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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离瓣花类植物有２４科１１４属３１０种及１１变种。分布种数大于６０种的科有十

字花科（６６种）和豆科（６３种），２０～３９种的有３科，１０～１９种的有４科，这９个科占该地区离瓣花类植物总属

数的７８．９５％和总种数的８８．３９％，在本植物区系中占较大优势。单种属与寡种属有１０３属，在属级水平占绝

对优势，但多种属与寡种属共含２４５种，在种级水平优势明显。对其地理成分分析包括８个分布区类型和１４
个变型，其中，温带或含温带分布的有６７属１９４种，占该区总属数、种数的６６．３４％和７９．１８％，区系温带性质

明显，且与地中海、西亚、中亚交流相对较多，而与东亚交流很少，缺乏热带分布型及中国特有分布型。与邻近

区域相比，本区系 与 中 国 帕 米 尔 高 原 的 关 系 最 为 密 切，相 似 系 数 最 高，科 级、属 级 与 种 级 水 平 上，分 别 达

８２．１４％、６３．６９％及３３．８６％；其 次，在 属 级 水 平 与 阿 富 汗、东 喜 马 拉 雅 及 青 藏 高 原 相 似 性 也 分 别 达 到

１７．９２％、１５．３６％、１６．２６％，但种级相似性系数较低，仅为１．７６％～５．６９％，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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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喇昆 仑 山 位 于 西 昆 仑 山 与 西 喜 马 拉 雅 山 之

间，整个山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为我国与克什米尔

地区的界山，受 若 干 横 向 断 陷 盆 地 所 分 割，山 势 断

续，从帕米尔高原东南部一直延伸到羌塘高原，长约

１　１００ｋｍ，宽１００～２２０ｋｍ，平均海拔约５　０００ｍ，在
其主峰区平均海拔约６　０００ｍ。本文所论及的地区

包括我国新疆境内的塔什库尔干县西南部喀拉其库

尔河两侧及南部叶尔羌河以南的地区，叶城、皮山、
和田三县２１９国道西南部以及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

西北部的高山区，考察区海拔３　６００～５　５００ｍ。本

区气候寒冷干旱（张百平，１９９０），降水量少；植被类

型独具特色，发育了山地旱生型垂直带谱，常缺失高

山草甸，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为优势带。
离瓣花 亚 纲 又 称 古 生 花 被 亚 纲（Ａｒｃｈｉｃｈｌａｍｙ－

ｄｅａｅ），包括无被花，单被花或有花萼和花冠区别，而

花瓣通常分 离 的 类 型。该 类 植 物 新 疆 产７１科４１７
属１　８４０种（新疆植物志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西藏 产１００科５２１属２　４２１种（吴 征 镒，１９８３－
１９８６）；青藏高原产１０８科６４４属４　２０７种（吴玉虎，

２００８）。通过对该地区离瓣花类植物进行调查和采

集标本，以及对其属的地理成分、性质等进行分析，
旨在丰富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

资料，并为本区植被自然地域分布规律与植物资源

的研究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本项目组分别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７月下旬至８
月中旬对本研究区西北端塔什库尔干县西南部的科

克吐鲁克、明铁盖、卡拉其古、红其拉甫等地区进行

了系统的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又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
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对本研究区的主体部分，即

２１９国道西 南 部 叶 城 县 的 提 热 艾 力、麻 扎、热 斯 卡

木，皮山县的和平桥、神仙湾、康西瓦，和田县的红山

头、岔路口、甜水海、大红柳滩，以及西藏阿里地区日

土县的舒木野、空喀山口、多玛、松西、班公湖等地区

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
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查询了石河子大学植物

标本馆（ＳＨＩ）、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植

物标本馆（ＨＮＷＰ）和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植物标

本馆（ＸＪＢＩ）、新疆农业大学植物标本馆（ＸＪＡ）等 积

累和收藏的该地区离瓣花类植物标本，结合文献资

料对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离瓣花类植物进行形态分

类学研究，并对其区系特点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植物区系统计

植物区系是某一地区，或者是某一时期，某一分

类群，某类植被等所有植物种类的总称。它是植物

界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特别是在自然历史条

件综合作用下，发展和演化的结果。对植物区系进

行分析和研究，对于认识一个地区植物的起源、演化

以及对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都具有很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镱锂等，１９９８）。
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物有２４科１１４属

３１０种１１变种。就科的属种组成而言，大科有十字

花科３２属６６种、豆科７属６３种，其次为毛茛科１３
属３９种，蔷薇科８属２６种，石竹科８属２４种，含１０
～２０种的科有４个，含２～６种的科有９个，含１种

的科有６个（表１）。由表１看出，在该区离瓣花 类

植物中，单种科与含２～６种的寡种科共有１５科，含

２４属３６种，分别占总科数的６２．５０％、占总属数的

２１．０５％、占 总 种 数 的１１．６１％。分 布 种 数 大 于１０
种 的 科 有 ９ 科，含 ９０ 属 ２７４ 种，占 总 科 数 的

３７．５０％，但 占 总 属 数 为 ７８．９５％、占 总 种 数 为

８８．３９％，属种比例较高，表明这９个科在本区植物

区系中占较大优势。

２．２属的数量统计和分析

科的分布只能反映植物区系的大概组成及其一

般性质，所以在进行区系分析时应以属的分布区类

型来认识类群之间的演化阶段和共有属性，才能够

揭示整个植物区系的实质。
经统计，中国喀喇昆仑山所分布的１１４属 离 瓣

花类植物中，含１种的单种属有６５属，含６５种，占

总属数的５７．０２％和总种数的２０．９７％，含２～５种

８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表１　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物区系谱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ｃｈｌａｍｙｄｅａｅ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序号

Ｎｏ．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种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序号

Ｎｏ．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种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３２∕６６　 １３ 柽柳科 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４
２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７∕６３　 １４ 杨柳科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３∕３９　 １５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２∕２
４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８∕２６　 １６ 亚麻科 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５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９∕２４　 １７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６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１８　 １８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７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１３　 １９ 桦木科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８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３∕１３　 ２０ 小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９ 虎耳草科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３∕１２　 ２１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０ 罂粟科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６　 ２２ 胡颓子科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１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５∕５　 ２３ 小二仙科 Ｈａｌｏｒａｇ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２ 蒺藜科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３∕４　 ２４ 杉叶藻科 Ｈｉｐｐｕ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１

的寡种 属 有３８属，含１０９种，占 总 属 数 的３３．３３％
和总种数的３５．１６％，二者共含１０３属，占总属数的

９０．３５％，在属级水平占绝对优势；含６种以上的多

种属有棘豆属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３１种）、黄耆属Ａｓｔｒａｇａ－
ｌｕｓ（２４种）、委 陵 菜 属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１３种）、毛 茛 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１２种）、葶苈属Ｄｒａｂａ（１１种）、红 景 天

属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１０种）、虎 耳 草 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９种）、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７ 种）、独 行 菜 属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７
种）、念珠芥 属Ｎｅｏｔｏｒｕｌａｒｉａ（６种）、藜 属Ｃｈｅｎｏｐｏ－
ｄｉｕｍ（６种），共 有１１属１３６种，这 些 属 虽 然 仅 占 到

该地区离瓣花类植物总属数的９．６５％，但所包含的

种数却占总种 数 的４３．８７％，多 种 属 和 寡 种 属 二 者

共有４９属，占 总 属 数 的４２．９８％，所 含 种 数 达２４５
种，占总种数 的７９．０３％，种 数 比 例 最 高，且 它 们 中

的大多数都是该地区植物区系中的常见种，有些种

类还是建群种，由此表明多种属和寡种属在该地区

植物区系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表２）。

２．３属的地理成分分析

属在分类学上所包含的种类具有同一起源和相

似的进化趋势，其分类特征也相对稳定，占有比较稳

定的分布区，同时在进化过程中，随着地理环境的变

化发生分异，而比较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因此，植物

属的分布型能更具体的反映植物的演化扩展过程、
区域分异及地理特征。经统计，中国喀喇昆仑山离

瓣花类植物有２４科１１４属３１０种及１１变种。

　　按照世 界 植 物 区 系 划 分 的 一 般 概 念 和 吴 征 镒

（１９９１）对中国植物区系类型的划分，中国喀喇昆仑

山地区属于世界泛北极植物区。根据吴征镒（２００６）
在《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专著中

的划分类型，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离瓣花类植物共

表２　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物属的数量结构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ｃｈｌａｍｙｄｅａｅ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类型

Ｔｙｐｅｓ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占总属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６５　 ５７．０２　 ６５　 ２０．９７
２－５　 ３８　 ３３．３３　 １０９　 ３５．１６
≥６　 １１　 ９．６５　 １３６　 ４３．８７

合计 １１４　 １００　 ３１０　 １００

计有８个分布区类型和１４个变型（表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该区离瓣花类植物的分布区

类型中，除去世界分布的１３属６５种外，其中北温带

分布及其变型的属、种最多，有４８属１６５种；其次，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分布的有１３属２０种，地

中海、西亚至中亚及其变型分布的有１３属１９种，中
亚及其变型分布的有１２属２０种，温带亚洲分布的

有６属９种，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的有５属８种，
东亚及其变型分布的仅有４属４种。

该区各类属的地理成分中，温带分布或含温带

分布 的 共 有６７属，含１９４种，分 别 占 总 属 数 的

６６．３４％和总 种 数 的７９．１８％，所 占 比 例 最 高，它 们

是构成本区系的主体部分，表明温带属性是该区植

物区系的基本特点。其次，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及其

变型分布和中亚及其变型分布的共有２５属３９种，
占总属数的２４．７５％和总种数的１５．９２％；再次，东

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东亚及其变型分布的属最少，
两者共有９属１２种，占总 属 数 的８．９１％和 总 种 数

的４．９０％，表 明 该 地 区 离 瓣 花 类 植 物 区 系 与 地 中

海、西亚、中亚交流相对较多，而与东亚交流很少，和
热带分布无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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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ｃｈｌａｍｙｄｅａｅ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分布区类型及变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占总属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３ － ６５ －
８．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　 ２０　 １９．８０　 ６６　 ２６．９４
８－２．北极－高山 Ａｒｃｔｉｃ－Ａｌｐｉｎｅ　 ６　 ５．９４　 １８　 ７．３５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Ｎ．Ｔｅｍｐ　＆Ｓ．Ｔｅｍｐ．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９　 １８．８１　 ６０　 ２４．４９
８－５．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Ｅｕｒａｓｉａ　＆Ｓ．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２．９７　 ２１　 ８．５７
９．东亚及北美间断Ｅ．Ａｓｉａ　＆Ｎ．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５　 ４．９５　 ８　 ３．２７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１　 １０．８９　 １８　 ７．３５
１０－２．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９　 １　 ０．４１
１０－３．欧亚和南部非洲间断Ｅｕｒｓｉａ　＆Ｓ．Ａｆ　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９　 １　 ０．４１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Ｔｅｍｐ．Ａｓｉａ　 ６　 ５．９４　 ９　 ３．６７
１２．地中海、西亚至中亚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Ａｓｉａ　 ８　 ７．９２　 １３　 ５．３１
１２－１．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南非洲、大洋州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Ｃ．Ａｓｉａ　＆Ｓ．Ａｆ　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ｕｓｔ　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１．９８　 ３　 １．２２

１２－２．地中海区至中亚和墨西哥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Ｗ．ｏｒ　Ｃ．Ａｓｉａ　＆ Ｍｅｘｉｃｏ　 １　 ０．９９　 １　 ０．４１
１２－３．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Ｔｅｍｐ．－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Ｓ．Ｎ．ｔｏ　Ｓ．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０．９９　 １　 ０．４１

１２－５．地中海区至北非、中亚至蒙古、西南非洲、西南澳大利亚、北美西南部、智利

　　西部星散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ｔｏ　Ｎ．Ａｆ　ｒｉｃａ　＆Ｃ．Ａｓｉａ　ｔｏ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Ｗ．Ａｆｒ，
　　Ｓ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ＳＷ．Ａｍｅｒ．＆ Ｗ．Ｃｈｉｌｅ

１　 ０．９９　 １　 ０．４１

１３．中亚分布 Ｃ．Ａｓｉａ　 ２　 １．９８　 ５　 ２．０４
１３－１．中亚东部分布Ｅａｓｔ．Ｃ．Ａｓｉａ　 １　 ０．９９　 １　 ０．４１
１３－２．中亚至喜马拉雅和中国西南部分布Ｅ．Ｃ．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Ｗ．Ｃｈｉｎａ　 ６　 ５．９４　 ８　 ３．２７
１３－３．西亚至喜马拉雅和西藏分布 Ｗ．Ａｓｉａ　ｔｏ　Ｗ．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ｉｂｅｔ　 １　 ０．９９　 ２　 ０．８２
１３－４．中亚至喜马拉雅－阿尔泰和太平洋北美洲间断

　　Ｃ．Ａｓｉａ　ｔｏ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Ａｌｔａｉ　＆Ｐａｃｉｆｉｃ．Ｎ．Ａｍｅｒ．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１．９８　 ４　 １．６３

１４．东亚分布Ｅ．Ａｓｉａ　 １　 ０．９９　 １　 ０．４１
１４．ＳＨ．中国至喜马拉雅分布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３　 ２．９７　 ３　 １．２２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１４　 １００　 ３１０　 １００

２．４与邻近地区的比较

植物区系的统计资料提供最基本的数据，可用

来剖析区系的组成特征，各地区植物区系既有相互

联系的一面，又有独立发展的一面，具体情况可反映

地区间的共同性程度或者关系密切的程度，为此需

要进行植物区系间的比较分析。一般在利用属这个

特征较为清楚和稳定的分类单位进行区系统计时，
通常将世界属排除另计，以便分析当地属的成分。

中国喀喇昆仑山在地理位置上与巴基斯坦、塔

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相邻，在自然区域上与帕米

尔、西昆仑山、兴都库什山相接，因而区系成分上与

邻区必然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现象主要反映在共有

属、共有种（张镱锂，１９９８）及其相似性上。本文采用

相似系数计算 公 式 为Ｋ＝Ｃ／Ａ＋Ｂ－Ｃ，其 中Ｋ 为

相似性系数，Ａ为甲地植物科、属、种数，Ｂ为乙地植

物科、属、种数，Ｃ为两地共有科、属、种数（表４）。

　　由表４可知，中国喀喇昆仑山与中国帕米尔高

原在地域上紧密相连，区系相似系数最高，在科级、
属级 与 种 级 水 平 上，分 别 达８２．１４％、６３．６９％及

３３．８６％，表明两地离瓣花类植物关系密切；与 阿 富

汗、东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相似性次之，科级水平相

似性系数分 别 为３６．５１％、２３．２９％、２２．２２％，科 间

联系较密切，属级水平相似性系数分别为１７．９２％、

１５．３６％、１６．２６％，属间联系也较密 切，但 种 的 相 似

性系数较低，分 别 为３．３０％、１．７６％、５．６９％，表 明

在这些区域之间同属植物的种间替代分布明显。总

之，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物与相邻地区均有

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３　结论与讨论

从生态地理及植物区系分布上看，该区正好处

于西昆仑山（东－东北）、帕米尔高原（西北）、兴都库

什山（西）、克什米尔（西－西南）和西喜马拉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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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物与邻区植物区系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ｃｈｌａｍｙｄｅａｅ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ｌ

邻区

Ｔｈｅ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ｌ

共有科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科相似性系数％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共有属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

属相似系数％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共有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相似系数％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中国帕米尔高原Ｐａｍｉ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３　 ８２．１４　 １００　 ６３．６９　 １７１　 ３３．８６
阿富汗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２３　 ３６．５１　 ７４　 １７．９２　 ５１　 ３．３０
东喜马拉雅Ｅａｓｔ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１７　 ２３．２９　 ４３　 １５．３６　 １３　 １．７６
青藏高原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４　 ２２．２２　 １０６　 １６．２６　 ２４３　 ５．６９

图１　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形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以及羌塘高原（东南）的环绕之中。因而，在地质历

史时期自然环境几经变迁，给各个植物区系的接触、
混合、特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该地区的植物区系

来源具有多元性，其区系性质既有古老的一面，又有

年轻的一面，这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质历史和现

代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通过对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

花类植物的统计分析，可看出该区植物区系具有以

下的一些基本特点。

３．１植物种数相对贫乏，但区系科、属组成自有特点

中国喀喇昆仑山地区独特的气候使得这一地区

植被类型相对较少。研究表明该地区离瓣花类植物

有２４科１１４属３１０种及１１变种，占泛青藏高原离

瓣花类植物总科数的２２．２２％、总 属 数 的１７．７０％、
总种数的７．３７％，相 对 而 言，该 区 植 物 种 数 比 较 贫

乏。其科的组成中，含６０种以上的科仅２个，即十

字花科３２属６６种、豆科７属６３种，含２０～３９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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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有３科，分别为毛茛科１３属３９种、蔷薇科８属２６
种、石竹科９属２４种，含１０～１９种的科有４个，含２
～６种的科有９个，含１种的科有６个；含１～６种

的科共计１５个，比例较高；含１０种以上的科仅有９
个，但其属、种比例分别为９０属２７４种，占总属数为

７８．９５％、占 总 种 数 为８８．３９％，在 区 系 中 占 较 大 优

势。其属的组 成 中，单 种 属（６５属）与 寡 种 属（３８属

１０９种）二者共含１０３属，占总属数的９０．３５％，属级

水平占绝对优势；多种属有１１属１３６种，其中棘豆属

３１种、黄耆属２４种；多种属与寡种属共有４９属，但含

２４５种，占总种数的７９．０３％，种级水平占较大优势。

３．２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

根据植物属的地理成分分析，本区系有８个分

布区类型和１４个变型，除世界分布的１３属６５种之

外，属于温 带 分 布 或 含 温 带 分 布 的 属 有６７属１９４
种，占总属数的６６．３４％和总种数的７９．１８％，其中，
以北温带分布所含的属最多，含３个 变 型，共 含４８
属，其次是旧世界温带分布区类型，含２个变型，共

１３属，再次是温带亚洲分布，共６属，这不仅体现了

该区植物区系的年轻和衍生的性质，而且还显示出

以高寒因子为主的高山特化现象在本区普遍存在，
温带高山植物区系特征明显，也表明该区离瓣花类植

物对寒、旱等极端生境有良好的适应表现。因而，温
带属性是该区离瓣花类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这与该

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和植物区系的温带属性一致。

３．３植物区系与地中海、西亚、中亚交流相对较多

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物在其它分布区类

型中，与地中海、西亚、中亚交流相对较多，有２５属，
占总属数的２４．７５％，其 中，地 中 海、西 亚 至 中 亚 及

其变型分布的 有１３属，中 亚 及 其 变 型 分 布 的 有１２
属，且这些属的分布范围主要在中亚山地和昆仑山

区、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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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被子植物早期

分化的一个关键地区，本区系属于东亚和北美洲间

断分布的有５属，东亚及其变型分布的有４属，虽然

与东亚交流很少，仅有９属，占总属数的８．９１％，但

它们的出现体现出其适应高原、高山寒旱环境的分

布特点，也表明了本区生态地理特征和严寒的生态

环境对东亚类型成分的选择及其分布范围的影响。
本区系和热带分布无任何联系。

３．４与中国帕米尔高原的关系最为密切

与邻近区域相比，中国喀喇昆仑山离瓣花类植

物与中国帕米尔高原的关系最为密切，相似系数最

高，科 级、属 级 与 种 级 水 平 上，分 别 达８２．１４％、

６３．６９％及３３．８６％。其 次，在 科 级、属 级 水 平 上 与

阿富汗、东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相似性次之，科级水

平相似性 系 数 分 别 为３６．５１％、２３．２９％、２２．２２％，
属级 水 平 相 似 性 系 数 分 别 为１７．９２％、１５．３６％、

１６．２６％，属间联系较密切，但种的相似性系 数 较 低

约为１．７６％～５．６９％，表明在这些区域之间同属植

物的种间替代分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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