见,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中属的优势现象同样较为

明显。

7943期           尚帅斌,等: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表8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种子植物的优势属

Table
 

8 Dominant
 

genera
 

of
 

seed
 

plants
 

in
 

Qinghai
 

area
 

of
 

the
 

Kunlu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属名
Genus

种数
Quantity

 

of
 

species

分布区类型
Areal

 

type
属名
Genus

种数
Quantity

 

of
 

species

分布区类型
Areal

 

type

黄芪属
 

Astragalus 26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龙胆属
 

Gentiana 5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棘豆属
 

Oxytropis 17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点地梅属
 

Androsace 5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蒿属
 

Artemisia 16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碱蓬属
 

Suaeda 4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风毛菊属
 

Saussurea 13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翠雀属
 

Delphinium 4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薹草属
 

Carex 13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红景天属
 

Rhodiola 4 北极-高山分布
 

Arctic-alpine
 

distribution

早熟禾属
 

Poa 12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虫实属
 

Corispermum 4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碱茅属
 

Puccinellia 9
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

 

North
 

&
 

south
 

(whole)
 

temperate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仲彬草属

 

Kengyilia 4 旧世界温带
 

Old
 

world
 

temperate

披碱草属
 

Elymus 9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葱属
 

Allium 4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针茅属
 

Stipa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鸢尾属
 

Iris 4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毛茛属
 

Ranunculus 7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麻黄属
 

Ephedra 3 泛热带分布
 

Pantropic

委陵菜属
 

Potentilla 7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大黄属
 

Rheum 3 温带亚洲分布
 

Temperate
 

Asia

马先蒿属
 

Pedicularis 6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驼绒藜属

 

Krascheninnikovia 3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羊茅属
 

Festuca 6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葶苈属
 

Draba 3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赖草属
 

Leymus 6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Eurasia
 

&
 

South
 

America
 

discontinuous
 

distribution
水柏枝属

 

Myricaria 3 旧世界温带分布
 

Old
 

world
 

temperate

萹蓄属
 

Polygonum 5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报春花属
 

Primula 3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碱猪毛菜属
 

Salsola 5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千里光属
 

Senecio 3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虎耳草属
 

Saxifraga 5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野青茅属
 

Deyeuxia 3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紫堇属
 

Corydalis 5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白刺属
 

Nitraria 3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Mediterranean
 

region,
 

West
 

Asia
 

to
 

East
 

Asia

2.4 珍稀濒危植物

依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告2021
年第15号《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评
估区内有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包括短柄鹅

观草(Elymus
 

brevipes)、唐 古 红 景 天(Rhodiola
 

tangutica)、羽叶点地梅(Pomatosace
 

filicula)和水

母雪兔子(Saussurea
 

medusa)。依据2015年5月

2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公布青海省第二

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通知”(青政[2015]44
号)和2008年12月30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的

“关于公布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的通告”(青政[2008]

 

89号),评估区内有青海省重

点保护植物8种,蕨麻(Argentina
 

anserina)、中麻

黄(Ephedra
 

intermedia)、高山龙胆(Gentiana
 

al-
gida)、达乌里秦艽(Gentiana

 

dahurica)、麻花艽

(Gentiana
 

straminea)、驼绒藜(Krascheninnikovia
 

ceratoides)、小果白刺(Nitraria
 

sibirica)、黑蕊虎

耳草(Saxifraga
 

melanocentra)。6种植物 列 入

2023年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更新的《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其
中,德钦红景天(Rhodiola

 

atuntsuensis)和洮河红景

天(Rhodiola
 

himalensis
 

subsp.
 

taohoensis)2个种

为濒危等级,唐古红景天、水母雪兔子、格尔木黄芪

(Astragalus
 

golmuensis)和五柱红砂(Reaumuria
 

kaschgarica)4个种为易危等级。该区域内植物区

系特有性不高,没有仅分布在评估区的特有属和特

有种。中国特有分布的属仅有羽叶点地梅属(Pom-
atosace)、高山豆属(Tibetia)和马尿脬属(Przemal-
skia)。青藏高原特有分布的种有羽叶点地梅(Po-
matosace

 

filicula)、颈 果 草(Metaeritrichium
 

mi-
crouloides)、马尿脬(Przewalskia

 

tangutica)、羌塘

雪兔子(Saussurea
 

wellbyi)、黑毛雪兔子(Saus-
surea

 

inversa)和梭罗仲彬草(Kengyilia
 

thoroldi-
an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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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共有野生种子

植物46科146属384种,分别占青海省种子植物

科、属、种总数的45.54%、25.17%和13.68%。该

区系属种的比例较低,单种科和单种属构成了评估

区的主体,可能与该区系独特的高寒、干旱生境存在

一定联系。该区系地理成分较为多样,但物种丰富

度和生物多样性较低,总体上呈现出过渡特征。该

评估区的植物区系研究能为相邻区系以及青藏高原

植物区系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评估区内被子植物

占种子植物总科数的93.48%,总属数的97.95%,
总种数的98.70%,区系内的植物主要是被子植物

占主导地位,这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等[31-32]相一致,棘豆属和蒿属作为双子叶

植物中的大属,也体现出与青南高原代表的青藏高

原高寒植物区系[38]、祁连山地高原高山 类 型 区

系[32]等相邻区系间的联系。
评估区内种子植物共有46科,单种科和寡种科

构成科的主体,优势科主要以苋科、豆科、菊科和禾

本科等世界性分布大科为主;共有146属,单种属和

小属分别占本区总属数的52.05%和34.93%,构成

属的主体,是构成该片区属多样性的主要组成成分,
反映评估区植物在属级水平分化程度较高。优势属

为黄芪属、棘豆属和蒿属等生活型为草本的大属,这
与西昆仑山植物区系优势属分布[33]相一致,可能与

昆仑山高寒干旱气候条件有关。评估区内植物物种

多样性低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

公园[31],高于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4],但每

1×104
 

km2 的物种数(64.54)小于三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147.60)、三江源国家公园(67.58)、阿尔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3.33),此结果与评估区所

属的昆仑山北坡物种多样性低的植物分布格局[20]

一致;评估区内植物种类少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32]、三江源国家公园,与青海省野生维管植物

青南高原最多、祁连山地其次、柴达木盆地相对贫乏

的分布特征[29]一致,该区系的生物多样性较低可能

与其从干旱到半干旱过渡的地理位置有关,表明该

植物区系与相邻区系的独特性。
评估区种子植物地理成分较为复杂,在水平梯

度上呈现干旱到半干旱以及温带向热带过渡的特

征。评估区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8个,属的分

布区类型20个。种子植物科的地理成分中,世界分

布类型26科,温带分布类型12科、热带分布类型8
科。评估区内科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分布为主,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温带性质,温带分布属以

北温带分布为主,符合评估区高原温带干旱气候的

特点。
相比于科分布区类型,属的分布区类型更能体

现出某一植物区系的特征,能够更好地反映该区系

在进化过程中的地理特征[35]。评估区内温带分布

的属有111属,占总属数的76.03%,以北温带分布

为主,与地中海、中亚至喜马拉雅分布有较密切关

系,反映评估区内属分布区类型的强烈温带性质,这
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阿尔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分布特征一致,可能与青

藏高原快速隆升以及第四纪的周期性气候波动促进

植物的辐射分化和多样化有关[36-37]。
评估区在科级与属级水平上温带成分均高于热

带成分,体现出评估区植物成分从温带向热带过渡

的特征。评估区未分布中国特有科,中国特有属有

3属,分别为高山豆属(Tibetia)、羽叶点地梅属

(Pomatosace)和马尿脬属(Przewalskia)。其中,
羽叶点地梅属分布于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和西藏

东北部,同时也是青藏高原特有属[35],从青藏高原

东北部到青海新疆边界演化而来[26,37-38],该属在评

估区的出现和分布,表明评估区植物区系与青藏高

原植物区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马尿脬属

作为地中海成分在青藏高原隆起后的残遗特化类

群[1],进一步表明评估区内植物区系与地中海植物

区系的联系。评估区内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代表

性的半灌木、矮灌木荒漠植被及温带荒漠草原,及代

表性的猪毛菜荒漠、垫状驼绒藜荒漠、柽柳荒漠及针

茅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也从生物物种代表性、生态

系统代表性方面体现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设立

的必要性,并从植物多样性层面为昆仑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范围和分区合理划定提供数据支撑,为后

期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
植物资源利用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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